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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究竟何为？

中国现行教育的弊病有目

共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

日中国，教育是最落后的领域，

它剥夺孩子的童年，扼杀少年人

的求知欲，阻碍青年人的独立思

考，它的所作所为正是教育的反

面。改变是艰难的，牵涉到体

制、教师、教材各个方面。但是，

前提是澄清教育的理念，弄清楚

一个问题：教育究竟何为？

——周国平@煮酒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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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

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 79446 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59.0%的受访者认同门当户对

的择偶观，67.7%的受访者认为门当户对有利

于以后的婚姻。65.6%的受访者认为门当户

对和爱情不是对立关系。（5月20日《中国青
年报》）

曾经有人说过，爱情是一只自由自在的

小鸟,它可以在心灵的天空任意飞翔。而婚

姻则是一株大树,它需要阳光的照耀和雨露

的滋润。所以，它必须遵守人世间的种种游

戏规则。很显然，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

“门当户对”都是最重要的择偶标准。

婚姻是理想的，但更是现实的。若步入

婚姻中的两人在经济基础、观念理念和生活

习惯上差距过大，就会形成极大的心理落

差。鲁迅说过“贾府上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

妹”，反映了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门当户

对”存在的客观性。电视剧《新结婚时代》

里，原本有着爱情基础的两个人，却因为城乡

壁垒、家庭出身、生活观念、处事方式和价值

观念的冲突，最终弄得筋疲力尽。时下很多

人“宁肯剩着，也不愿将就”，恐怕也是出于

对门不当户不对，导致婚姻破裂的顾虑。

如果说传统的“门当户对”还有根深

蒂固的门户之见，那么时下对“门当户对”

的认同，却是婚姻理性化的表现。虽然“门

当户对”的形式还在，但内容已然完全升

华，并由之前的权利剥压而变为权利追求，

由被动应付成为主动争取，不啻为社会的

一种进步，59.0%受访者认同的调查结果，

自然不是一种虚妄的民意表达。只有摈弃

对“门当户对”的传统看待，才能对其有现

代意义的解读。

门当户对和爱情不是对立关系，这不仅

是一种逻辑上的辩证，更应成为权利追求的

标准。志同才能道合，对于“相爱容易相处太

难”的婚姻而言，只有先对别人负责才能更好

地对自己负责。

“门当户对”择偶观的现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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