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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还有什么比股市更让广大
人民牵肠挂肚的吗？唔，是高考成绩
公布了。

分数公布，有人欢喜有人忧，股
市赚得再多，孩子没考好，那个满足
感也是要打折扣的。当然，如果孩子
考得好，股市也赚得多，那简直就是
人生大赢家了，简直就要对着苍天长
啸了——夫复何求？

望子成龙，始终是中国人挥之不
去的情结，炽烈而执着，折腾不休。但
相对于望子成龙，还有一种更持久与更
折腾的，名叫“望夫成龙”。

一

“望夫成龙”的典型，是东周列国时
期百里奚的老婆杜氏——她没有在历
史上留下名字，这也正是“望夫成龙”中
妻子命运的真实写照。

这个故事很曲折:百里奚家很穷，30
多岁才娶上老婆，那个年代，绝对是晚
婚典范了。结婚了，做爸爸了，百里奚
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想出去谋份
差事，但还是觉得家里好啊，老婆孩子
热炕头啊。但杜氏很坚决，让老公早点
出去打拼。她说：男儿志在四方，你不
要整天待在家里，难道老了再出去创
业？家里的事你不要担心，有我呢！

百里奚是个男人，听了这话，哪还
在家里待得住？第二天就要开始闯天
下了，出门前，杜氏杀了家里唯一一只
老母鸡，发现没有柴火，就把门闩劈了
当柴火烧了，让百里奚饱餐一顿出门
了。丈夫出门，妻子照例有吩咐。杜氏
告诉百里奚的是：日后富贵了，可别忘
了我和孩子。这就是许多年后陈胜吴
广的名言了：“苟富贵，勿相忘”。

富贵难求，百里奚的闯荡之路异常
艰辛，从一个国家流落到另一个国家，
做过牛倌，甚至还当过乞丐，一直没混
出个名堂来，也没好意思回家，那时没
手机也没高铁，慢慢地他与家里失去了
联系。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百里奚实在
混不下去了，回了趟家，但杜氏母子已
不知去向。他继续在外面折腾，最惨的
时候，做了奴隶，给人放牛。

到了77岁，他才时来运转——秦穆
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买回了百里奚，让
他当了秦国的相国——可见那时干部
提拔制度真是大胆创新。他就像在泥
沼中挣扎求生的虫子，突然飞龙在天
了。

这个励志大片最终有一个令人欷
歔但温暖的结局:某一天，相国大人大宴
宾客，并有歌舞助兴，酒正酣时，有个老
妇人唱起了歌:“百里奚。五羊皮。忆别

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
为。”百里奚酒全醒了，走近一看，天哪，
真的是杜氏!两人相拥而泣。距离上次
离别，已足足有40年。

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很残酷的
故事。丈夫的功名，真的就有那么重要
吗？值得一个女人牺牲40年？或许在
漫长的离别中，他俩都后悔过，想回到
起点，只是被命运戏弄，哭着，跪着，也
要走完自己选择的路。

二

给这个残酷故事稍添温暖的，是百
里奚最终还是认了这个老妻。类似故
事最多的结局，是望夫成龙的妻子，眼
睁睁看着丈夫成了龙，然后找了只凤，
远走高飞，过高大上的神仙日子去了，
再也不看一眼留在原地含辛茹苦而又
满心期待的糟糠妻子，譬如代表着劳动
人民道德批判的陈世美秦香莲故事。

唐人王昌龄有诗云:“闺中少妇不知
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
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说的是一个正当
妙龄的少妇，一心想当“一品诰命夫
人”，在春天某个日子，打扮得漂漂亮亮
地登楼消遣，不经意看到杨柳已返青，
瞬间就生出彻骨的摆脱不了的孤独来，
开始强烈地思念丈夫，渴望丈夫此刻正
陪在身边，共享这春光，共度这春宵。

有人恶搞过古诗，说“一枝红杏出
墙来”，适合放在任何一句七言古诗后，
最有笑场效果。“悔教夫婿觅封侯，一枝
红杏出墙来”，在很多时候，成了“望夫
成龙”励志剧的剧透:丈夫在成龙过程
中，成了出墙红杏，成了花花色龙。

周星驰和吴君如主演过一部电影
《望夫成龙》，讲一对乡下青年男女相
爱，但女方家长不愿意那穷苦的孤儿当
女婿，于是这对青年逃婚到城里来，新
婚之夜，她把象牙筷子留给他，自己用
便宜的木筷，他过意不去，她却说:“以后
你是一家之主，贵的东西，都该你用。”
为了丈夫能出人头地，妻子全身心奉
献，舞女、清洁工……什么活都干。丈
夫渐渐发达了，进入了主流社会，却对
自己的妻子不再有爱意了:他发现，女人
和女人，城里的有文化有见识的女人，
与乡下女人，有那么大的区别。

这几乎是“望夫成龙”的女人之宿
命:妻子留在原地，苦苦支撑丈夫往上
爬，但丈夫爬上去后，发现与妻子已经
不在一个层次了。

《望夫成龙》的结局是不太真实的
皆大欢喜:妻子离家出走后，丈夫突然良
心发现，幡然悔悟，保持单身，而妻子则
周游世界，自我修炼，噌噌噌地提高了

综合素质，然后某一天，两人不约而同
故地重游，破镜重圆，幸福地在一起了。

这部电影的潜台词是:女人不但要
把丈夫培养成龙，也要想办法把自己整
成凤。如果他成龙了你还是条虫，他嗖
地就飞入云端，你却只能蠕动着身躯，
艰难地抬起头，看着龙尾一摆，仙踪难
寻。

三

对于女人来说，这是极不公平的一
道选择题:A.他成龙，我也成凤；B.他成
龙，我还是虫；C.他是虫，我也是虫；D.
他成龙，把虫子带成凤。选“A”难度太
大，选“B”风险太大，选“C”又不甘心，
很多人只能一厢情愿地选择“D”。很少
有女人想到，其实还有一个选项:E.他是
虫，而我成了凤。

许仙与白娘子，其实就是“E”的组
合:美丽贤惠又神通广大的白娘子，偏偏
爱上了怯懦无能却又多疑偏听的许仙，
为他赴汤蹈火，为他九死一生，为他不
顾一切。她不要求许仙成龙成仙，只希
望他简单地爱她，过着尘世间夫妻最平
凡的生活，她宁愿佯装成虫。

其实，即使是白娘子这样的女强
人，在夫妻关系中，也是处于一个奉献
者的地位。或者说，她的角色对于许
仙，“母性”更大于“妻性”。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女人母性强
而妻性缺。一针见血。

有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历史与现实中一个个“望夫成龙”
的故事，却似乎印证了这么一句话:“妻
子是丈夫最好的老师。”《烈女传》里记
载的乐羊子妻(又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
女人)，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乐羊子在
外读书求功名，有一次想老婆了，回家
来，结果不是“小别胜新婚”，老婆没有
惊喜地扑到他怀里，压根就没跟他温
存，而是板起脸来，给他上了一堂思想
政治课，为加强说服效果，还掏出刀来，
把快要织好的布匹，一刀劈为两半，告
诫老公:“不要半途而废!”

可怜的乐羊子……他灰头土脸地
又出门寻师求学了。估计他欲念全消，
边走边想:这是我老婆吗？这简直就是
我娘，不，比我娘还狠……

《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判词写的是
“可叹停机德”，用的就是乐羊子妻的典
故——妻子停下织机，教育了丈夫一
顿。宝玉爱的是黛玉，恬淡纯真，但最
后他娶了宝钗，宝钗跟乐羊子妻走的是
同一路线，不时劝宝玉投身仕途经济，
而宝玉却“不求上进”，甚至将“读书上
进的人”取名“禄蠹”，可想他在宝钗的

絮叨之下，有多么痛苦，又多么怀念那
位香消玉殒的未能做成他妻子的林妹
妹。

四

钱钟书在《围城》中写过一个有趣
的情节，说方鸿渐刚混了个假博士文凭
回上海时，到张先生家里去相亲，对张
小姐没啥感觉，倒是打麻将赢了钱，有
说有笑，“饭后散坐抽烟喝咖啡，他瞧沙
发旁一个小书架，猜来都是张小姐的读
物……一本小蓝书，背上金字标题道:

《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How
to gain a Husband and keep
him)。鸿渐忍不住抽出一翻，只见一节
道:‘对男人该温柔甜蜜，才能在他内心
深处留下好印象。女孩子们，别忘了脸
上常带光明的笑容。’看到这里，这笑容
从书上移到鸿渐脸上了……抬头忽见
张小姐注意自己，忙把书放好，收敛笑
容。”

张先生、张太太后来都给了方鸿渐
差评，张小姐更是不能饶恕方鸿渐看书
时的微笑，予以痛骂。而方鸿渐在回家
路上，“想起那书名，不禁失笑。丈夫是
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
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
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我宁可他
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

《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这
本书，无疑泄露了张小姐的隐秘心理，
相反让方鸿渐拥有了心理优势，所以前
者恼羞成怒，后者乐不可支。

如何守住丈夫，确实是件不容易的
事，尤其是丈夫成龙之后。电视剧《蜗
居》中有句著名台词:“他好比一个西瓜，
我给他浇水施肥，西瓜成熟了，却被小
三给吃了。”所有“望夫成龙”的妻子，其
实都有这种胜利果实被别人盗取的恐
惧。但守住丈夫，仅靠张小姐的通俗读
物中所言“温柔甜蜜”是远远不够的。

“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中国古代
男尊女卑社会中对男人的并无太多约
束力的道德约束，相伴之的是糟糠之妻
频频被抛弃的现实。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有一个庞大的苦难妻子形象:她们在
丈夫未发达之前，万般辛苦供丈夫读
书，考取功名，丈夫出门赶考，一走几
年，她们独自承担家庭生活重任，服侍
公婆，抚养儿女，辛劳难以言表。但是
丈夫发达之后，便将她们遗弃，如同抛
弃穿旧的鞋子，丝毫不见昔日情义。戏
曲无穷无尽地演绎着这些故事，赚足了
人们的眼泪和骂声，包青天的虎头铡一
出，那自然是四海欢腾。

有人分析说，无论是夫妻关系中的

“母性”，还是苦难妻子形象，传递的都
是一个信号:丈夫要“知恩”，要“报恩”，
发达之后即使看不上因辛劳而过早衰
老的妻子，但也要给原配妻子一个位
置，这才是夫妻伦理之“正道”。

以贤良换取爱情——这是中国古
代妇女在爱情上的一个心理误区，以为
早期付出越多，未来就有更多的保障。
但这不是爱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多少有才华的女子，多少雄心勃勃的女
子，多少才智都不亚于男子的女子，却
无法在正常渠道施展才华，她们不能参
加科举，不能从军，不能出仕。她们所
有的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只能寄托在
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身上。

当然，这些都是因为万恶的旧社
会。现在大不一样了。

五

1918 年，农历正月十五，李叔同正
式皈依佛门。他的日本籍夫人诚子闻
讯赶来，百般努力，与他见了最后一
面。诚子叫:“叔同。”他答:“请叫我弘
一”。诚子问:“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
是爱？”他答道:“爱，就是慈悲。”

这是另一种夫妻的告别。他不觅
功名，了却尘缘，避世而去。在今
天，这个社会大流动的时代，几乎每
天都有夫妻告别，梦想沉沉浮浮，欲
望浓浓淡淡。世上有很多类型的夫
妻，有一种叫“贫贱夫妻百事哀”，无
数夫妻不愿这样，要鱼跃龙门，要飞
龙在天。

在失去中收获，在收获中失去。
这是一代人的精神煎熬。新疆作家刘
亮程写过《一个人的村庄》，文字朴拙
而悠远，其中写自己独自进城努力想
把家搬到城市，某一天晚上，他回到
久别的家中，“在这间卧室，这张铺满
月光的床上，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
我的妻子在等我的时候独自睡着。谁
会懂得，她一个晚上荒掉的，是我一
生都收不回来的，无法补偿的。那些
荒睡的夜晚将永远寂寞地空在她的一
生里，空在我充满内疚的心中，成为
我一个人的荒凉。”

他的文字，一个一个打动人心:
“我宁让土地荒弃十年，也不愿我心爱
的妻子荒睡一晚。”因为，人无法忍受
人的荒芜。

人在荒芜，人心也在荒芜。但又
能指责什么？悔教夫婿觅封侯？人生
能有几回搏？还是描写弘一法师故事
的电影 《一轮明月》 中有句台词好，
那是印光法师对弘一法师说的四个字:

“要惜福呀!” 关山远

悔教夫婿觅封侯

日本人为啥
不愿“生二胎”

日本政府鼓励生育遇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
变化，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
正不断进行着较大的调整。在我国的东
邻日本，面对长期困扰和制约国家社会
整体发展的低生育率问题，政府和民间
都进行着积极而深入的思考和尝试。日
本 《产经新闻》 日前刊发长篇稿件，对
相关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剖析，
其中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该文章指出，日本当前的低生育率
问题正处于加速恶化的过程中。根据日
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去年日本新
出生人口再次刷新历史最低纪录。与此
同时，体现每位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
育子女数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去年
也出现了时隔9年后的再次下降。

对此，该文章分析指出，由于在日
本，未婚产子的女性人数较少，因此采
取为年轻人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提供
相互结识和交往的时间和场所等鼓励婚
姻的措施，对于“头胎”的出生都能够
起到有效的作用。

然而，如果每个家庭仅养育一个孩
子却无法使日本走出低生育问题的阴
影。如果“二胎”乃至“三胎”的数量
得不到明显增加，日本人口数量自然减
少的趋势将不可能出现逆转。然而，对
比往年数据来分析其中的构成比例就会
发现，去年“二胎”的减少趋势十分明
显，在下降的出生人口构成中比例高达
55.94%。分别是 2013 年的 5 倍和 2012 年
的 12 倍。而如果没有“二胎”，“三胎”
显然也无从谈起。

在日本一个名为“‘多生一个’支
援团”的组织所进行的“夫妻生育意识
调查”中，有高达八成的受访者回答
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子女数量为“两
个以上”。

但与此同时，有 75%的受访者对于
生育两个及更多的孩子，都感到了一种
令人苦恼的“二胎纠结”。在这些深深为

“二胎纠结”而感到苦恼和彷徨的受访者
中，有86.5%的人都提及“经济方面的原
因”，有 64.7%的职业女性表示是“工作
原因”导致其对于生育“二胎”感到犹
豫。

与此相对应，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
的“21 世纪成年人纵断调查”的统计数
据表明，一个家庭中，丈夫在休息日投
入到家务和育儿中的时间与“二胎”子
女的出生比例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如果丈夫在休息日投入到家务和育
儿的时间不足 2 小时，这样的家庭“二
胎及以上”子女的出生比例仅为 31%，
但如果超过 6 小时以上，则对应的比例
将迅速提升至76.5%。

对此，该文章分析认为，要想消除
“二胎纠结”，日本社会习以为常的“长
时间工作”必须得到改变。

在日本企业，有许多人由于基本工
资较低，因而不得不靠加班费来补贴家
用。因此，要改变“长时间工作”的风
气，并不能简单缩短工作时间，而是必
须建立并普及一套“以工作绩效而非工
作时间”来评价员工的体系。

另外，如果希望减少“二胎纠结”，
解决“休产假难”的问题也已刻不容
缓。目前，在日本社会，随着“夫妻双
职工”式家庭结构的普及，在“头胎”
出生时休产假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但
是，当休完“头胎”的产假后，再申请

“二胎”的产假，则会让许多人感到内疚
和不安。不少人都担忧，如果老是休产
假，就将不会被委以重任，或者被剥夺
重要的职务。

对此能够加以佐证的是，在“夫妻
生育意识调查”中，如果职场的上司对
于产假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则对于
生育“二胎”不感到纠结的人数比例将
提高近10个百分点。因此，职场的“生
育氛围”如何，对于能否打破“二胎纠
结”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此外，该文章还指出，随着晚婚晚
育现象的普遍化，妇女生育更多子女在
生理上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谢宗睿

●朋友圈里看上去热热闹闹和和
气气的师生关系背后，缺乏内在的、
精神上的信任和尊敬

●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可以有观
点的争论，甚至还会碰撞出许多火花

●现在老师发表文章或观点，好
像学生不去转发微博、朋友圈里点个
赞就不够尊敬

关掉朋友圈、取消手机微信提醒
功能，曾强把微信好好清理了一番。

曾强的最后一条朋友圈，转发了
一篇题为 《逃离“朋友圈”》 的文
章，他配上了文中的一句话：社交媒
体充满魔力，但这种魔力也可能产生
反作用力，演变成为一种困扰。

在曾强眼里，对和他一样的高校
教师而言，社交媒体的“魔力”在于
它给传统师生关系搭了座“桥”：学生
不再抱怨老师“到点上课，下课走
人”，师生间的交流沟通多了条线上渠
道；课堂上的案例资料、课堂外的延
展阅读，老师可以随时随地对教学进
行补充；学生还能了解到老师更立体
的形象，朋友化的师生关系显得十分
融洽。

可让这位就职于西部某高校的年
轻教师没想到的是，“魔力”也给他
添了堵“墙”：朋友圈里私人化、生
活化的文字或图片分享被学生截屏晒
到更开放的网络平台上“吐槽”；每
天用来备课和科研的时间被学生的问
题和“问候”粉碎掉；花费大量时间
筛选推荐的文章，学生大多是点赞但
不看……

让曾强下定决心“逃离”朋友圈
的，更是出于心里的担忧——朋友圈
里看上去热热闹闹和和气气的、像朋
友一样的师生关系背后，缺少更深入
的学术讨论和交流，缺乏内在的、精
神上的信任和尊敬。而这，在曾强看
来，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最重要的基
础。

社交媒体变身第二课堂，老师形
象更加立体

如今的大学校园里，老师和学生
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好友”早已不是
一件新鲜事，线上渠道成为课堂的一
部分。用曾强的话来形容，“社交媒体
是一个非常棒的第二课堂，或者说延
伸课堂”。

曾强所教授的 《广告学》 课程上
经常会涉及案例分析和讨论，但由于
课时有限，以往这些案例都只是在大
屏幕上匆匆一过。当微信班级群建起
来后，曾强便可以将这些重要的案例
随课堂进程分享给学生。不仅如此，
作业反馈也可以单独和学生线上沟
通，不占用课堂时间，“教学可以不受
限制，随时随地进行了”。

“老师的许多推荐阅读，能很快
加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还能跟上专
业领域的热点。”曾强的学生王丽说，
以前听说大学老师都是上完课拍屁股
走人，但现在许多老师都会有微博、
微信账号，课下的互动会让学生对老
师更加亲近，不那么陌生了。

和曾强一样，吉林师范大学传媒
学院教师潘晓婷也是个在新媒体上

“活跃”的老师。在她的朋友圈里，不
仅有上课案例、热点文章的分享，还
有自己的读书笔记和心得，她常常还
会晒晒喜欢的音乐、生活中的趣事。

“一方面学生对于这些补充知识
可以偶得，另一方面师长的‘神秘
性’也没有了，关系融洽，仿佛他们
就像是弟弟妹妹或者朋友一样。”潘晓
婷说，现在的学生都是 95 后、00 后，
他们对老师权威性的认同度已经不像
从前的学生那么高了。“虽然学习靠自
觉，但和学生建立了朋友关系后，通
过日常的交流，如果喜欢我，他们也
会喜欢上我传授的知识。”

在河南某二本学院的教师李晓菁
看来，在社交媒体上的老师会更加

“立体”，因为这些媒体上，老师不仅
会推荐专业性的文章，呈现自己的思
考和观点，而且也会展现自己生活化
的一面，这种立体的、较为全面的形
象和人格魅力会拉近学生与老师之间
的距离，让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学
术思想的碰撞有更多的可能，“这样，
师生关系才能延续得更长远，而不会
仅仅只存在大学4年”。

朋友化的平等交往更需要精神上
的尊重

然而，这种“朋友化”的师生关
系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有一次课间休息，曾强发现，班
里一个请了病假的同学，竟在朋友圈
里晒出正在海边旅行的照片。考虑到
私自出游的安全问题，曾强给了这个
同学旷课处理，并在微信里让他赶紧
向学校报备出行信息。

曾强没想到的是，这位旷课的学
生竟然拉黑了自己，还在微博上吐槽

“老师卧底微信跟踪学生”。
不仅如此，曾强还发现，有的学

生会一边给朋友圈里老师的分享点
赞，另一边把老师分享文章时简短的
观点表达截屏发到微博上议论，甚至
把老师晒出的旅行照、美食照挂到贴
吧里，说老师“炫耀”……

于是，曾强意识到，“社交媒体都
是浅层次的交流，缺乏精神上的沟通
和信任，所以对这种朋友化的关系还
是应该有所界定”。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徐
伟就给自己的微信一个明确定位：只
限于浅层次的话题交流，比较有深度
的学术讨论需要采用线下的方式。在
他看来，较深入的学术问题在新媒体
上的简化表达会造成误解和偏差。因
此，他依然会保持每个学期组织四五
次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会。

紧跟新媒体潮流的四川大学中文
系教授王红在博客、微博、微信上都

有账号，她一直保持和学生在线上的
互动，通过新媒体平台传道解惑。

在王红眼里，线上的交流是一个
很好的辅助手段，但也应该“公私分
明”：不过多发私人相关的信息，不披
露自己的隐私也不涉及他人的隐私。

“作为一个师者、长者，发言要慎重一
点，可以表达观点，但不能说不负责
任的话。”她认为，文字形式的简短表
达，容易被误解、放大。

“其实，朋友圈里，我们不仅是
朋友还是师生关系，难免会有角色冲
突的时候。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可以
有观点的争论，甚至还会碰撞出许多
火花。但线上交流有时容易情绪化，
随性随感的东西较多。”李晓菁很赞同
师生之间建立平等交往的朋友关系，
但她也认为，有时候这种融洽浮于表
面，没有扎实的信任基础。

“所以，我觉得面对面的、深入
的交流沟通是不可缺少的。传统的交
流方式会让师生之间产生更多精神层
次的理解和信任，更能赢得学生的尊
敬。”李晓菁说。

师生关系不能靠点赞维持
从开设博客“长亭短亭”到现在

已有10年，王红博客上关于学业、工
作、生活等问题的讨论非常受学生欢
迎，她也陆续使用微博、人人网、微
信等工具“紧随潮流”与学生保持零
距离。

然而，她最喜欢、最怀念的，是
连电话都没有的时代。“那时候学生问
问题，没有电话、手机，就在老师破
烂的宿舍里，坐在床边或者随便拿张
报纸坐在地上就聊开了。我觉得那是
师生关系最融洽、最美好的状态。”王
红说。

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的介入，
工作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王红认
为，新媒体虽然快捷、方便，师生交
流从表面上看也非常活跃、比原来热

烈，但慢悠悠的、较为深入的交流越
来越少，或者说只能在小范围的学生
中进行，“恐怕大家都是网上匆匆而
过，急急忙忙打个招呼而已”。

“其实我想说不合时宜的话，这种
关系可以稍微降一点温。现在老师发
表文章或观点，好像学生不去转发微
博、朋友圈里点个赞就不够尊敬。我
觉得还是稍微沉淀一下比较好，师生
关系不是靠点赞来维持的。”王红说。

“人际交往过频其实未必有利于
关系建设，可能适得其反。”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刘津认
为，“老师对社交媒体的投入不可能是
无限的。如今对一个人而言，比较困
难的恰恰是保持自我，而不在社交中
迷失。要留给自己自我更新的空间，
才能给学生更有价值的东西。”

此外，刘津提到，刚当老师时，
她特别信任自己对于学生价值观和人
格塑造的力量，所以在交流上投入大
量时间。现在，越来越感觉老师不应
对自己的影响力过度自恋，个人的眼
界和智识受制于自己生长的时代和环
境，随着这两种因素的变迁，个人的
见识对后辈的指导价值也会减小，所
以，在与学生的社交上，也更加节制
了。现在更多是在学生主动求助时给
出个人的看法，更倾向于鼓励学生去
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作出自己的选
择，顺应自己的意愿。

“我想，‘逃离’朋友圈是希望渐
渐回归到较为冷静、理性的师生关
系，不要把时间碎片化并消耗在社交
媒体的热闹之中，更多地通过面对面
或者邮件等形式增加学术上的讨论和
交流。作为老师，我们要自律，学生
也要自控，‘朋友圈’让老师和学生成
了朋友，但融洽的师生关系不能总靠

‘朋友圈’。”曾强说。 中 青
（应访者要求，曾强、王丽、李

晓菁均为化名。）

“朋友圈”里的大学师生关系
新媒体是搭了桥还是横了墙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