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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11

一位父亲眼中的“成功”

给孩子轻松的快乐
施哲莹放弃中考与父亲游历中国56个民族，这一举动被人视为壮举，羡慕嫉妒；又

被人看作叛逆，旅行游历与正常生活本末倒置。作为父亲的施晓亮有自己一套教育理

念，在他的眼里成功不可评判、快乐的必要条件是轻松、驭术必先有道。25日，记者走

近施晓亮，一探这位“叛逆”父亲眼中的成功。

历时最长的成人礼

齐鲁晚报：和女儿同行，

感觉如何？

施晓亮：做了一辈子教师

的母亲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的

举动。带着女儿出游本身就是

一件冒险的事，我在女儿中考

前问女儿的决定，没想到女儿

听完立马就做了决定，要去！

齐鲁晚报：有人说，你这

个父亲有些不靠谱，把女儿的

教育之路当做小白鼠。

施晓亮：这是我们两个一

块逃避。我问女儿，是你百分

之百的决定我就带你走，女儿

说没问题，我现在就能做决

定，我百分之三百的同意 ;是她

自己的选择。有得到就有失

去，放弃中考，也只是失去。

齐鲁晚报：有人说你这是

在叫板中国的教育，你本人怎

么看？

施晓亮：目前，在学校老

师全包办，回家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全包办，这样的教育很难

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有的老师

会限制学习不好的孩子与小孩

玩，我不认同这些，我的孩子

小学的记忆最美好的事情，并

不是她考了多少分，而是她有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是她人

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齐鲁晚报：你想传递给孩

子什么信息？

施晓亮：我现在觉得绝大

部分父母是残忍的，把孩子放

在温棚里，等忽然一天温棚被

揭开时，孩子全完了。现在不

少孩子毕业就失业，一个一个

可怜地卑微地在社会上生存。

学历文凭并不是能力，阅历才

是能力。

这绝不是走路，而
是让她了解中国

齐鲁晚报：旅途这么长，

不能走马观花，需要做大量的

功课吧。

施晓亮：这半年时间，除

了开车、采访，每天上午都有

一档电台的直接采访，需要做

大量的准备工作。

齐鲁晚报：直播有时女儿

也上，讲得很多，是不是你在

下面下了不少功夫？

施晓亮：小时候，老师

说，“你要给别人一杯水，你

首先得有一桶水。”做直播节

目的时候，我一直不敢让莹莹

播，担心出状况。孩子从小不

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最后就想

试试她，在完全没有稿件准备

的情况下让她讲，结果讲得比

我还好。我想，这肯定是因为

她有了一桶水，才可以轻松地

倒出这一杯水来。

齐鲁晚报：孩子走了这些

路，你觉得她会有思考吗？

施晓亮：整个行程中，孩

子看到的不但有美好、善良，

也看到社会复杂凶险的一面。

见到了富裕发达，也见到了贫

穷愚昧，还有车祸、死亡。我

们之间没有特别的交流，她自

己观察，就会有思考。

如果这是一本很厚重的

书，这180天走得太仓促了，来

不及细读。莹莹最多只是浏

览，甚至只是快速地翻阅。但

即使只是这个翻阅的过程中，

这本书上一些精美的插图，她

会看到一些非常吸引眼球的大

题目，小标题。会看到一些，

闪现过去的，让她很有记忆的

关键词。这就足够了。这一路

下来，她会感觉到祖国的繁荣

文化。

就像这个影展一样，尽管

这个影展做得不是特别的深

入，但让人一看，56个民族，

服饰上、吃的、穿的都不一

样。关注一下，就有意义了。

她会坐下来，静静的翻阅，再

坐下来翻阅的时候就和在路上

不一样了，因为每一章节都是

她亲身经历的。

齐鲁晚报：温故常新。

施晓亮：嗯。我把这个回

味的过程比作反刍，反刍时的

吸收消化，一定比吃草的时候

更好。从中抽出一些东西来，

就能让她受益终生，这绝不是

走路，而是让她了解中国。社

会不仅仅有美好，有光明，有

丑恶，有善良，我做的一切就

是把这一切展现给她看，引导

她自己看，也不强加给她什

么，当她见到这些时，她就对

见到一个真实、现实的社会，

她就有自己的一个了解。不管

她将来是大学毕业、硕士毕

业，她离开学校时，她的适应

能力就会比同龄人强一些。

给 孩 子 轻 松 的 快
乐，跟钱无关

齐鲁晚报：你希望给孩子

怎样的成长环境？

施晓亮：孔子作为一个伟

大的教育家，他没有教数学物

理，他教的都是道，而不是

术。以道驭术，方能成才，而

现在的教育只重视术，也就是

知识的灌输，而忘了道的学

习，这就是教育“失败”的地

方。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有能

力，有思想，独立的人。我希

望女儿是这样一种状态，完全

突破现在“成功”这个概念。

成功这个词儿其实非常害

人。你一年挣15万，我一年挣

30万。30万就比15万成功？有

人问，你怎么让你女儿走向成

功。我说，我没有想过要让她

成功，我为什么要让她成功

呢？先想想为啥要成功，成功

的概念是什么，谁来当裁判。

干吗非要成功，孩子成人，一

辈子轻松快乐就很好。

齐鲁晚报：这就是你理解

中我们常说的幸福吗？

施晓亮：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没有幸福感，源于方方面面

的高压力。我不会给孩子设计

什么路，但是我会给她创造条

件。我希望她以后是轻松的，

快乐的。

齐鲁晚报：在旅行中找到

了吗？

施晓亮：很多人借口，我

没有钱，出去一趟得花多少

钱。跟钱真是没有太大的关

系。我开车带闺女周游全国，

有人羡慕嫉妒恨，但一路上看

到太多人骑车甚至是徒步旅

行，他们的快乐不比我们少。

钱多有钱多的玩法，钱少有钱

少的玩法。总而言之，去干自

己喜欢的事儿。现在的情况

是，没钱的干不了自己喜欢的

事儿，有钱的更干不了自己喜

欢的事儿。被钱拴死的人和事

儿，很多。

齐鲁晚报：你觉得干很多

事是与钱无关的，对吗？

施晓亮：很多人的财富可

能是我的成百上千倍，但是我

想有很多人不会像我这么洒

脱，不会像我这样没有压力。

现在我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

满意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单

位，没有领导，我可以不在乎

任何人的脸色和指手划脚，我

想干自己的什么事儿就干什么

事儿。我基本上可以做到。轻

松快乐跟钱没有太大的关系。

本报记者 秦国玲 周锦江

这是父女俩在川藏路上的合影。(施晓亮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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