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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我老师的老师
文 / 曾雨辰（11 岁）
暑假期间，我参加了一个作文

培训班，接触了一位很特别的老师。

他总是笑呵呵的，从不板着脸，很

少批评人，也不会说那些老生常谈

的话。

记得有一次，我按要求写了一

个小片段，说自己如何学习朗诵。

第二天，老师一个个地检查作业、

现场点评。检查到我的作业时，他

先是神态专注地看完，然后朝我狡

黠一笑，一声不吭就离开了。我心

里直打鼓：“什么情况呀？”等所有

人的作业都检查完了，老师突然笑

脸盈盈地点着我的名说：“下面有

请曾雨辰同学为大家朗读《子猷访

戴》，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她的

风采。”我愣在原地，嘴里发出一声：

“啊？”老师学着我的语气重复了一

句：“啊？”再一愣，我终于想起来

了，不就是第二章第三篇吗？于是

我又吐出一个字：“哦。”老师于是

又学着我说：“哦。”我不禁笑了起来，

全班同学也跟着笑。于是我索性大

摇大摆地走上“舞台”，超常发挥完

成了朗诵。

下课后，老师把我叫住，说要

跟我学习普通话。这可不是闹着玩

的，又吓得我战战惶惶，不敢吱声。

老师就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

子不必不如师，请小曾老师大胆赐

教！”于是我再次壮起了胆子，指

出了老师的不足，并提出了一些建

议。老师认真听了，又摆出一副笑

嘻嘻的模样：“多谢小曾老师指点，

我一定加油练习。”我不好意思地

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竟然主

动请教他的学生，这也是给我上了

一课啊。

老师虽然平易近人，却是“温

而厉”的。有次，班上一名男同学

顽皮过度，老师立马收起刚刚绽开

的笑容，训斥道：“你开玩笑得有度！

不能过度！不能轻易打破原则！”

那名男同学一声不吭，全班吓得大

气都不敢出。

虽然我与他只有十八天的相处，

但是，他会是我记忆长河中翻腾的

一朵晶莹的浪花。

( 指导老师：许艳玲 )

作文小咖秀

编者按：
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的孩子

或者学生的作文写得不错么？还
一直觉得没地方可以秀么？你不
是经常怀念杂志时代那种散发着
油墨香的纸质阅读么？现在“悦
读”版上就有了你的地盘——专
等你来秀。请注明作者年龄，最
好再附上你的推荐理由哦！

扫一扫，参与投稿

专访女作家丛虫

为什么女儿要与母亲相爱相杀

可以肯定，读者喜欢《女儿的选择》，

是因为喜欢它的真实。小说里母女之间

的各种纠葛，都曾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大到就业、择偶，小到吃穿住行，妈妈

们心痛女儿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想法生

活，而女儿们则苦恼于母亲“无微不至”

的干涉。书里三个主角，也都没有“听妈

妈的话”。

车唯一的母亲王梅，县剧团的前头

牌，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家里

十指不沾阳春水，女儿也生得花容月貌，

她把自己大红大紫的愿望加诸于车唯一

的身上。但车唯一只是个娱乐编辑，每

天在新闻里疲于奔命。

秦静姝的妈妈 李云珠，特级教师，

端正严肃，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和丈夫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希望女儿秦静姝

可以捧一个“铁饭碗”，然后找一个靠谱

的男人，安安稳稳过日子。秦静姝却独

自创业，先是未婚先育，尔后离婚，一

边带孩子一边支撑着公司。

张文扬的母亲刘招娣最是雷厉风行，

她是单位的总会 计师，办事干净利落，

家中里里外外全是她一手操持，和丈夫

离婚后，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依

然活得风生水起，一心盼望女儿也能跟

自己一样出色。可偏偏张文扬是个“软骨

头”，从小多愁善感，喜欢文艺，热爱写作，

现在是一名收入不高的专栏作家，在母

亲眼里一事无成。

在丛虫看来，这些孩子的逃离是一

种成长的必然。秦静姝不做老师，张文

扬不做会计，车唯一也不想当个大明星，

女儿们都走了不一样的路，但各自精彩，

不见得就比妈妈们那一代差——这就是

成长。“父母子女要各自独立，独立是我

写作中一个永远的主题，独立也是突破

和创新，是自我成就。‘我要和你不一样’，

我也会真的做到‘不一样’。”丛虫说。

最终，车唯一的成就连挑剔的王梅

也点头，秦静姝把养着几十号人的公司经营

得风生水起，起初柔弱如林妹妹的张文扬，

一个人也能护得一家老小周全。两批不同时

代的女人共同拥有的，是奋斗的人生。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另一视角也

十分清晰：女儿们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

也更理解了“母亲”。一位读者在阅读小

说之后评论道： “一个女人，要走过多

少路，她才能懂得自己的母亲？其实，只

要她做了妈妈，在那些深夜一个人喂奶

的日子里；在那些丈夫已经不再是情人、

而变成了孩子爹，和她争吵冷战的日子

里；在那些为事业和家庭做两难权衡，

愧疚地看着孩子熟睡的夜里。她都在心

里，一点一点想念着，思考着，琢磨着自

己的妈妈。慢慢释怀了，懂得了，甚至成

为了自己的妈妈……”

朋友笑称丛虫“中年逆袭”，她并不

承认。作为第一代网络编辑，丛虫经历

过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她的视野和生

活积淀已经摆在那儿。

“从识字开始，看书就是我唯一的爱

好，小时候家里也有电视，有好看的港

剧日剧，但我永远会选看书而不是看电

视。”在从事网络编辑的同时，丛虫也一

直在给当时的时尚杂志写文章，“那时候

我就已经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其中，

《食色》的出版人是张立宪，也就是《读

库》的创始人。”

“距离第一本书，已经过去了 15 年，

我也经常吐槽自己懒惰。”丛虫笑着说。

2006 年，为了疗愈失去父亲的伤痛，

丛虫陪着妈妈去东南亚旅行，逐渐退出

职场。10 年后，有一天她坐下来，跟自

己说写个长篇试试，谁知道仅仅用了 20

天，就写完了第一个长篇《世间儿女》，

而且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和热议。

读者的关注度让她意犹未尽，于是《女

儿的选择》便诞生了。“很多人看了都感

同身受，觉得母女之间的关系确实就是

纠结中有痛苦，但更有爱和谅解。慢慢

学会包容，这相对于当下对于原生家庭

的强烈批判，也许是一种更现实也更成

熟的态度。”

2016 年至今，丛虫推出来的六本书

主角都是女性。那些人与人之间细微的

情愫流动，都是她最想去刻画的。“我们

生逢激荡的时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

的变化，有发展，有坎坷，有机遇也有

迷茫，我记录和描摹我所能看到的一切，

希望能在诸多变动中，感触人性，了解

人生。”对于自己的创作理念，丛虫这样

阐述道。

这些感触，便是我的创作动力

除了细腻的代际冲突，透过《女儿的

选择》，丛虫展现的是女子生存的世情百

态。是女子的“命运”。秦静姝未婚先育

又马上离了婚，拖家带口。车唯一家庭

和工作失了衡，丈夫在外创业失败，只靠

自己苦苦支撑；张文扬在妈妈病重住院、

丈夫出轨之际，用柔软的肩膀扛起了这个

家庭，每天在公交车的末座上写作……工

作危机、财务危机、感情危机，各种危

机纷至沓来，女性的“中年危机”格外难熬。

“我们都不能假装身处一个男女绝对

平等的环境中，事实上，女性天然要在

生育后代上承担更多，也要付出更多。”

在丛虫看来，女性只有接受了天生的差

异，但与此同时又不以弱者自居，才有可

能真正实现平等。

“比如上一辈的妈妈刘招娣，她的名

字就浓缩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并不是

说有了这么严重的压迫，女性就放弃了

奋斗，恰恰相反，她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去一点点地改善现实。同理，女儿们成

了妈妈，她们也一样要面对妈妈们面对

过的困惑和压迫，但新一代总是更大胆

也更勇敢。”丛虫感概道。

和大多数女性小说中描绘的都市丽

人不一样，《女儿的选择》里到处都是被

柴米油盐推着走的人。“我所见所接触的，

无论是行业精英还是大公司中层、小公

司老板、外企职员等等，压力都跟名利

是成正比的。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疲于奔

命，都有说不出口的艰难，而我就希望

能把这种表面光鲜、内里艰辛的状态写

出来。”丛虫这样阐释她笔下的人物。

这些现状，才是真实的生活

这些故事，就是我们的经历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张秋盈

三个“北漂”女孩，各自组建家庭、结婚生子。三个妈妈奔赴而来，帮女儿带孩子，
继而引发一系列家庭冲突。母女之间“相爱相杀”，从爆发到和解……这部在微博上火爆
起来的小说共 30 万字，作者丛虫只用了 40 天写完，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极力推荐的这
本所谓“对抗原生家庭”的热销小说《女儿的选择》。

“原生家庭”，绝对是 2019 年网络催生的热词，比如，热播剧《都挺好》《小欢喜》等，
讲述的都是年轻人对于“原生家庭”的承续、背叛和理解。近期，由《女儿的选择》改编的
电视剧也已成功立项，可以想象，关于“原生家庭”代际关系的探讨仍将继续。生于 1970
年代的女作家丛虫，趁着这股热潮来了一次彻底的“中年逆袭”。

丛虫本名韩岚，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为了第一代网络编辑。年轻时立于互联网潮头，
30 岁出头带着原始股辞职。此后十年沉寂，也是十年沉淀，她把所见所闻汇聚起来，一
气呵成推出 6 本小说：《世间儿女》《女儿的选择》《月子会所》《男人回家》《最后一里路》《蓦
然回首》，主题均为复杂幽微的婚姻家庭以及背后的时代。这是丛虫的主动选择，因为她
有自己坚定的理由。

扫一扫，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