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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评话说孙大圣三打白骨精被糊涂的
唐僧赶回了花果山，他看到了一幅悲
戚的惨景：“洞外乔松皆倚倒，崖前
翠柏尽稀少。椿杉槐桧栗檀焦，桃杏
李 梅 梨 枣 了 。 柘 绝 桑 无 怎 养 蚕 ？”
（《西游记》 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
妖 聚 义 黑 松 林 三 藏 逢 魔 ”） 原来，
孙大圣大闹天宫后，天庭派十万天
兵、一十八架天罗地网以及二郎神围
剿花果山，孙大圣被抓上天庭。狠心
的二郎神还率领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烧
了花果山，所以才会“柘绝桑无”。
可见，花果山原本是种有许多桑树
的，而且盛产桑葚 （也叫桑椹、桑葚
子）。

我们在 《西游记》 里读到，除了
花果山，有六大妖怪的荆棘岭也是个

“多梅多柳更多桑”的地方。还有，
豹子精南山大王所在的隐雾山上也盛
产桑葚。原著中，唐僧师徒消灭了南
山大王后，还一把火烧了其洞府——
折岳连环洞。点火需要点木柴，被豹
子精抓入洞里的樵夫带着八戒找了几
种易燃的植物：“那樵子闻言，即引
八戒去东凹里寻了些破梢竹、败叶
松、空心柳、断根藤、黄蒿、老荻、
芦苇、干桑，挑了若干，送入后门
里。”（《西游记》 第八十六回“木母
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其
中的干桑，是干枯的桑树叶。可见，
这隐雾山上的桑树也不少。

桑树在 《西游记》 里主要出现在
这几处地方，其他地方虽然没有提及
桑树，但也不能说人们在这些地方吃
不到桑葚，毕竟，神话世界里的水果
可没有地域与时间之分。何况，孙大
圣一个筋斗云便能飞出十万八千里，
师徒几人即便走到寸草不生的荒漠戈
壁，若想吃桑葚，也不过是一个筋斗
云的事儿。

桑葚，是我国人民最为久远的食
用水果之一。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 中，便多次出现其身影。《诗
经·鲁颂·泮水》 中写道：“翩彼飞
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
音。”说的是飞鸮集聚在泮水边的树
林里，它们吃了我们的桑葚，但回报
给了我们美妙的声音。飞鸮是我国古
代对猫头鹰一类的鸟类的统称。

《卫 风 · 氓》 中 ， 也 提 到 了 桑
葚：“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
兮，无食桑葚！”桑叶未落时缀满枝
头，桑叶润泽翠绿。那些斑鸠啊，别
把桑葚吃进嘴里！

古人爱吃桑葚，《世说新语》 里
有个故事：“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

‘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
鸮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东晋
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有个叫“前凉”

的地方政权。“前凉”的末代君主张天锡投降“前秦”的苻
坚后，又跟着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战败。战败后，张天锡便
归顺了东晋王朝。当时的晋孝武帝司马曜很器重张天
锡，他每次入朝议事，司马曜都要和他聊上一整天。有些
大臣妒忌他：一个降将，为何这么受器重？终于有一天，
有人阴阳怪气地问张天锡：“你们北方有什么好东西
啊？”张天锡明白在座的大臣们嫉妒自己，便回答说：“桑
椹香甜味美，鸱鸮振翅作响；乳酪醇厚能涵养性情，人们
没有妒忌之心。”在张天锡的心目中，桑椹是故乡最好的
美食之一。

《隋书·赵轨传》记载了一则与桑葚有关的美德故
事：“其东邻有桑，葚落其家，轨遣人悉拾还其主，诫其诸
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人。汝等
宜以为诫。’”隋朝时有个叫赵轨的人，他家东边的邻居
院子里种着桑树。有一回，邻居家的桑葚落到了赵轨家
的庭院里，赵轨便让人把桑葚全都拾起来还给邻居。后
来，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们说：“我把桑葚还给邻居，并不
是为了求得美名，而是为人处世，不能不劳而获。这些桑
葚并不是我们通过劳动获得的，所以不能自私地占为己
有。你们也应该把这个道理铭记在心中。”直到现在，

“还葚东邻”的故事还被人们奉为美谈。
北宋的宋徽宗昏庸无能，朝政腐朽，被金人虏往

北方。宋朝的官员曹勋，曾经跟着宋徽宗一起被金人
裹挟北上。曹勋将那段时间的见闻记录了下来，其中
也有一则与桑葚有关的趣事：“徽庙在路中苦渴，令摘
道旁桑葚食之。语臣曰：‘我在藩邸时，乳媪曾啖此。因
取数枚，食甚美，寻为媪夺去。今再食，而祸难至此，岂非
桑实与我终始耶！’”（《北狩见闻录》）说的是宋徽宗在逃
亡的路上口渴难耐，见路边有桑树，便让人摘了一些桑
葚来吃。吃完之后，他对曹勋说：“我还在王府当王爷的
时候，见奶妈在吃这玩意儿，我见状也拿了几个。这果子
特别甜，可我还没吃过瘾，奶妈就将其拿走了。如今
再次吃到这种果子，却遭遇了这么大的祸难，难道这
桑葚注定要一直伴随着我吗！”桑葚味道甜美，此时的
宋徽宗心里却是酸的。

上面提过，孙大圣回到花果山后，见到了一幅“柘绝
桑无”的惨景。那么，“柘绝”里的“柘”又是什么来历呢？
柘树，是桑科柘属的一种植物，它的果实为球形。柘果也
可以食用，而且与桑葚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桑葚通常
在春季成熟，而柘果的成熟期在秋季。此外，柘树的树叶
也可以用来喂蚕，古人常常将桑树与柘树结合在一起，
用“桑柘”一词来形容农桑之事。

“蜜蜂出户樱桃发，桑葚连村布谷啼。”如今正是
桑葚成熟的季节，如果在郊外遇到桑树，品尝到甜美
的桑葚，耳听布谷鸟悠扬的鸣声，也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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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不仅在于《史记》“无韵之离骚”的
文笔纵横、恣肆汪洋，更在于其强烈的历史
责任感、进步的历史眼光，成就“史家之绝
唱”。《史记》关注江湖之远，专为游侠折骨为
刀作《游侠列传》，其中蕴含的坚忍不拔、公
正善良的游侠精神 ，犹如那脱手一掷的标
枪，划破黑夜如磐的天幕，跨越时空，如同清
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经久不绝，成为中国
史书上的空谷绝响。

春秋战国时期侠士初兴，至汉声赫，司
马迁称之为“游侠”，赋予其特殊魅力和神秘
色彩。行踪不定、萍踪侠影，舍生取义、见义
勇 为 ，正 是 中 国 文 化 中 最 有 魅 力 的 一 个
因子。

1.
《史记·游侠列传》以驳论立题，指出了

韩非子关于“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认识
的片面性，明确了游侠的精神内涵：“今游
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
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
足多者焉”，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
门，仁义存”的说法并非虚言。

《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及的游侠有 30 人
之多，司马迁将其分为卿相之侠、暴豪之侠、
匹夫之侠，其中浓墨叙述了匹夫之侠。延陵
君和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春秋四公子”等
卿相之侠，“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卿相之富
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由于身份地位
特 殊 ，属 于“ 顺 风 而 呼 ，声 非 加 疾 ，其 势 激
也”，有侠义却无侠行，难属游侠。至于地方
豪强的暴豪之侠，属于仗势欺人、倚强凌弱，

“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
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而盗跖等又属于民
间强盗，他们有侠行却无侠义，实与侠“不察
其意”。

而匹夫之侠主要指“布衣之侠”“乡曲之
侠”“闾巷之侠”，他们才是游侠精神的鲜明
诠释者。司马迁写了山东朱家、洛阳剧孟、河
南济源郭解三侠 。对山东朱家救人济穷之
侠，画龙点睛——专门“趋人之急”。对洛阳
剧孟之侠，侧面烘托，显示其声名赫赫——
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得到了剧孟，喜曰：

“ 吴 楚 举 大 事 而 不 求 孟 ，吾 知 其 无 能 为 已
矣。”司马迁又说：“得剧孟……天下骚动，宰
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母死，自远方
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

司马迁秉持“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立
传，不以身份地位限定。《游侠列传》可谓“因
义立传”“人微义重”，尤其对“布衣之徒……
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司马迁写得奇肆磊
落、虎虎有生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
指出《游侠列传》主旨：“救人于厄，振人不
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游侠列传》共出
现 9 次“义 ”字 。何为“义 ”？“行而宜之之谓
义”。《论语·阳货》载：“子路曰：‘君子尚勇
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孔子认为“君
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推崇仁义礼智信。
孟子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多行不义
必自毙。墨子强调“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

义不亲，不义不近”。
义利之辨是传统思想之第一要义，司马

迁笔下之游侠 ，体现了惩恶扬善的春秋大
义，义薄云天的人间正义。正如唐代李德裕

《豪侠论》曰：“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
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
不成。”

司马迁为李陵战败仗义执言，惨遭蚕室
之祸，以泰山鸿毛自勉，大笔如椽写下《史
记》，本身就是铁血丹心、行侠仗义。他心中
始终渴望真善美，长存踏平坎坷、仗剑天涯
的侠肝义胆，向往虎啸风生、龙腾云萃、路见
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其侠义的维度
已置于雄浑壮观的历史长河之中。

2.
《史记》既有《游侠列传》，也有《刺客列

传》，在司马迁看来，二者是不同的。二者虽
有侠的重合，却有义的分歧。侠有正当、崇
高、伟岸和壮烈性，体现的是社会担当和责
任，带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理想追求，而刺
客感知遇之恩，有偏狭性、封闭性、保守性，
体现的是个人恩怨。豫让吞炭，忍辱负重；荆
轲刺秦，壮怀激烈，令司马迁既怀深情赞叹，
又有节制和唏嘘。至于《史记·货殖列传》中
的“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
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
禁”，结党连群，博戏驰逐，斗鸡走狗，睚眦挺
剑，则与以正义和道义为中心的侠不可同日
而语。

司马迁去世 180 年后，东汉班固亦作《汉
书·游侠传》，并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针锋相对。在主旨上，班固强调“礼法是谓”，
其维护礼法的主张与司马迁匡扶正义的主
旨相悖。《汉书·游侠传》强调等级秩序，“古
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
人各有等差……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
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不能容忍“以武
犯禁”、破坏秩序的游侠之流。班固称春秋四

公子“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
无不宾礼……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与
司马迁称为卿相之侠的称谓迥异。

班固对朱家、剧孟、郭解三侠之记述几全
引自《史记·游侠列传》，唯其评述迥异：评述
朱家群聚豪杰，暗助季布；剧孟好赌博，多与
少年同游戏；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
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此外，班固还增写了萭
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嗜酒如命、内隐好
杀、犯法作奸，然而对应的却是司马迁《史记·
货殖列传》中的好勇斗狠、喋血街头的“闾巷
少年”。班固《汉书》作《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

“是非颇缪于圣人……此其所蔽也”，是其“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体现。

班 固 的 说 法 既 与 韩 非 子《五 蠹》“ 带 剑
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
禁”的“犯禁说”相通，也与东汉荀悦的“游侠
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
危授命”的“尚武”之说苟同。但是，班固等人
的游侠之说突出了以武犯禁，强调了礼法秩
序，忽视了社会道义，而司马迁的游侠之说
抓住了仁义礼智信的核心和本质，尤为强调

“今游侠”的时代背景：历经春秋战国，游侠
盛行到天下承平既久、人心思定，这是两个
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侠”的不同理解。当年
刘邦手提三尺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
云起龙襄，化为侯王，割有齐、楚，跨制淮、
梁”，依靠的是一批游侠义士的攻城先登、陷
阵却敌，由此建功立业，但此一时彼一时，不
同时代的取舍都有其必然性。

由此可知，司马迁的历史观和正义观与
班固的礼法秩序观为我们考察侠的意义提
供了不同视角。任何侠义思想与侠义之举，
都离不开时代背景与环境所限，不可以刻舟
求剑，而是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赋予侠义
以不同的内涵。

3.
《史记·游侠列传》爱恨情仇、刀光剑影

的游侠精神空谷传音，影响至今，尚侠、慕
侠、行侠，侠义、儒侠、隐侠成为中国古典文
学侠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社会公平正
义的精神出路和无限寄托。

侠 士 在 诗 人 的 笔 下 如 有 神 助 ，翩 若 惊
鸿、婉若游龙，表现出狂放不羁、特立独行、
追求自由舍生取义的精神。李白《侠客行》写
道：“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
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
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
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写出
了侠士银鞍白马、飒沓流星、生死为轻的侠
气剑胆。另一首《白马篇》讲：“龙马花雪毛，
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
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写出与剧孟比肩
遨游的浪漫。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说：“长
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孙宾遥见待，郭
解暗相通……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写
出 与 郭 解 的 暗 通 款 曲 和 不 愿 折 腰 权 贵 的
豪情。

温庭钧亦有《侠客行》：“宝剑黯如水，微
红湿馀血。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写出
了侠士惊心胆魄。杨炯《紫骝马》讲：“侠客重
周游，金鞭控紫骝……匈奴今未灭，画地取
封侯。”写出了建功封侯的迫切。王维《少年
行》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
年。”《老将行》说：“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
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
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写
出了万丈豪情。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
讲：“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
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写
出少年英雄的狂傲。宋代白玉蟾亦有《少年
行》：“落叶鬼神哭，出言风雨翻。气呵泰山
倒，眼吸沧海乾。怒立大鹏背，醉冲九虎关。
飘然乘云气，俯首视世寰。”……诗人笔下，
侠客个个出神入化、人格卓然，俨然成了诗
人的化身，人格的图腾。

千百年来，游侠精神依旧回响在《水浒
传》《三侠五义》《聊斋志异》以及金庸古龙等
武侠小说中，将爱情、友情、亲情，武侠、言
情、悬疑、推理，儒、释、道、墨，融会贯通，精
彩交织，诠释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民
族精神。“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流星蝴蝶剑，圆月鸳鸯刀，无不体现侠
骨柔肠。金庸笔下，郭靖何尝不是郭解与唐
传奇《虬髯客传》李靖的合成？《虬髯客传》写
得侠气捭阖、虎虎生风，短短 2500 字，被金庸
称为武侠小说的鼻祖：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
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有小客
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
有肝胆相照的虬髯汉子，有神气清朗的少年
英雄，“所有这些内容，在现代武侠小说都是
可以时时见到的”。

《聊斋志异·田七郎》 中，田七郎是在
与一些“知名士”的比较之下出场的。他
是一个“衣皂犊鼻，多白补缀”的普通打
猎人，却具有那些“知名士”所完全没有
的英雄肝胆。他不轻易受人之恩，然而受
恩 必 报 ， 哪 怕 是 一 餐 饭 一 瓢 水 、 一 二 件
衣，也不忽略。蒲松龄在文尾引用“异史
氏”评价说：“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
者也……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侠
士精神，在小说家的笔下有了更浓厚的理
想主义色彩与清廉之风。

“一箫一剑平生意”，每个人心目中都藏
着一个侠客梦，白马轻裘，救人于水火，扶大
厦之将倾。心中有公义，更有法治的明灯照
耀，这才能真正实现惩恶扬善，这样的英雄
梦才让人倾慕 。这也是法治的精神基石之
一 ，在 这 个 基 石 之 上 ，这 个 世 界 会 越 来 越
美好。

侠义之剑映照正义之光
孙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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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家里所有东西都是我买的。”
“教育孩子有很多方法，第一种，你不行

打到你行。”
“如果我离婚一定是因为你。”
…………
这是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的对话片段，

也是影片《年少日记》的台词。该片是一部让
人唏嘘落泪的作品，今年 4 月公映，观众纷纷
打出高分。影片采用双线叙事，某高中班主
任郑有俊捡到一封遗书：“我不是什么重要
的人，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也很快就会被人遗
忘……”随着找寻遗书主人的过程，其深埋
已久的记忆亦被翻开。

多年前，郑有俊是公认的天才学童，父
母的骄傲，而 10 岁的哥哥郑有杰却因成绩不
好而被父亲鄙视、责打，甚至因为讲错一句
英文被斥为“垃圾”。接着，郑有杰最喜欢的
漫画家自杀了，他常常失眠，父亲表示，不会
再骂他、打他，也不会再管他了……随后那
天，郑有杰从天台一跃而下，毫不犹豫。

《年少日记》真实再现了许多东亚家庭
的样貌，涉及的主题包括家庭暴力、校园霸
凌、教育环境、心理健康等。虽然片中重点情
节多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但如今看依然熟
悉。孩子所承担的重压，学校中发生的霸凌，
不称职父母对家庭带来的灾难，这些均已成
为孩子一生的疮疤。在单一的价值评判体系
中，父母将焦虑、恐惧转移到孩子身上，将挫
败、困窘归于孩子，从而使对方陷入愧疚，借
以逃避自我审视与否定。他们给出的爱是有
条件的，孩子于是一步步堕入深渊。

有条件的爱，还是爱吗？当然不是。
孩子是家庭中最大的财富，但绝不是父

母的私产，更不是父母的第二人生。影片的
高潮除了郑有杰在天台消失的背影，还有便
是全班同学分别念白那份遗书的画外音 ：

“ 我 感 觉 自 己 不 重 要 ，死 了 也 不 会 有 人 知
道”；“我感觉活得好累，连想想自杀都觉得
累”……

青春年少，却困于泥沼，声音平和而残
酷。《2023 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
示，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且
呈低龄化趋势。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 40%，初
中生抑郁检出率超 30%，而小学生的抑郁检
出率超 10%。许多患者认为，引发抑郁症的原
因主要是情绪压力和家庭亲子关系。就像郑
有杰告诉妈妈，自己睡不着，想看精神科医
生。妈妈却回答，疯子才看精神科。

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在权
力型家庭中，父母无视孩子的悲喜，高高在

上。有的孩子头顶乌云密布，心中暗藏“炸
弹”，虽已用尽全力，依然无法得到父母认
可，结局可想而知。必须承认，所有孩子身上
出现的问题，背后都有家长的影子。孩子的
情绪需要被正视和纾解 ，父母从未认真倾
听。看到此，对我们更好为人父母具有特别
意义。

该片中郑有杰父母对孩子学业超群的
疯狂追逐不禁让人想起热词“鸡娃”。父母的
本分是做好自己，让孩子快乐成长，成为自
己想成为的人 ，而不是成为父母想成为的
人。现实中，许多人的梦想是把孩子培养成
另一个“哈佛女孩”，且不说此举是小概率事
件，关键是这条路是孩子想要的吗？在强大
的压力中，没有休息、没有伙伴，看不到外面
的世界，孩子的精神能持续保持健康，一定
是个奇迹。“鸡娃”的流行让人不寒而栗，这
注定是一条危险之路。

家，是孩子最后的港湾。构建完美的家
庭，父母必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粗暴、忽
视、贬损都会成为孩子成长途中的悬崖陡
壁 ，你 以 为 好 好 的 孩 子 ，或 许 已 站 在 崩 溃
边缘。

展现生活的残酷，或许是一部好电影真
正的魅力。《年少日记》不圆满的结局可能更
接近现实。孩子如幼苗，懵懂来到世间，需要
来自家庭、医疗和社会系统的全面支持，共
同托举，让他们更好地面对生活，融入社会，
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 。在残酷的叙事背
后，该片的真正意义在于提出问题：我们如
何做好父母、师长，如何成为孩子们的遮蔽？
即使无法提供帮助，也要一直陪伴左右，成
为他们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和后盾，无条
件地关爱与呵护，不内卷，不消耗。

影片导演始终用一种平缓安静的方式
向我们呈现这些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

上的故事。我们身边也会有像郑有杰一样
的孩子——或者，我们曾经就是他。朋友
说，我们不过是咬牙坚持到现在的幸运者
罢了。

其实，很多孩子在走上绝路之前，已经
在黑暗中孤军奋战了很多年，他们比我们想
象的更加脆弱。可怕的是，在这个价值取向
单一的教育环境里，能力的判断标准只来源
于成绩，仿佛“掉队”的孩子就是不努力的孩
子。郑有杰不断否定自己，不断地向父母说

“对不起”，一声声极其令人心如刀割。彼时
的郑有俊只有 9 岁，目睹父亲家暴、哥哥身
亡、父母离异，从未得到任何来自成年人的
关照，必将背负终生创伤。

不再让一道道教育和社会防线失守，是
需要家庭、学校、法律和社会组织共同思考
和努力的方向 。资深心理咨询师武志红曾
说过：“最好的爱，是我清楚地看见你。被看
见的感觉就是被爱的感觉。”孩子成长途中
不断地被更多人“看见”，就更容易拥有坚实
的自我身份和价值感。郑有杰的年龄永远停
留在了 10 岁。他的日记让许多人面对了一次
心灵审判。对观众而言，若能重新思考，调整
认知，对整个下一代都是件幸事。

电影只是粗浅地讲述了一个中产家庭
的破碎与伤痛。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
剧 ， 也 是 社 会 之 痛 。 在 孩 子 小 小 的 世 界
里，没有“小问题”，全是“大事件”。我
们在片中是不是看见了年少无助期待被认
可的自己，或者面目可憎已为人父母的自
己？可怕的是，阳光下，依然有类似悲剧
公然上演，循环往复。

如果生活破破烂烂，我们只能一点点
去缝缝补补。高考前一天，郑有俊老师在
黑板上写下手机号码：“我未必会帮到你，
但我会陪着你。”此刻，一句承诺，就是隧
道中的一道光。

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而有的孩子恰
恰 出 生 在 了 沼 泽 。 他 们 的 哭 声 没 有 被 听
见，只能在无望的黑暗中沉溺，有的就在
我们触手可及的身旁。无回应之地，即是
绝境。

愿天下孩子都能被看见，愿所有的孩
子都被温柔以待。

愿天下孩子都能被看见
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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