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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道和纪录

片中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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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爸爸：你把这里涂掉干

嘛，有毛病啊？

儿子：我不小心涂错了，

不行啊。

⋯⋯这段对话，来自最近

的一部跟拍00后的纪录片。

从2006年开始，北京师

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从一所幼

儿园开始跟踪记录十多位00

后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

中学，持续10年时间，先后制

作出两部纪录电影《小人国》

《小人国之酷学时代》及30集

电视纪录片《成长的秘密》。

上月底，汇集十年素材打磨出

的五集纪录片《零零后》，在央

视首播，引发了不少关注。

钱报记者赶赴北京，采访

了纪录片导演和其中的家庭，

在片子的内外，他们各有纠

结，也有思考。

10年时间，纪录片《零零后》跟拍一群00后孩子的成长

钱报记者专访导演和片子中的家庭，他们讲的四个故事值得一看

当“00后”的父母，很难笃定

》》故事一：父子生活中的小插曲
激起一部“00后”成长系列纪录片

一个拍纪录片的爸爸，在陪伴儿子时激起的一个灵感，最

终成就了中国第一部连续 10 年跟踪一群“00 后”孩子成长的

系列纪录片。这位爸爸叫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

主任，也是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

决定把镜头投向千禧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是源于父子生活

中的小插曲。2006年，儿子四岁，有一次，张同道洗完手后接

着让儿子洗，不想儿子一伸手就叫水这么烫，“我刚洗完没觉

得烫啊，”“那是爸爸你认为不烫，我觉得很烫。”儿子的回答让

张同道愣了下。

还有一次，他带儿子去北戴河玩，上车时，儿子抱了一个

鞋盒子，“出去玩拿个鞋盒干嘛，放回去。”张同道发现自己这

一句话后，儿子马上就要哭出来。再问才知道这个鞋盒是儿

子在幼儿园做的一个科学小发明。

这两次小插曲让张同道认识到，作为家长他对孩子的认

知有一些武断。

“我想更好地了解儿子，也想看看他们这一代将会被时间

塑造成什么模样。”张同道带领自己的团队走进当地李跃儿老

师创办的芭学园，在当时把孩子送到芭学园的，都是对幼儿阶

段教育很重视的父母。

2009 年，该团队完成《小人国》、《成长的秘密 》等作品。

当年片中的小主人公们，也是新片《零零后》中的主角。

“假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那么尊重每个孩子的

个性是教育的起点。”纪录片总导演张同道说。

》》故事二：我们知道太多的不该怎样
但事情一到自己头上就很纠结

纪录片播出后，也有观众指出，片中所拍孩子太局限，不

能代表全体，但抛开地域和家庭背景等因素，有些话题是共通

的。

诸如要不要择校、学不学奥数，要不要放弃国内高考，甚

至陪孩子作业时能不能发火......

正在养育“00后”一代的父母们，在片中总能看到自己以

及自己孩子的影子。

“我知道送孩子到幼儿园就应该相信老师，坚定离开，这

是减轻孩子分离焦虑的最好做法，但是当一听到女儿的哭声

时，我还是忍不住回头。”

70 后的喻溟，纪录片《零零后》的执行总导演，同时也是

一个三岁半女儿的妈妈。2009 年，她初识片中孩子及父母，

后来在多年的跟踪拍摄中，他们之间愈加熟悉。

在手记中，喻溟这样说，“‘00后’的父母多为我这样的70

后乃至80后，他们曾接受应试教育、经历过高考，如今对于子

女的教育，他们挣扎在素质教育的理想和应试教育的体制之

间。当他们选择传统体制之外的学校，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未

来的不确定性。”

“拍片过程中，我曾对团队中的伙伴们说，以后我养育孩

子要像刘嘉阳妈妈那么笃定，可真到做了妈妈，我才发现笃定

是那么难，也开始理解当时另外一些父母在选择教育道路时

的纠结甚至分裂。”喻溟是川妹子，说话直爽，但声音轻柔。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家长的纠结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很多道理，但一到现实生活就无法超脱，然后就开始

纠结。当然，我还是希望家长们少一些纠结，不管选择什么

路，坚定点，因为大人的纠结会影响到孩子。”

》》故事三：陪孩子作业不发火难度挺大
我的教训是要给孩子养成好习惯

晚上，儿子趴在书桌前作业，爸爸坐在边上瞪大眼睛盯着

并不时讲解着。刚开始还是风平浪静的，可一会画风突变。

爸爸：你把这里涂掉干嘛，有毛病啊？

儿子：我不小心涂错了，不行啊。

再过一会。

儿子：你让我写行不行？

爸爸：你都写错了，还写什么写？

儿子：闭嘴！你让我说行不行。

⋯⋯

这是纪录片第三集中的一段画面，爸爸是梁兵，儿子叫梁

昊天。当时的情景是陪儿子备战小升初。相信这也是很多陪

过孩子做作业的父母最熟悉的场景。

“我脾气有点急，忍不住发火，控制不住，幸亏是儿子，承

受力强或者说习惯了。”现在儿子已上高二，回想起那一幕，梁

兵坦承陪孩子作业不发火难度挺大。

“我很多同事看了片子后，也问过我，就这么播出去不担

心影响形象啊，可这就是我曾经陪孩子的真实经历，能记录下

来挺好，这也是我愿意接受被拍摄的最大原因。”

梁兵表示，回过头看看走过的路，还是有遗憾的，“我的教

训就是没有很早给儿子养成好习惯，诸如回家就先做作业这

件事，这也是因为我对所谓尊重孩子个性发展有误解，其实不

管选择体制内的传统教育还是体制外等，养成好习惯都是至

关重要的，这之间不矛盾。及时做作业不意味着就是传统教

育该做的事。教育孩子没有固定的模式，诚如总导演张同道

跟我们聊，教育的方法无所谓对错，其标准应该是这个方法与

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契合。”

》》故事四：每回爸爸一发脾气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弱小，没话语权

在张同道、喻溟以及分集编导看来，不希望为 00 后这一

代人贴一个简单的标签。如果非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他们

眼中的这代人的话，应该是“有个性”、“有自信”、“有潜力”、

“国际化”。这代人身上的包袱不重，视野更广，国际化程度更

高。

譬如那个三岁就脱口说出“我觉得一个人玩挺好”的小女

孩，上了中学后，她表示“我佩服自己小时候不交朋友的勇

气”，然后对于独处的一番见解也让大人惊诧。“‘独处’和‘跟

朋友交往’，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如果说朋友是接收来自这

个世界的信息的话，那么独处就是整理来自这个世界的信

息。”

而在梁昊天看来，“爸爸一发脾气，我觉得这个世界瞬间

就黑暗了。我的很多事情也都是父母商量的结果，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弱小，没有话语权。”但在中考结束，他与爸

爸 40 天的川藏骑行后，他对父子关系又有了重新的认识，对

父母为其选择的路也更加认同理解。

（《零零后》总导演张同道在手记中写道：“十年之于人生

意味着什么？幼童变成少年，青春漂染白发，暮年化为照片。”

而这部纪录片，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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