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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查]

纪录片里，丁琳是一位身材微胖、
戴着厚厚镜片的女孩，时光荏苒，如今
的她已在美国成为孩子的母亲，一名
出色的妇产科医生，现如今一家团聚，
有了新的生活。但这位75后年轻人不
愿多谈往事，婉拒了本报的采访。

霍磊（化名）是丁琳复旦附中的
高中同学，谈及这位老同学，霍磊透
露说，“其实一开始丁琳并未和我们
说过她家里的情况，也没有感到她和
普通同学有何两样。后来无意中问
起，她父母是做什么的，她说爸爸在
日本开铲车打工，很辛苦，妈妈则是
纺织工人。节目播出后我们才得知
原来她家里条件很困难。一开始，我
们很多人是将《含泪活着》当普通纪
录片看的，后来片中出现了她的镜
头，我们惊觉这竟然是发生在身边同
学的事。她大学在美国读书，假期回
国的间隙参加同学聚会时我们和她

谈及这部纪录片，大家才渐渐知道原
来她家里情况那么曲折。”

霍磊表示，起初她和同学们都非
常惊讶。“我对他父母牺牲式的付出
感到非常震撼。固然，丁琳爸妈的付
出很崇高，但对于个体来说未免有些
残忍，如果我来选择的话，还是希望
父母多陪伴自己一点。但是从纪录
片里可以看到，她家里经济条件确实
不太好，因此父亲才会选择完全牺牲
自己。当年，如果她的父亲不这么
做，她绝无可能去美国念书。”

尽管得知了同学的情况，但周围
同学没有太多谈论此事。工作后，霍
磊的朋友和同事也经常在网络上看
到《含泪活着》的片段和网友的各抒
己见。她却选择了三缄其口，不愿过
多评价同学的情况。

记者随后找到了丁琳高中时的
班主任贺老师，她表示自己曾认真看

过这部纪录片，在纪录片里她一下认
出了这位昔日的学生。“丁琳给我的
印象还是蛮深的，她学习刻苦，懂事
乖巧，总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担任班主任期间，我不曾了解她家
里的这段经历，我想当时她也应该早
早做好了要出国留学的准备。”

“这位父亲真的太伟大，太不容
易了，为了女儿的前途竟做出如此大
的举动和牺牲，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影片中丁琳见到多年未曾见面的爸爸
时泪流满面，这是她对爸爸真情实感的
流露。好在女儿很争气，也很有孝心，
在班级中成绩一直很不错。”贺老师还
认为，当女儿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别
远赴他乡，这在孩子的成长记忆中肯定
是留下缺憾的，令人欣慰的是这家人的
结局是完美的、幸福的。“希望丁琳在事
业有成的同时好好孝敬父母，祝他们一
家永远快乐、幸福。”

70后至90后的青年一代如何看待纪录片《含泪活着》的主人公？

多数人十分感动但不一定理解
日前，一部十多年前曾

感动了无数中日青年的纪
录片《含泪活着》再次在网
上引起热议。这部纪录片
讲述的是一位上海父亲为
了家庭在日本以黑户的身
份没日没夜打工，终于让在
上海读书的女儿得偿所愿，
一圆赴美留学梦的故事。
时隔多年，纪录片主人公丁
尚彪的女儿丁琳早已成家
立业，一家三口如愿团聚移
民美国。她身边的人和现
实生活中的70后~90后们
是如何看待父辈对子女那
么深沉的爱呢？本报记者
进行了一次微调查。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我能理解丁尚彪当年的举动，因
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只是在日本待
的时间没那么长。”1956年出生的孙家
伟和1954年出生的丁尚彪年龄相仿，
在上海市出入境服务中心下属的留学
港教育服务有限公司任日本室经理，
赴日留学的时间也是前后脚。

1988年9月，孙家伟只身前往日
本，当地的旅馆、建筑工地、工厂、面
包房、餐厅等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
影，直至1993年他才返回上海。

“那时恰逢改革开放初期，有一
批上海人跨出国门打工，这在当时很
正常。据我所知，当年和丁尚彪一样
到日本的十有八九都是‘黑户’。”孙
家伟坦言，那时选择出国打工的大都
是工薪阶层，不少人都是向亲戚朋友
借钱出国留学的，而所谓读书不过是
在语言学校学半天，其余半天很多人
会外出打工，一方面是为了支付第二

年的学费，另一方面是为了还债。
“当时打工对我们的诱惑相当

大，要知道那时的时薪是800~900日
币（根据当年的汇率1000日币可以
兑算约40元人民币），但那时在上海
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就七八十元，
万元户都很少见。因此，有不少留学
生一天要打八九个小时的工。”孙家
伟透露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考
虑到“性价比”放弃了学业。因为劳
动力少，不少企业急需用人，再加上
厨师等诸多岗位日本年轻人不愿
做。日本政府对中国人的打工行为
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
不违法，不会强行遣返。

“网上有很多人质疑他的举动，
但在我看来，值不值得，每个人想法
不一样。就我而言，我对他的这段经
历非常有同感。”孙家伟介绍说，当年
中日两国收入相差较大，这导致不少

中国人怀揣着淘金的心态赴日留
学。但现在的中国留学生想要留在
日本当地打工的非常少，只有越南、
尼泊尔等国家的学生会走中国老一
代留学生的道路。“现在日本政府明
文规定，留学生一天打工不能超过四
个小时。况且，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
留学生也吃不起这种苦。可以说，丁
尚彪的情况是时代造成的。”

孙家伟的同事俞家强是1979年
出生，从2002年开始接触日本留学
业务。他对丁尚彪们的理解和老孙
类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到
日本、美国打工的上海人都是这种情
况。很多85后、90后觉得这种经历
是天方夜谭，觉得难以理解。那个年
代中日收入差距大，很多人为了孩子
觉得值。如果我身处当时那个年代，
也会这么做。但我并不觉得这一行
为特别伟大。”

那些年留日的打工学生
“我能理解他，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

观点1
“牺牲”值得提倡吗？

纪女士（75后，私企CEO）:这是

中国文化的体现。可以说是中国式

的生活。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家

庭，但这一个案例比较突出而已。

可以说，丁尚彪代表的是一种小家

的牺牲精神，同时也是没有自我的

表现。个人不提倡这样的生活。但

该人物故事符合传播规律，有亮点。

王小姐（80后，社区工作者）:在
国外打黑工真的值得提倡吗？挣钱

多一点真的比陪伴孩子长大，陪伴妻子

慢慢变老重要吗？父母牺牲一切和孩

子“成才”一定成正比吗？

李先生（80后，公务员）:这个故

事有其特殊的出国潮的历史背景，当

时确实出国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

我能理解他们的选择，但不认同这种

生活方式。因为你付出的代价：夫妻

分离，孩子巨大感恩阴影中的成长轨

迹，是需要更大代价偿还的。大胆预

测这一家三口与原本期望的生活是

有差距的。

我当年选伴侣、朋友，特别远离

拼命奋斗的人，因为我是凡人、俗人，

我既无法成为你奋斗的对象，也成不

了你奋斗的阶梯，我只是你身边陪着

你的人。

李小姐(85后，企业白领):很感

动，也很佩服这位父亲。非常人的意志

造就这个家庭的美好前途，但仅限于个

案。毕竟是有特殊时代背景，现在应该

不会再有这样的故事。

王先生(90后，外企工程师):主
人公借贷出国真的很有魄力，但是我

觉得作为成功的案例并不值得推崇，

因为可能也有千万个失败了的“丁尚

彪”默默无闻地仍旧在日本打着工，

他有着传奇经历和冒险的因素，也是

那个信息不发达时代的神话。我个

人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不管从父亲的

角度为了孩子打拼，抑或从孩子的角

度，不愿离开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和睦

的成长环境。

朱同学(90后，学生):我觉得老

丁的行为一开始是求学。他35岁想

去求学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虽然

这个行为让他首先背负上了债务其

次把妻女留在国内，但如果这是我

的父亲，我还是会支持他这么做，因

为这是他的梦想。但后来他变成单

纯的留在日本打工供女儿留学，这

就让他的初衷变味了，甚至有几分

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意

味，我觉得这就没有必要了。当梦

想变成执念，就没有支持的理由了，

坚持下去只能是对家人的伤害。

❶ 1997 年
丁尚彪与女
儿在日本相
见。
❷ 2002 年
丁尚彪与妻
子在日本相
见。
❸丁尚彪和
他的妻子女
儿从分离到
团聚隔了整
整18年。
网络截图

李先生(70后，创客):从他的身

上我看到了新上海人在上海的艰辛，

我 1991 年来上海，承受的苦和丁尚

彪比半斤八两。

顾先生(80 后，IT 公司市场经
理):第一、活着与否的唯一标准是你

是否还有无条件相信的事情；第二、

爱的伟大在于，付出就是获得。

张先生(85后，团干部):有人含泪

是为了活着，有人含泪是为了活好，从

结果上看，这位父亲属于后者，但多少

人是倒在了前者这漫长的过程中。

愿意付出就是获得

❶ ❷

❸

观点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