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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娃娃》背后的深度思考：

成全孩子最好的方式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沈腾马丽再度合体，电影《抓娃娃》成为今
年暑假的口碑好片。

沈腾马丽分别饰演马成钢、春兰，这两人
也是一对夫妻。 他们和现实生活中万千普通
父母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盼望：望子成龙。大
儿子在富裕家庭中备受宠爱长大，然而“富养
教育”没让大儿子马大俊成为一匹“骏马”，反
而当了父母眼中“练废的大号”。失败案例在
前，夫妻俩为了教育小儿子，培养企业接班人，
决心实行苦难教育，让孩子吃一吃生活的苦。

一家人的“没苦硬吃”成为了电影的笑点，
但马成钢夫妻在儿子身上实行的苦难教育也
成为观众眼中最大的教育恐怖。因为这场以
爱为名的教育建立在一个孩子的真实痛苦之
上。父母单方面的“我为你好”，最终成为孩子
承受不住的精神负担。

马成钢一家的经历，也在告诉现实生活中
的你我：何为教育，何为父母，何为孩子。

马成钢夫妻对儿子马继业的这场苦难教育并非是
一时兴起，全来源于马成钢童年的真实经历。

那时在居民楼里，他的家是最穷最破的，年幼的
他常常要在家门口给奶奶煎药，看遍人情冷暖。穷
苦的生活，他人的冷眼像一根根刺一样扎在马成钢
的心上。让他有了动力去改变现状，改变命运。长
大后他有了事业，成为了“马总”，俨然是一个人生赢
家。

大儿子富养不成器，他这个穷养案例却能够“百炼
成钢”。于是，马成钢找来教育专家扮演儿子的“奶
奶”，1:1复制自己的经历打造儿子马继业的童年。从
此这个家家徒四壁，只有穷苦的爹，辛劳的妈，虚弱的
奶奶，破碎的娃。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一千多
元，马成钢开胶的鞋子要穿了又穿。

马成钢对儿子的教育，也在这小小的破房子里展
开。家里穷，他便教会孩子如何保证水龙头能出水，但
水表不走字。马继业捡瓶子卖废品，他便教孩子去发
现哪里的瓶子最多。一项项生活学问看似变成了教育
孩子的有用知识，但别忘了，这些日常教育都需要建立

在吃苦的基础上。
对马成钢来说，“穷”是他教育孩子的手段。但在

孩子心里，“穷”是当下的真实生活。
想控制水费开支，不可能只靠水表不走字，于是儿

子马继业提出了让妈妈不洗头。家里没钱了要维持生
活运转，马继业便带家人吃“还得捞”排队等位时的免
费零食。他偷偷买平板，是看重商家推出的“七天无理
由退货”的服务。

父母的教育理念成为孩子的“枷锁”，吃苦教育最
终培养出马继业“穷算计”的本能。

在父母的认知教育下，他局限着自己的可能。因
为比起父母设立的遥不可及的成为企业家的目标，当
下的贫穷是他最急需摆脱的困境。所以陌生人提出要
高价买马继业的空瓶子，他能随意跟人上车离开。父
母觉得孩子能够考上名校，掌管企业，孩子想的不过是
进入体校。因为在那能够学费全免，减轻家庭经济负
担。

当父母认定孩子需要吃苦，孩子需要的便不再是
理想，而是一个能满足温饱的机会。

马成钢夫妻俩为了教育小儿子，付出了很多的
心血。 明明打拼半生，能过上富裕充实的生活，却
要为了孩子装穷。马成钢的头发要一次次染白，伪
装困顿失意。妻子春兰爱美的天性要被强行约束，
做好的美甲要当场卸掉，喜欢的包包和衣服首饰一
件也不能上身。在儿子马继业面前，他们要装作一
个贤惠的妈妈，一个努力打拼的爸爸。还要装出自
己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在孩子面前犯困也要抱着书

“苦读”。
他们如同“孟母三迁”一般，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成

长环境。有爱练书法的大爷，爱读书的叔叔，还有洗衣
服都能脱口而出物理知识的邻居阿姨。这些“邻居”是
马成钢请回来的员工，也是儿子成长过程中的老师，为
他的学习查缺补漏。

这些来自学习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马
成钢有足够的底气在被儿子质疑时，发出控诉：“你以
为是我操控了你的人生，实际上是你操控了我们的人
生。”

他们感动于自己对孩子的伟大付出，也强调着孩
子对自己的操控。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当父母一辈子等待
孩子感恩的时候，孩子也在等待父母一个道歉。因为
在亲子之间强调谁付出谁操控时，双方流动的爱，将成
为等价交换。父母付出时间、精力，孩子牺牲前途、自
由。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父爱是有条件的：
“我爱你，因为你实现了我的愿望，因为你尽了职责，因
为你像我。”

正因此，这场教育的本质是所有真情都有目的。
马成钢穿着开胶的鞋，是为了唤起儿子愧疚的孝

心。
在儿子失去进体校的机会，向他寻求安慰，他选择

见缝插针描绘清北名校的美好，极力鼓动孩子报考。
甚至于当孩子逐渐发觉这是一场针对他的骗局

时，马成钢选择让“奶奶”假死，激发孩子的愧疚欲。
婚庆司仪成为葬礼上的主持，在孩子泪流满面中，

念出马成钢精心准备的那句话：“奶奶先飞去清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的上空等你。”

亲情有了谎言，情感不再纯粹，结局自然难免出现
父子离心。

大儿子马大俊是马成钢早早放弃的“废
材”。马成钢对这个儿子也有几分温情，高考分
数低，那就送儿子出国留学，各项生活费也不曾
停过。但是他更想要一个很成器的儿子。

他为小儿子量身打造了一个“楚门的世界”，
一个简单的独生家庭，就决不允许在小儿子的世
界里，出现一个碌碌无为的富二代大哥。

在人前，他拒绝马大俊叫爸爸。在人后，对
儿子也有诸多嫌弃，为了瞒住小儿子，派人将大
儿子绑起来。他对于好儿子的标准只有一个，考
上名校，完成他曾经的高校梦，继承他的事业。
做不到，他便“换号重来”。

殊不知，教育从来不是教育一个人如何走向

成功。而是教育一个人在生活面前如何宠辱不
惊，勇往直前。

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不会成长为马继业，高
考弃考后第二年，还能考七百多分。

大多数的人，或许都是一个又一个“马大
俊”。在学习上怎么都开不了窍，对未来也总是
没有目标。甚至在家庭里，也是不被父母偏爱的
那个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是一个“好孩子”，
也不代表我们没有价值。

《家庭的觉醒》一书中写道：“孩子终其一生
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个叫做‘我被看见’；第二
个叫做‘我有价值’；第三个叫做，‘我很重要’。”

孩子不需要被父母改变，不需要跟随，只需

要做好他自己，认可自己的存在。
马继业在离开父母后，用 704 分的高考成

绩，考取了心仪的体育大学。
虽然在马成钢眼里，他是一个连第三梯队都

跑不进去的选手，但他已找到了自己的跑道。
马大俊没有再希冀父母的关注，而是以此为

动力，一天又一天锻炼自己，去挑战一个原先自
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攀登珠峰。

他没有陷入父亲马成钢狭隘的想法里，认为
两个人一定会为了父母的家产不顾手足之情相
争。而是站在观众席上为弟弟鼓掌，靠着自己的
努力，登上珠峰，站在峰顶，说出藏在心里许久的
话：“老马，我不需要你瞧得起我了！”

故事的最后，马继业在比赛
中跑步，时而有人超越他往前跑
去。

一个个选手领到休息处的
矿泉水，都会喝完将空瓶子丢到
一旁。

马继业用衣服兜住了这些
空瓶子，笑容满面地继续往前
走。

很多人说，这对于马继业来
说是一出悲剧。

但从马继业的笑容来看，他
对过去早已经释怀。

那些矿泉水瓶是他复杂难
言的过去，眼前的终点是他目之
所及的未来。

实际上，马成钢的教育是成
功的，不在于他的穷养富养的理
念。

而在于背后的爱虽各有目
的，但不曾掺假。

在每一个孩子需要的成长
瞬间里，父母给予了陪伴。

在每一个迷茫失意的岁月
里，父母与孩子一起渡过难关。

陪伴，才是成功的教育。
成全孩子最好的方式，不是

成绩的优秀，而是让花成花，让
树成树。

让孩子成为孩子，让自己成
为自己，让爱自然流动。

允许一切发生，允许我们做
一个不寻常的自己，允许我们的
孩子独一无二。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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