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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

比较注意满足孩子的物质需

求，精神方面相对弱一些的

还是占多数。”新手妈妈书羽

说，小时候，父母很少倾听

自己的意见。因此，在她当

妈之后，特别注意孩子的意

见和需求。

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也

算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小舍得》 中的田雨岚和南

俪的教育理念差异大，也跟

她们完全不同的童年生活有

关。

田雨岚从小跟着母亲过

着穷苦的生活，直到靠继父的

帮助读了大学，又凭一己之力

从 商 场 销 售 员 做 到 楼 面 经

理。她深知生活的不易，就算

嫁的丈夫是富二代，也从未想

过要完全依靠夫家。她拼劲

全力地生活、工作，在教育孩

子上也是一样。因此，田雨岚

三番五次地说，要让子悠好好

努力，长大靠自己。

南 俪 出 身 较 富 裕 的 家

庭，从小什么都不缺，妈妈

多彩的生活情趣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她。本身是名牌学校

毕业的她，做着一份公司高

管 的 工 作 ， 拿 着 不 菲 的 工

资，一直以来都比大多数人

要过得好，因此，更能用平

和的态度去教育孩子。

然而，一代人的集体困境

和焦虑，必然有更加宏观层面

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的施芸卿，曾专门写过

文章分析造成当代中国妈妈

“难”的原因，包括历史、文化、

政治等方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迎来了

现 代 化 转 型 和 市 场 经 济 转

型。施芸卿认为，较之计划经

济时代，现代的“职场妈妈”面

临着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提

出的挑战：一方面，在“工作

者”的身份上，高度市场化的

劳动分层使其承担更多压力；

另一方面，在“母亲”身份上，

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使

其不仅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

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

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

妈”，这成为她们体验到工作

和家庭拉扯时内在焦虑的文

化根源。

与职责的加码相对，育儿

的精细化也不断对妈妈提出

更高的要求。喂养上的精细

化导致费用和挑选商品花费

的精力增加，相对于现代意义

的家庭教育给父母造成的压

力，就显得单纯了许多。在现

代意义的家庭教育中，把孩子

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是

一种普遍被认可的观念。对

于孩子，父母不再具有权威，

取而代之的是色彩温和了许

多的“引导”“护航”。

但实际上，这种育儿方式

对父母的个人素质有着极高

的要求，克服自身缺点为孩子

树立榜样，克制情绪，理性和

感性完美配合、无缝切换。可

以说，能够完全做到这些的

“完美爸妈”几乎是不存在

的。而由于母亲在家庭教育

中充当主要角色，面对现实和

理想的差距，妈妈们很容易陷

入自责和焦虑之中。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除了

“母亲”这个角色，当代年轻的

妈妈们也十分在意自己“女

性”的性别角色。少女时代对

成功事业、美满婚姻、靓丽外

形的追求和期待，在成为母亲

后或许会减退，但很难消失。

谈及自己对生育是否有顾虑，

书羽的想法很明确：“我对养

育孩子中可能面对的一切困

难，都有迎难而上的决心和信

心，唯一的焦虑来自于对身材

变形的恐惧和因剖腹产留下

的疤痕。”

生理特征、文化传统、时

代、家庭、自我，都在给当代妈

妈提要求、加担子，于是，妈妈

们一边努力向着心中完美的

母亲角色努力，一边也努力保

持自我，就算是选择全职带娃

的妈妈，许多也会以兼职、参

与志愿活动等方式来获得社

会层面的价值感。

《小舍得》中的父母学问

近日，热播剧《小

舍 得》迎 来 了 大 结

局。剧中反映的“鸡

娃”教育引发了当代

父母的一再反思；同

时，两位教育理念迥

异的妈妈的纠结，也

让观众看到了现实中

当妈的不易。当代妈

妈，不论是家庭事业

兼顾，还是全职在家，

似乎始终有一种力不

从心的焦虑，时常面

临内心的冲突和挣

扎。现在，当妈怎么

这么“难”？

■ 记者 梁童童

剧中的“鸡血”妈妈田雨岚，从儿子子

悠上幼儿园起，奥数和英语等培训班一个

不落下，分数和名次大过一切；“佛系”妈

妈南俪，支持女儿欢欢发展兴趣爱好，学

习抓得没那么紧，更希望她能快乐地度过

童年。巧的是，这两个孩子不但在同一个

班级，还来自同一个家庭——一个重组大

家庭，两种迥异的教育方式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两位妈妈也暗地里较着劲。然而，

子悠扛不住越来越大的学习压力，出现了

精神问题；南俪也被大环境影响，开始逼

欢欢用功，使母女关系陷入了僵局。

可以说，整个《小舍得》的主旨就是

“教育去田雨岚化”。田雨岚这个角色，随

时都在奔忙着，呈现出的是身为人母满满

的焦虑感。现实中，很多妈妈身上都有田

雨岚的影子，她们为孩子的升学努力着。

而这个角色之所以不招人待见，除去剧情

需要，就是我们在她身上看见了“危险的

另一面”：用力过猛地攀比、逼迫，无视孩

子的感受，让孩子感觉不到爱。

家长谭霄对此深有感触。她说，自己

想佛系一点，希望就算学习压力再大，也

能够不忘初心。然而，就是前段时间，孩

子的英语读得不如其他同学好，她就已经

有些焦虑了，甚至有一次逼孩子一直练习

到哭。谭霄说，这件事她会一直用来反省

自己，希望自己永远不要成为田雨岚，要

比南俪更“稳”。

两种育儿理念的迥异只是推动《小舍

得》剧情发展的一部分动力。有网友表

示，两家人的育儿烦恼都建立在不需要为

金钱担忧的基础上，而剧中相对贫困的米

桃一家，孩子却是智商高达 140 的天才。

这样的设定下，表现出的焦虑似乎都显得

有些“凡尔赛”了——真实的情况，普通百

姓精打细算的生计、微妙的夫妻关系、消

耗人的生活琐碎、飞来的横祸与病痛，远

比剧中更沉重、更无奈。

并不罕见的“丧偶式育儿”，在剧里也

有所表现：田雨岚的丈夫颜鹏在家里几乎

什么也不做，只爱打游戏。尽管育儿是夫

妻双方的事情，但无论是在剧中还是现

实，焦虑的妈妈总是要比爸爸多一些。打

开一个家长群，“XX妈妈”的数量总是远

多于“XX爸爸”；家庭教育讲座，参加的女

性也总多于男性。一条热评说，《小舍得》

最不真实的地方就是，夏君山是那么尽责

任又性格好的爸爸；而像颜鹏这种有钱又

护老婆的“废柴”都是难得一遇的。尽管

有些夸张，但不难从中体会到一些独自扛

起育儿重任的妈妈们的难处。

近两年流行开来的“妈学”似乎能说

明一些问题。“心乱如妈”“人仰妈翻”“妈

不停蹄”“汗妈功劳”，颇有些笑对困难、苦

中作乐的意思。然而，不是每个吃了苦的

妈都能讨得好，且看剧中角色。有评论

说，田雨岚“鸡血”得招人烦，心疼子悠；南

俪佛得假，欢欢要升学了，比谁都争强好

胜；米桃妈妈看着什么都不懂，但每一个

举动都有目的，心机太深。还有攻击祖辈

两位妈妈的，“没骨气”“自私”“活该”……

现实里的妈妈们，也不时会陷入与这

些角色相似的尴尬境地，似乎做什么、不做

什么，都有哪里不太对，要被指导，要被指

责。正如子悠发病后，田雨岚对颜鹏痛苦

地质问，是不是做得越多，反而错得越多？

进一步讲，相比从前，今天的我们似乎

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教育资源，反

而更迷茫和不知所措。当妈这件曾被认为

是“本能”的事，为什么越来越难了？

困境

““鸡血鸡血””招人烦招人烦，“，“佛系佛系””又太假又太假
妈妈们做与不做都是错妈妈们做与不做都是错

家长，尤其是妈妈要“减负”，涉及到

大环境的改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

程。在诸多因素中，家庭和自我是两个

相对容易下功夫的领域。

大部分的亲子矛盾来源于亲子间

“距离感”的失衡。如何在“鸡血”和“佛

系”之间找到平衡，是每一位父母的课

题。《小舍得》的结局是大团圆式的：两位

妈妈都放弃“鸡娃”，跟孩子、对手和自己

和解；子悠的病好了，还是很爱学习；欢

欢又重新做回了那个快乐的小公主。对

此，观众却并不买账，认为妈妈们的转变

太刻意，不真实。

相比电视剧，原著小说的结局不这

么美好，但却被评价“更真实”。原著中，

只有欢欢和超超在爸爸的坚持下，被妈

妈放过，一家人在旅行中和解了。而另

外两个孩子，就没这么好运了。子悠在

精神崩溃之后，并未像剧中一样很快地

恢复过来。而米桃背负着父母过大的希

望，同时也看到了同龄人无忧无虑的生

活，在这样的对比下，米桃的压力越来越

大，成绩下降，患上了抑郁症。一学期还

没有读完，就退学回到了老家。

时间是单箭头，有的错误一旦犯下，

伤痕永远都在。小说原著的结局更加让

人警醒，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

此每一个重大决定，都要三思而后行。

父母在孩子身上倾注心血，也自然

会对孩子有要求、有期待。如何把握好

其间的度，“课题分离”或许提供了一种

思路。

“课题分离”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

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的概念。他认为，

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关键在于分清什么是

别人的事，什么是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

事，不要管别人。至于怎么分清是谁的

事情，也有一个简单的准则：那就是，看

行动的直接后果由谁来承担。

比如做作业，很明显是孩子的事

情。但有时孩子会想先玩，那么家长要

做的并不是强迫孩子做作业，而是告诉

他先玩可能产生的后果，再让孩子自己

选择，自己承担。

难度在于，越是亲密的关系，情感联

系更加紧密，我们对对方的感受也更加

敏感，很容易被情感所蒙蔽。因此，真正

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不

把他看做自己的作品、衍生物，是每一位

家长需要长期修炼的心态。

南俪的心态转变，是因为从本质上来

讲，她对孩子的态度与田雨岚是一样的。

此前，南俪的“佛”是建立在欢欢本身成绩

尚可，综合发展也不错，以及自己事业有

成的基础之上。升学压力来了，看着子悠

离好的中学越来越近，加上她事业受挫，

欢欢的成绩就变得扎眼起来。在南俪这

里，几个课题俨然搅成了浆糊。

除了自己的改变，伴侣的协作也能

起到一定的作用。父母的相处模式构成

了家庭氛围的基调，在攻克难题时，如果

伴侣给予足够的支撑，哪怕人不在一处，

也能提供很大的慰藉。田雨岚的偏执，

也有她独自一人承担太多压力的原因。

让人宽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采

取的是协作的育儿模式。对比老一辈母

亲从生到养全包，越来越多的年轻爸爸

在育儿方面承担起了责任。近年来，有

关延长父亲产假的提议声越来越大；社

区中的各类“妈妈帮”、“妈妈团”也正在

兴起。

出路

各负其责各负其责++伴侣协作伴侣协作
在在““鸡血鸡血””和和““佛系佛系””中找到平衡中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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