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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掉牙的问题!她问他"#我和

你妈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只能救

一个%&他答"#救我妈!她给了我生

命%然后和你一起死!没有你!生命

对我没有意义%&很完美的答案!也

很疯狂!也许疯狂只能是一些文字

游戏!真的落实到生活里!疯狂就

没有那么简单了%

真正为爱情而疯狂的不多!我

们大都是#如果下大雨!我就不过

去找你了&的那种% 我听过最逗的

是#昨晚想你想得没睡好!所以今

天我再睡会儿!不去你那儿了&'

现在机会多了! 诱惑多了!破

釜沉舟的动力没了!大多数要的是

顺水推舟(锦上添花的爱情)或者!

因为资讯发达了!虚拟的文字的表

达痛快了(畅达了!就宅了!爱情一

旦宅了!就懒得动!爱就日趋平庸%

他暗恋她!决定先匿名写信给

她%事后!我问"她反应如何$他说"

很激动%然后呢$他说"然后她就报

警了'原来他的匿名信是从报纸上

剪下大小不等的铅字拼凑而成的"

#我注意你已经很久了%&爱情要有

爱情的语态(语调的!爱要有爱的

小傻样的!最重要的是!真爱经不

起疯狂%或许!疯狂的成本也太高%

刚恋爱那会!逛街!她看上件

衣服! 太贵! 就想拉男友走% #试

试$&他硬把她塞进更衣间!换好出

来! 他瞄了瞄左右!#营业员不在!

快跑! &她不由自主被他带着(拖着

向外飞奔!路过一根柱子!她一把

抱住大哭% 他回头严肃地说"#快

跑'你是不是等着被抓啊$&她哭得

更凶了% 这时他大笑起来"#傻瓜!

你换衣服的时候!我付过钱了' &

这样疯狂的爱情镜头! 有起

伏!又浪漫%

只是后来!他们结婚了!疯狂

就戛然而止% 有人问他"什么才算

幸福$ 他握着她的手! 淡淡地说"

#每天早上!一起去吃东西!然后我

送她上班)中午一起吃饭)晚上一

起去市场买菜讲价) 回家做饭吃!

看电视!然后洗漱睡觉% &没了$她

替他回答"#没了!你每天都跟爱的

人在一起还

不幸福吗$还

要 有 别 的

吗$&爱!不需

要太多的装

饰!它本来就

这么简单(平

淡!疯狂是因

为年轻!而不

是因为爱情%

他故弄

玄虚地说 "

#我今天做了

一件事!我觉

得很对不起自己% &她猜到了"#是

想我吧'&他很高兴%这就是爱人间

的弱智默契与甜蜜无聊吧! 淡淡

的!没有多大危险!却似乎也可以

浪漫%

没错!生活有时可以把爱情弄

丢的!但是生活也可以把平实的爱

情弄得很有温度与质感%

爱你! 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

情!虽然不怎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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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一篇《我想成为坐在路边
鼓掌的人》的文章在微博上引起热
议，其实，这并不是一篇新鲜出炉的
文章，它是台湾女作家刘继荣若干

年前写的。它重新跃入人们视野，让很多
年前的父母反思，当自己为了孩子
“不输在起跑线上”，用一个个学习
班填满孩子的童年、少年时光，是
否想过孩子想要的幸福是什么？

"专"家"调"查"档"案"

"事件回放#

! ! ! ! 一篇 *坐在路边鼓掌的

人+ 的微博突然之间爆红网络%

一时之间!#学着做一个路边的

人&成了#流行语&!引发了众多

网民的热议% *坐在路边鼓掌的

人+说的是一个女孩学习成绩很

一般! 在班里始终徘徊在 "#名

左右% 有一次语文考试!试卷上

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上的

哪位同学!请说出理由% 全班同

学竟然都写上了她的名字%因为

这个女孩#热心助人!守信用!不

爱生气!好相处&等%女孩的父母

曾一度为她中等的学习成绩而

纠结!但那一刻!她的父母认为

她是#英雄&!女孩却轻轻地说"

#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

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

,来源" 上海商报-

! ! !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家庭中，父母大都
要求孩子“力争上游”。林紫分析说：“有些父母自己
少年时不太用功，回头看时觉得那是遗憾，所以要求
自己的孩子用功努力。有些父母自己一直都是优等
生，并且对自己的成就也很满意，于是，要求自己的
孩子也和他们当年一样用功读书，考入名牌学校。”
显然，这两类父母都不会乐意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而中国社会大多数父母———不管是否可以归到
这两类中，都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的成绩，进好
的学校，找到高薪的工作的。似乎不这样就不算成

功，不够成功的人生是缺乏安全感的，是令人焦虑
的。
但林紫也发现，近两年来，新的现象出现了，“很

多年轻的父母———大多是 !"后，他们从小在‘力争
上游’的教育氛围中长大，但内心里并不认同这种方
式。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当年的成长轨
迹。他们期待孩子可以更自在，更快乐。这些父母更
愿意尊重孩子的意愿———如果他们的孩子希望成为
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
若干年前的故事，会重新在微博上热起来的原因
吧。”

“力争上游”的背后有时代的焦虑
*

尊重孩子的需求，释放孩子的天性，不苛求孩子
必须门门功课都拿到第一，不以分数论英雄，这样的
父母是需要勇气的，更是需要把握好度的。

林紫提醒说：“父母要和孩子有一个平等的视
角，尊重孩子的想法，了解孩子想要的是什么。有些
孩子本身很上进，很追求学业上获得好的成绩，父母
可以尝试让孩子了解到生活中不同的面，让孩子知
道生活是多元的。有的孩子看似在学习上非常努力，
但实际上学习对他毫无乐趣可言，他只是因为害怕
被老师指责而努力学习，以取得一个好成绩讨好老
师。对于这样的状况，父母要有所察觉，加以引导。有
的孩子过分专注分数，将分数当做自己价值的唯一
的体现，或者将自尊建立在分数上，这都是非常危险

的。这类孩子抗逆力比较差，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走
极端。”
另一种极端也是不可取的。“比如有的父母对孩

子的成绩完全没有要求，过早地带着孩子进入享乐
的生活，特别是有些人认为‘女孩要富养’，这个度如
果没有把握好，也会产生负面的作用。”林紫说，“孩
子在不同年龄对于父母参与自己成长的方式和程度
是有不同的需求的，父母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过早
地让孩子在生长期就进行成人化的消费、娱乐，非但
不是给孩子减压，还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困扰。要知
道，在学习阶段，成绩并非完全不重要和没有意义。
它可以反映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我们要理性地看
待它。”

不以分数论英雄需要把握好度
+

愿意为别人鼓掌的人心理能量很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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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雄走过时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
从表面上看，似乎坐在路边鼓掌的人太过平凡
无奇。可是，孙嘉仪却说：“能够鼓掌，愿意鼓掌
都是有实力的人做的事。能坐在路边为别人鼓
掌的人，是心理能量很强大的人呢。”

孙嘉仪遇到的前来咨询的来访者中，有
不少大众眼里的“成功人士”，但是他们却都
不幸福。孙嘉仪说，在这些来访者的身上有着
具体的“幸福事件”但是，他们自己却感受不
到幸福。“这些人往往都是赢在起跑线的，一
路小跑，他们从小听从父母师长教诲，遵循着
成功原则，但当达到目标时却发现怎么都快
乐不起来。他们内心的能量很匮乏，这其实是
社会舆论过度夸大成功教育的悲哀。”

曾有国外的心理学专家总结了青年人抑
郁的三大理由：第一是青年人探寻内心的自
我。第二是青年人交友的需要太强烈。这两条
是国际一致的。第三条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
中国人太追求成功。孙嘉仪特别欣赏故事中
那个愿意坐在路边鼓掌的女孩。“因为这个孩
子知道幸福是什么，做什么可以让自己骄傲，
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鼓掌是激励、赞美、肯定他人的行为，只

有能量大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拥有懂得欣赏别
人和发现美的眼睛。自己都顾不好的人不会
有心思去鼓励别人，为别人加油的。”孙嘉仪
说，“故事中，说这话的孩子，内心里是希望将
来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给别人力量的人，‘站在

路边’说明她要给许许多多人力量呢。”
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真的就存在这样

的人。这类人就是把握幸福的能力很强，可以
在别人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中获得快乐，他
们懂得感恩，也更知道珍惜。孙嘉仪说：“这样
的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感到自己是有
价值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相反有些人看似经
历着幸福事件，但很少有愉悦感，当然也更容
易伤害别人，放弃自己。很多人对心理能量有
误解，能量不代表有权有势有财富，它是一种
源自内心的力量，是对自己充分信任的内在
力量。愿意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他们往往更独
立、自信、坚定、乐观、善良、诚实，平凡却幸
福，这是自我实现者的境界呢。”

采

访
$

朱

砂

专
家
支
持
$

廖
丽
娟

国
家
二
级
心
理
咨
询
师

上
海
市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中
心

心
理
咨
询
师
考
评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