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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导致了丹麦影片-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要破解克拉尔的"谎言#迷局&不能仅仅从心

理学的视角&要从意义更为完整的角度///儿童生活世界///对克拉尔的"谎言#迷局展开叙事研究&揭示"谎言#在影片语境

中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合理地认识儿童生活世界'理解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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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狩猎.$

(-

P

<5,

%这部影片&缘于
!"#%

年初一位同事的留言)"如何从幼儿心理学角度去理

解$解释%影片-狩猎.中克拉尔的说谎0#

"通过搜

索&得知这是一部丹麦电影&

!"#!

年上映&由托马斯

2温特伯格$

[1)8-;>3,<5+R5+

P

%执导&麦德斯2米

克尔森$

Z-N;Z3VV5.;5,

%等人主演(为了回应同

事的问题&笔者将影片找来&仔细地看了几遍#

(该

片主要讲述了心地善良'性格温和的卢卡斯$

_*M-;

&

Z-N;Z3VV5.;5,

饰演%刚与妻子离婚&独自在小镇

上生活(他在镇上一家幼儿园工作&深受孩子和同

事们的喜欢(工作期间&由于拒绝了一名叫克拉尔

$

\.-+-

%的小女孩的"示好#&遭到了克拉尔的"谎言

报复#而背上"性侵女童#的罪名(自此&卢卡斯的生

活陷入一团糟)朋友的唾弃'家长的指控'女朋友的

不信任'警察的调查介入33虽然最终真相慢慢露

出水面&镇上的人们也再次理解和接受了卢卡斯(

但是&一年后在儿子马库斯$

Z-+M*;

%成人礼后的狩

猎活动中&"砰#地一声枪响让卢卡斯惊魂未定&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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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耳边仿佛响起"狩猎远未终结#的余音33

看完影片之余&笔者顺便看了"豆瓣#上的影评&

全部评论高达
'

万余条(粗略浏览了一下&发现多

数评论集中于对克拉尔谎言的口诛笔伐&甚至通过

谎言透视人性'得出"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的结论(

结合同事的留言&笔者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从一种

意义更为完整的角度///儿童生活世界///透视克

拉尔的"谎言#&揭示"谎言#在影片语境中的发生发

展过程&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理解儿童(

一$"蒙蔽#的儿童生活世界!克拉尔"谎

言#迷局的形成

儿童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源自胡塞尔先验现象

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聚焦儿童意义的完整

展开(儿童生活世界"既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

又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

+

#

,

(因此&

儿童生活世界既是理解儿童需要认识的内容&又是

认识儿童的方法("认识儿童生活世界就要对儿童

当下状况及体验///5儿童如是1///进行描述!同

时&还要追溯其发生境域&对5儿童为何如是1进行诠

释(#

+

#

,其要旨在于"面向儿童本身#///借鉴于胡塞

尔"面向事物本身#的启示("在胡塞尔那里&5事物

本身1$

0-M15;5.R;<

%指5事物1在认识主体的意向结

构中的构造!到了海德格尔那里&则将认识主体消解

于5事物是其所是1的显现中&5事物本身1指5表现自

身为自身的东西1!对于伽达默尔&5事物本身1就是

建立合法前见的东西&昭示了存在的历史性(#

+

!

,简

言之&"我#在一种主体际性的视角中'在主客体视域

融合的境遇中&实现"现象即本质'本质即现象#的

要义(

这注定认识儿童生活世界$或儿童生活世界方

法的实现%不是一条坦途(在启蒙运动之前&"现象#

$

H15,)85,),

%首先是一个神学词汇&有"显现#$

T+̀

;M153,*,

P

%之意&主要是指神$上帝%的"显示#$现象

学深受这一隐喻的影响%(神的"显示#有两个特点)

第一&只有被神选中的人$先知%才能看到这些现象!

第二&现象是一种启示&神通过选中的人告诉大家一

些喻示(这一"隐喻#提醒我们&认识儿童生活世界

首先要看能不能得到儿童的"显现#!然后才是我们

能不能"读#懂儿童的"显现#(现实生活中&我们很

多时候要么无法接近儿童$儿童不向我们"显现#%&

要么接近了儿童而无法识别儿童的"伪装#$无法

"读#懂儿童的显现%&这就是笔者所言及的儿童生活

世界的"蒙蔽#(在丹麦影片-狩猎.中&克拉尔"谎

言#迷局的形成&正是因为儿童生活世界被"蒙蔽#所

致(影片中&人们判断卢卡斯"性侵#克拉尔&主要是

根据后者分别给葛瑞泽$幼儿园负责人%和奥莱$心

理医生%的言语陈述$包括动作'神态'表情等&可以

统称为克拉尔"现象#%(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对话场

景$场景文字来源于影片%(

场景之一)克拉尔与葛瑞泽的对话

幼儿园放学后"葛瑞泽正在收拾整理物品''

克拉尔望着葛瑞泽"忽然冒出了一句!#我讨厌

卢卡斯($

葛瑞泽转过头"略感吃惊!#啊"我还以为你们是

好朋友呢)$

克拉尔!#完全不是)$

葛瑞泽!#为什么呢*$

克拉尔!#他很蠢"而且长得也不好看"他还有

+小弟弟,)$

葛瑞泽笑了笑!#所有男孩都有啊"像你爸爸啊"

托斯汀%克拉尔的哥哥&啊)$

克拉尔吸了一下鼻子!#嗯"但是''他的是硬

的"硬得像根木棒)$

葛瑞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转过头望着克拉尔"

严肃而又惊讶地问!#你说什么*$

克拉尔!#是真的)$然后动动嘴角"吸吸鼻子)

葛瑞泽盯着克拉尔!#到底发生了什么*$

克拉尔摇摇头"说!#他送给我一颗心)$把心形

手工放在桌子上!#但我不想要)$

葛瑞泽露出怀疑的表情"说!#如果你不喜欢的

话"就直接扔掉啊)$

''

葛瑞泽摆弄着心形手工作品"陷入沉思''

"性侵幼童事件#在西方国家时有发生&社会各

界高度重视&通常通过立法等形式对侵犯者进行惩

罚&以保护当事幼童(自己所在的幼儿园出了"这样

的事情#&作为幼儿园负责人&葛瑞泽显得十分焦虑&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伪#&

葛瑞泽找来心理医生奥莱&同奥莱一起询问克拉尔(

场景之二)奥莱'葛瑞泽与克拉尔的对话

幼儿园办公室内)

奥莱!#克拉尔"你能跟我详细重复你给葛瑞泽

说的事吗*$

克拉尔不说话)

葛瑞泽!#快告诉他你跟我说的啊"关于那颗

心形)$

克拉尔!#我什么都没有说($

奥莱说!#那难道是''葛瑞泽自己编出来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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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

克拉尔吸吸鼻子-摇摇头!#对)$

奥莱!#好"试着跟我说吧)$

葛瑞泽看着克拉尔!#你可以说出来的)$

克拉尔还是不说话)

奥莱!#你是不是真的说''你看见过''卢卡

斯的+小弟弟,*$

克拉尔看着奥莱"摇摇头)

奥莱!#试着告诉我卢卡斯对你做的事儿)你可

以试着说"克拉尔)$

克拉尔抬起头说!#我想出去玩($

葛瑞泽!#但你必须回答他)别怕"奥莱是个好

人"他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奥莱!#他是不是在这里给你看过他的+小弟

弟,* 是这样吗*$

克拉尔还是什么也不说"奥莱紧盯着克拉尔)

克拉尔点点头)

奥莱!#你点头了* 是在这里吗* 幼儿园*$

克拉尔使劲点点头)

奥莱!#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葛瑞泽告诉我

说"你说他的+小弟弟,是硬的)他的+小弟弟,是硬

的吗*$

克拉尔点点头"提高声音!#好像是"我不记

得了)$

奥莱微点着头!#那他的确给你看了他的+小弟

弟,*$

克拉尔点点头)

奥莱!#克拉尔"谈论卢卡斯让你不舒服吗*$

克拉尔望向窗外"点了点头)

奥莱!#因为你不喜欢他对你做的事*$

克拉尔抬起头"然后点点头)

奥莱!#你表现得很好"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结

束了)他然后做了些什么* 给你看了+小弟弟,

之后)$

克拉尔歪着头!#我不知道)$

奥莱!#你摸过他的+小弟弟,吗*$

克拉尔没有回答"奥莱又问!#你不记得了* 嗯"

有白色的东西流出来吗*$

''

经过了一番谈话调查&葛瑞泽认为"克拉尔很有

想象力&但我相信她#&奥莱则认为应该让警方介入&

并需要家长的批准&因为"看起来她不像在胡编乱

造#(这种笃定的"相信#&主要来源于克拉尔对"性

侵#细节的描述&如"他的是硬的&硬得像一根木棒#(

谁能够想象出如果不是真正地遭遇了一些事儿&一

个幼童怎么能如此清晰地描述出这种细节呢0 随

后&葛瑞泽在幼儿园召开家长会之前把这件事告诉

了阿格尼丝$克拉尔的妈妈%&并在家长会上较为隐

晦地向家长们通报了幼儿园发生的"性侵#事件&让

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尿床'头疼'噩梦等

情况&以确定"性侵#的范围(就这样&"性侵#事件由

最初极小范围内的知情迅速向小镇的每一个角落扩

散&最终人们也得知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卢卡斯(

"性侵#的证据除了葛瑞泽与奥莱从克拉尔哪里了解

到的一些情况外&还有人们对幼儿的一些比较固定

的看法///幼儿是不会说谎的(当卢卡斯找到西奥

$克拉尔的爸爸%辩解时&西奥不停地说)"卢卡斯&我

了解她&她不会撒谎&从不撒谎(#阿格尼丝更是将卢

卡斯逐出了家门(慢慢地&整个镇上的人都逐渐疏

远甚至憎恨卢卡斯&即使卢卡斯被警察"无罪释放#

后&镇上的超市也拒绝卖东西给他&并将其羞辱暴打

了一顿(

至此&由克拉尔"精心#设计$成人参与%的"谎

言#迷局得以形成&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人们

遭遇了儿童生活世界的"蒙蔽#(大家听了克拉尔的

话&借此判断卢卡斯"性侵#了克拉尔(然而&仅凭一

面之词&人们没有去分析克拉尔在相关言语情境中

所处的状态及体验&更没有多方了解'去试图还原事

情的真相(如此&只是获取了一些克拉尔"显现#的

假象&最终引发了悲剧(

二$"敞亮#的儿童生活世界!克拉尔"谎

言#迷局的破解

根据现象学要义&"敞亮#意为向儿童"敞开#自

己以期觅得进入儿童生活世界的一束"亮光#(在克

拉尔的"谎言#迷局中&我们需要一种"敞亮#的儿童

生活世界&以获得对克拉尔生活世界较为完整地把

握&从而破解"谎言#迷局(

%一&面向儿童本身)向儿童"敞开#自己

胡塞尔认为)"合理地或科学地判断事物&这意

味朝向事物本身$

;3M1,-M1N5,0-M15,;5.R;<+3M1

<5,

%&也即从言谈和意见回到事物本身&追问它的自

身给与$

;5.R;<

P

5

P

5R5,153<

%&并清除一切不合事理

的先入之见(#

+

&

,

"面向儿童本身#就意味着将事先对

儿童的态度"搁置#起来&不要抱着"先入为主#的想

法和态度(可以通过"反思#实现&即"摆脱这个由于

存在信仰而被投入到课题对象之中的状态#

+

'

,

!$

(

在克拉尔的"谎言#迷局中&"局内人#$指影片中涉入

其中的人%之所以没有识破"谎言#&原因就在于大家

&D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都或多或少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从而影响了独

立的思考和判断(当大家听了克拉尔的陈述后&不

是以一种"搁置#的态度来审视&而是带着"孩子从来

不说谎#的前见&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各自的思考

和判断(更有甚者&在奥莱与克拉尔的对话中&奥莱

更是对克拉尔赤裸裸地"诱导#$违背了研究者伦理&

也有失职业道德%&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置后者

对"性侵#的否认'模棱两可的说辞等于不顾&直到最

终"证实#了"卢卡斯5性侵1了克拉尔#这一结论(这

完全违背了胡塞尔"面向事物本身#的认识原则&没

有"敞开#自己'将自己从偏见和已有态度中解放出

来&无法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必然看不清"谎言#

迷局(因此&要认清迷局'判断克拉尔有没有说谎&

首要就是"面向儿童本身#&向儿童"敞开#自己(如

此&才能"回到儿童本身#&不带偏见地接收来自克拉

尔的"显现#&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运用儿童视角)抓住通往儿童生活世界的

那一束"亮光#

如果说"面向儿童本身#是向儿童敞开自己&代

表在面对儿童时的一种"搁置#态度和"反思#的状

态(那么&我们还需要一种方法来抓住来自儿童生

活世界的"亮光#(这一方法就是一种特殊的成人视

角///儿童视角&即成人基于儿童"是其所是#的显

现'"如其所是#地认识理解儿童的方法立场(这一

方法立场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即"让人

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

看它#

+

D

,

'#

(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意为"儿童的视

角#&即"来自儿童5由里及外1$

3,;3N5)*<

%的观点或

立场表达#

+

F

,序&

:3

(与儿童的视角相对应的是"儿童

视角#&即"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尝试5由外及

里1$

)*<;3N53,

%地探究儿童所使用的方法#

+

F

,序&

:3

(

在儿童视角与儿童的视角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

"异质性#///"5儿童视角1表明了对5儿童的视角1

的无限接近&这既是一种接近的无限可能性&同时又

代表一种无限不可能性///二者永远都不可能完全

叠合(#

+

#

,

"按照撒谎的初始动机&将谎言分为利他谎言和

利己谎言(#

+

%

,有研究表明)"家庭环境的娱乐性能够

显著负向预测幼儿的说谎行为#

+

$

,

(从影片后续叙

事中似乎可以看出&克拉尔"撒谎#有着典型的利己

倾向(同时&家庭中"娱乐色彩#的缺乏也为其"撒

谎#提供了部分理由(然而&克拉尔究竟有没有说

谎&笔者认为应该站在一种更为本体'意义更为完整

的视角来审视&在克拉尔"谎言#迷局中&我们首先需

要根据克拉尔"是其所是#的显现判断"克拉尔有没

有说谎#(有学者指出&如果一种言语表述被认定为

谎言&需要符合三个方面的特征)事实///言语是否

符合真实!意图///说话者是否有意欺骗!信念///

说话者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

+

G

,说话者言语不符合

事实'意在欺骗'不相信自己的话&则为说谎(当然&

"意图'信念及事实三个成分在个体定义说谎时所占

的比重不尽相同&因此&它们对说谎概念的贡献也不

一样(#

+

G

,

0<+3M1-+<]eA*+<),

$

#GG"

%指出)与儿童

相比&成人把信念成分看得比事实或意图更重些!如

果认定言语表述是错误的&则把意图看得重于事

实(

+

#"

,当克拉尔说出"我讨厌卢卡斯6#'"他很蠢&而

且长得也不好看&他还有小弟弟(#'"他的是硬的&硬

得像根木棒(#'"他送给我一颗心&但我不想要#等话

语时&作为"局外人#$置身事外的人&如观影者%&我

们似乎都会判断克拉尔在"说谎#(因为她说的话不

符合真实'为了"报复#卢卡斯而欺骗'她似乎并不相

信自己的话&这些都构成了克拉尔正在"说谎#的有

力证据&特别是她的意图$报复卢卡斯%&更是为判断

其说谎时添加了浓浓的感情色彩(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0 克拉尔说出"他的是硬

的&硬得像根木棒#&正如葛瑞泽所说"她很有想象

力#&幼儿皆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他们会把一些在成

人看来不着边际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克拉尔能描述

出如此的细节&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想象力的"拼结#(

通过观看影片&我们知道克拉尔在哥哥托斯汀的影

响下&对男性的生殖器有了一定的观感和了解&她厌

恶$羞愧于%哥哥等人给她看男性生殖器官的画面&

附身亲吻卢卡斯时恰好"触碰#到了卢卡斯的生殖器

官&后来又正好遭遇了卢卡斯对自己"示好#的拒绝&

"失望#和"被抛弃感#让她在二者之间产生联想&从

而做出相应的陈述(第二句话"他送给我一颗心&但

我不想要#(在幼儿的思维发展水平上&"主客体互

渗#最能揭示这一点(克拉尔送心形手工给卢卡斯&

但被后者拒绝了&这种拒绝让克拉尔很失望&并且伴

有"受抛弃#的体验和"被抛弃#的担心(为了缓解自

己内心"失望#而带来的不适感&克拉尔让自己和卢

卡斯进行了一个"换位#&将自己转到主动的一方以

试图消解这种不适(如此看来&克拉尔的相应言语

是否真实有待斟酌)这种真实是外部真实还是内部

真实0 如果以外部真实来判断&克拉尔显然说了谎!

但如果以内部真实来判断&克拉尔自己体验到的或

许就是真的(

对于谎言的"意图#$因认定克拉尔言语表述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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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所以"局外人#视其为判断卡拉尔说谎的重

要证据%&由于前面的"事实#特征的模糊性&如果说

"克拉尔为了报复而说谎#&这明显缺乏证据(最多

只能说由于克拉尔的陈述&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卢卡

斯的伤害&在克拉尔的主观里她并不想造成这样的

局面(特别是到了后面&克拉尔$隐约%发现由于自

己说过的话&给卢卡斯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时&她

力图改变'否认自己原来说过的话&以减小$消除%这

种影响(在卢卡斯到克拉尔家找到西奥辩解'最终

被阿格尼丝逐出门时&克拉尔看到了卢卡斯&主动与

卢卡斯打了个招呼(后来克拉尔对阿格尼丝说)"他

什么都没有做&我胡说的蠢话&仅此而已(而现在幼

儿园的孩子们都在谈论这事&这不是真的#&最能代

表克拉尔后来的真实想法(

对于"信念#&在克拉尔的理解里&有时她相信自

己说的是"真的#&比如通过直接的陈述&或者在别人

$葛瑞泽'奥莱等人%问到时&肯定地点头!有时又否

定自己的说法&比如她在奥莱的询问中的否认'对妈

妈说"他什么都没有做#&"这不是真的#&并在其他人

面前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因此&"克拉尔有没有说谎#这个问题值得反复

斟酌(我们不能单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判断&而应该

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儿童的"谎言#(当我们真正

"敞开#自己'以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为切入点&运

用儿童视角去认识理解克拉尔的生活世界时&才能更

合理地思考和判断这一问题(于是&这个时候我们继

续纠结于"克拉尔有没有说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

们更应该审慎地追问)"克拉尔为什么5这样说10#

%三&回溯求证)探寻"克拉尔为什么,这样说-#

为了更进一步地看清克拉尔"这样说#的原因&

我们将在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视域中审视克拉尔的

"谎言#迷局(胡塞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当下

化#&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克拉尔的"谎言#迷

局("通过回忆和期待&我将过去和未来当下化&即&

我将现实的'当下的'或近或远的时间性5环境1

$

98

P

5R*,

P

%当下化33所以&5回忆1和5期待1的被

给予方式被归结到5当下拥有1的被给予方式

上(#

+

##

,

!"

"当下#是一个整体概念&包含了儿童的过去

与现在(通过"当下化#&"我#不断地将儿童的过去'

现在纳入到"当下#之中&实现对儿童意义的整体把

握(因此&要回答"克拉尔为什么会5这样说1#&就要

回到克拉尔的"这样说#$最直观给予的"当下#%的发

生境域&去回溯求证&最终诠释克拉尔言语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克拉尔与卢卡斯之间的关系(

影片中&克拉尔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超市门外等卢卡

斯(卢卡斯提着两袋物品从超市走出来&唤起芬妮

$

J-,,

=

&卢卡斯养的狗%准备离开&看到了克拉尔&

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

卢卡斯!#有什么事儿吗*$

克拉尔!#我迷路了($

卢卡斯!#噢"是吗* 你爸爸妈妈呢*$

克拉尔!#在家)我没注意往哪儿走"走着走着

就到这里了)$

卢卡斯!#你不想踩到路上的网状线条吗*$

克拉尔摇头)

卢卡斯!#所以你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克拉尔!#我不记得路了)$然后耸了耸肩)

卢卡斯!#啧"这的确很困扰)$卢卡斯在克拉尔

面前弯下腰!#不过我认识路"我带你回去*$

克拉尔点头)

卢卡斯!#我注意方向"你注意线条)$

''

克拉尔不见得就是真正"迷路了#&不过从对话

中&可以看出克拉尔对卢卡斯有着深深的依赖&这种

依赖&与克拉尔在家中的处境有关///伴随着这种

依赖&是克拉尔在家中的无助和孤独感(

克拉尔坐在家门外花园内"卢卡斯走了过来)

#克拉尔"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好($克拉尔招呼卢卡斯)房子内"西奥夫妇

正在争吵)

西奥!#听着"你必须带她去幼儿园)$

阿格尼丝!#我们说好的)$

西奥!#说好什么*$

卢卡斯问克拉尔!#他们在吵架*$

克拉尔望着卢卡斯"点了点头)

卢卡斯!#你不开心吗*$

克拉尔仰望着卢卡斯!#没有"只是他屁股需要

被踹一脚)$

卢卡斯笑了!#我送你去幼儿园*$

克拉尔点点头!#好主意($

卢卡斯!#我跟你父亲说一声)$

拿出电话打给了西奥''

二人一起离开)

克拉尔!#你注意方向"我注意线条)$

卢卡斯!#行"就这么办)$

二人手牵着手往幼儿园走去''

对话中&屋内西奥和阿格尼丝正在为送克拉尔

去幼儿园的事争吵&争吵之间交织着卢卡斯与克拉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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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对话(一边是争吵&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

哪里!一边是卢卡斯主动送克拉尔去幼儿园&二人甚

至形成默契///"你注意方向&我注意线条#(这种

默契还有"只是他屁股需要被踹一脚#的调侃(从这

些细节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非常好&克拉尔十分依赖

卢卡斯&更加衬托出克拉尔在家中的无助和孤独(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在这种关系背景下&克拉尔

在幼儿园的遭遇(在克拉尔与葛瑞泽的对话之前&

即克拉尔"这样说#之前&幼儿园内发生了一出场景)

幼儿园内"克拉尔坐在桌子旁专心地制作一个

礼物)做完后"她很认真地用纸把礼物包装好"并用

透明胶布封了起来"然后用笔在上面写着一些内容)

''

克拉尔倚在门旁"微笑地看着卢卡斯与其他小

朋友疯闹''克拉尔笑着跑上去"伏在了卢卡斯的

身上"亲吻卢卡斯)卢卡斯推开克拉尔"站起身"对

大家说!#快去吃水果)$并叫住了克拉尔!#克拉尔"

你过来一下($

卢卡斯!#我在我的裤包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

礼物)$看着克拉尔"从裤包里拿出礼物!#把它送给

同学吧)$

克拉尔望着卢卡斯!#这不是我的)$

卢卡斯!#上面写着+克拉尔,)$

克拉尔摇晃着头!#肯定是有人在跟你开玩笑)$

卢卡斯!#好吧"那就把这个给你妈妈吧"或者给

制作它的那个人)还有"亲吻只限于跟爸爸和

妈妈)$

克拉尔一字一顿地说!#这不是我的)$

''

卢卡斯的态度让克拉尔感到疑惑)本来满怀期

待&结果当头一棒6 被自己最信赖的人拒绝&克拉尔

感到深深的失望&并伴有难堪和羞愧&以至于最后拒

绝承认"礼物#是自己送的(

第三&"被拒绝'疑惑'失望'羞愧'被抛弃'愤怒#

等交织在一起&使得克拉尔"这样说#(在克拉尔的

言谈中的四句关键的话)"我讨厌卢卡斯6#'"他很

蠢&而且长得也不好看&他还有小弟弟(#'"嗯&但是

33他的是硬的&硬得像根木棒(#'"他送给我一颗

心&但我不想要(#如果仅仅孤立地看这四句话&我们

会得出影片中大多数人的判断)克拉尔讨厌卢卡斯&

因为卢卡斯对克拉尔做了不道德的事儿(然而&当

我们了解了各种生活场域中克拉尔的遭遇后&我们

就会更理解这些话本质的含义(克拉尔与卢卡斯关

系亲密&极度依赖卢卡斯&这与其在家中的孤独'无

助'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有关!当克拉尔通过亲吻'送

礼物等方式向卢卡斯表达这种亲密和依赖时&遭到

了对方的拒绝&于是&克拉尔感到很失望&有被拒绝'

被抛弃的体验&感到羞愧&进而产生愤怒(因此&"被

拒绝'疑惑'失望'羞愧'被抛弃'愤怒#等构成了克拉

尔的当下状况及体验&这种状况及体验&凝结了其发

生境域&二者一并构成克拉尔最直接的"当下#&引发

了克拉尔的"这样说#(

三$结语!不要让儿童生活世界的"假象#

蒙蔽了双眼

事实上&克拉尔所说的最关键的四句话中&并没

有向我们表明"卢卡斯性侵了克拉尔#(不论是"局

外人#&还是"局内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主观臆断

去理解克拉尔的话语("局外人#因对事件的整体了

解&"看到了#克拉尔的"邪恶#意图&从而判断克拉尔

说谎!"局内人#因对事件的不了解&误读了克拉尔的

信息&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二者都是受儿童生活世

界的"蒙蔽#所致)"局内人#没有收到儿童"显现#的

信息&误读了不相干的信息!"局外人#接收到了儿童

"显现#的信息&却误解了这些信息(

"儿童是什么样的&要看我们眼中有没有5儿

童1(#

+

#!

,

#%D

"认识理解儿童&或许正如神灵的5谕

示1///只有虔诚的信徒才有机会得知一二(而为

了这5一二1&我们需要的是一生的修行(#

+

!

,在儿童

生活世界中&要善于合理运用"明见性#与"我#的"权

能性#&识破儿童"假象#("胡塞尔将哲学中的本原

被给予称为明见性$

T:3N5,]

%(明见性的特征是直

观&在这种直观中&我以无兴趣的'不参与的考察方

式看到对象&即看到某些普遍本质联系(只要事物

是在此时此地的当下中显示给我&那么对这事物的

感知便是直观(#

+

##

,

$对于"权能性#&"胡塞尔将这些

在感知事物上出现的多种被给予方式称为5映射1&

这些映射中的一部分///当下进行着的映射///

5真实地1'直观地将事物显示给我&而其他的映射则

是作为可能性而被我意识到的&我可以将这些可能

性转变为真实的直观(这种可能性作为某种处于我

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而被我拥有&因此&胡塞尔将它

们称之为5权能性1$

>5+8i

P

.3M1V53<

%(#

+

##

,

#"明见性

与权能性是辨证统一的&没有明见性的权能性是无

源之水&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背离儿童生活世界!没有

权能性的明见性只会让我们遭受"蒙蔽#&无法真正

看清儿童生活世界(明见性是"本原被给予#&将

"我#直接置身于儿童面前'置身于儿童生活世界之

中&接受来自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的意义内容及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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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丹麦电影-狩猎.中克拉尔的"谎言#迷局

内容之间的普遍联系!权能性则将"我#从儿童生活

世界中抽取出来&获得审慎反思的"局外人#身份&将

不能直观感知的内容$某种可能性%不断地与儿童的

"直观给予#发生联系&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

直观#&"如其所是#地构建儿童生活世界的意义&从

而深入认识理解儿童(如此&我们方能有效地运用

儿童视角&栖居于孩子自己世界的一角"清净

地#

+

#&

,

#'$

&获得我们自身诗意存在的居所(

'注
!

释(

"!

同事的原话是)"李老师&电影-狩猎.从幼儿心理学如何

去看它0 幼儿说谎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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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儿童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这种不符

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应该果断摒弃(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需要以身作则&给孩子们树

立好榜样&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在我国&长辈与晚辈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尊卑

观&这深深影响着我们(孩子做错了事&一些父母会

教训甚至打骂孩子&这样导致很多孩子对父母有一

定的畏惧感&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弟子规.

在学前教育阶段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做表面

上的言传&家长应该摒弃-弟子规.里"尊卑贵贱#的

思想&与孩子平等的交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可以

根据孩子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家规#&并与孩子一

同遵守规定&孩子能够自己完成的事应该放手让孩

子独立去完成&这样既能提高孩子各方面能力&又能

树立儿童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可以有效促进孩子健

康成长(家长只有剔除-弟子规.中不合时宜的糟

粕&做到言传身教&才能真正发挥-弟子规.在学前教

育阶段使用的益处(

有学者早就提出"国学教育中传统观念的现代

转化十分重要&既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又要避免让陈

旧'不合时宜的内容误人子弟(#-弟子规.中有些教

育思想及道德观已经完全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

了&所以我们在运用-弟子规.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时

候&要持扬弃的态度&做到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让幼儿在学习了这些道理之后多去实践&也只

有通过实践&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全社会

成员的日常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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