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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娃成癖当心影响亲子关系
持续过度曝光可能导致孩子心理健康问题

    在英国，自豪的父母平均会在

孩子 5岁前就把约 1500张照片上
传到网上。随着社交网站脸书今年

迎来 15岁生日，第一批在脸书“露
脸”的新生儿也已成长为十几岁的

青少年，许多人刚刚发现自己的隐
私不同程度被侵犯了。

生活不由自主被曝光
“我还记得赫敏最后一次开心

地摆姿势照相时的情景。”41岁的

凯利·怀特黑德回忆起她 18岁的女
儿时感叹道，“那天是她 13岁生日，

我拍下了她和朋友们的照片，分享
到脸书上。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

凯利自从 2008年注册脸书以

来，就喜欢上传孩子们的照片。她的
两个儿子查理和詹姆斯现在分别是

14岁和 12岁，当时还在蹒跚学步。
“我不假思索地上传了他们在运动

会上的视频，还有一些他们可爱表
情的照片，或是他们在做的一些傻

事。这是一位为子女骄傲的母亲的
内心独白：‘看看我可爱的孩子。’”

当赫敏 14岁注册脸书时，凯利
才意识到孩子们会反对她的做法。

“在我上脸书之前，我并不知道她会
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赫敏说，“然

后我意识到我的整个人生都在那里

被晒出来，这很可怕。”

青少年隐私意识兴起
好莱坞女星格温妮丝·帕特洛

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一张与女儿滑雪

时的自拍照，结果被 14岁的女儿爱

普叫了过来：“妈妈，我们讨论过这
个问题。没有我的同意，你不能发表

任何有关我的东西。”
临床心理学家珍妮丝·希勒说：

“爱普这样做并不奇怪。当孩子到了
十几岁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我意识，

想要塑造个性⋯⋯如果妈妈不停在
网上发帖，就等于剥夺了孩子学会

如何表达自己的机会。”
和格温妮丝一样，凯利一开始

也不明白赫敏为什么要抗议。“我有

点不屑一顾，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
是无害的，但她开始变得非常生

气。”经过适当的讨论，凯利开始理
解女儿的观点。“她告诉我，这一切

都是关乎在网上塑造个人形象⋯⋯

她想要控制自己被别人看到的方式

和看到她的人群，所以尽管我只是
想上传她的可爱照片，我知道必须

尊重这个界限。”
如今，赫敏的社交网站主页上

满是她朋友给她拍摄的黑白照片，
她说“这样比彩色照片好看多了”。

“我和妈妈吵了好几次架，我们现在

达成了一个协议，她发照片前必须
先确认一下，如果被我拒绝也要坦

然接受。”
研究发现，大多数 12岁至 14

岁青少年希望父母发布有关自己的
信息前，得到自己的许可。部分问题

在于，两代人对如何在网上展示自
己有不同的想法。如今的青少年成

长在一个过滤和修饰的时代，他们

的父母却常常抱着“不加修饰的家

庭相册”的心态。

父母应尊重孩子意愿
研究“晒娃成癖症”的丹麦奥胡

斯大学媒体研究教授玛雅·索尼·丹

母卡扎尔说，父母应该尊重孩子，并
尊重两代人之间的界限，树立懂得

倾听的良好榜样。然而，她也承认现
代父母承受的压力，包括社交网站

鼓励人们不断分享的机制。

希勒警告，如果父母的自豪感
与在网上发帖联系太过紧密，他们

应该审视自己。她说：“如果发布信
息的行为已成为强迫症，这可能意

味着与社交媒体的关系不健康，例
如可能在同辈人中对发帖这样的事

有竞争感。但当这变得比尊重孩子
的意愿更重要时，就错了。”

50岁的朱莉娅·钱皮恩在网上

发布 13岁女儿罗西的照片，文字说
明是“罗西的激动时刻，这是她第一

次正式约会”。“赞”和“祝你好运”的
评论源源不断涌进来，但罗西让她

把照片删掉。“她说这很尴尬。”朱莉
娅说，“所以我删除了照片，但后来

她一走，我又把它发出来了。照片是

那么甜蜜，发它只是为了好玩。”
希勒对此表示震惊，她说：“父

母绝对不应该暴露孩子的生活，青
少年需要隐私和安全感，这样才能

建立自信。如果在网上持续过度曝
光子女，有一天可能导致子女心理

健康问题。” 申忻

“东学西渐”中草药西方也着迷
生活方式回归自然“重治疗”变为“重预防”

    在以麻醉药、手术刀、标准化包

装药片为代表的西医流行前，人类
一直依赖草药治疗疾病。而如今，无

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是讲究科学测
量、数据计量的西医当道。

以中医药为代表、讲究“自然合
理”的传统草药的价值是否依旧？如

何在注重“科学合理”的世界搏出一

条新路？

欧洲普遍种植草药
在英国伦敦街头，有一个不起

眼的古老手术博物馆和草药阁。据

说在英国人推崇草药的 18世纪，这
个地方曾被医院用来存储和加工草

药，大批医学院学生来这里琢磨如
何配置草药、治疗疾病。

事实上，不只是英国，古代欧洲

人普遍种植和使用草药。公元 64年
的一本《药材》图文并茂地介绍当时

欧洲人惯用的草药，公元 8世纪成
书的《楼学药书》是德国第一本方药

兼收的药学著作，1588年的《新草
药书》更是收录了 3000多种草药。

金盏菊、欧洲龙芽草、山金车等
都是在欧洲有着悠久使用历史的草

药。长相普通的洋甘菊花在欧洲家
喻户晓，欧洲人常常将它制成药物

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或是消炎，既可
内服也可外敷。而德国巴伐利亚北

部的法兰肯地区有着“草药之乡”的
美誉，当地人几乎家家户户在屋边

种草药，连拌沙拉、烤蛋糕都要加点
草药才好。

西方人被中医吸引
在近代中国，依赖科技手段和

医疗器械诊治疾病的西方医学伴随

着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而西学东
渐。一些西方人同样被博大精深、神

秘莫测的中国医学所深深吸引，踏
上了对中医和中药的探索道路。

16世纪，来自欧洲的耶稣会教

士在日记本里记录了他们的惊奇发
现。看起来并不科学的中医医师们

竟只是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像弹钢
琴似的把了个脉后，就能开出草药

方子，而且能治好患者的疾病。
除了惊奇，中医也激发了一些

西方人的灵感。上个世纪初期，旅居
在中国上海的美国牛奶公司商务代

表卡尔·宏邦也被神奇的中医所吸
引。生物学出身的他尤其对注重阴

阳平衡的中国传统医药理论十分着

迷，于是留心观察普通中国人的膳
食结构和得病情况，旁观中医医师

为人诊病、“偷师学艺”。渐渐地，卡
尔·宏邦有了灵感，萌发了加工植物

并生产营养素补充剂的想法，而这
正是安利纽崔莱品牌的来历。

如今，随着人们对疾病与健康

的认识不断提升，全球医学发展趋
势已经由“重治疗”转变为“重预

防”，这与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
理念高度契合，中医中药日益显现

出特殊的价值。

如何更科学是难题
在疾病治疗方面，草药还能否

找回曾经的荣耀？

道路是曲折的。一些人以西医
为标尺，嘲笑中医“关于解剖学和生

理学的知识几乎为零”，认为西医才

是现代科学，中医不科学甚至迷信。
哪怕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让人类在征
服疟疾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并

因此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诺
贝尔奖，对中医及中草药的争论依

旧纷纷扰扰。

在讲究“科学合理”的西医成为
医学界主流的当下，如何证明草药

的的确确能治疗疾病？如何建立科
学的标准，传承与创新，让它能够

“东学西渐”？这成了摆在讲究“自然
合理”的中医药面前的一道难题。

终会回归“全棉时代”

如何让传统的中草药有治疗疾
病的“真凭实据”？

在无锡的梁鸿国家湿地公园附
近，有一片占地 500亩的土地，生长

着从枸杞到桑葚、从杭白菊到迷迭
香的各种植物，研究人员专注于中

草药的有机种植研究和提取物研

究。正是在这里，安利植物研发中心
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合

作，参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项，
完成了杭白菊的全长转录组遗传信

息发掘，使我国成为首个完成菊属
植物菊花全基因组测序的国家。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回
归自然，越来越多人发现还是纯棉

衣服更好。”王林元乐观地表示，“我
相信，终有一天人们对中医药的认

识也会回归‘全棉时代’。”玖田

    中国十三五科技部重点研

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
项首席科学家、 北京中医药大

学教授王林元表示， 虽然中医
药在疾病预防、 慢性病及疑难

病症、 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作
用逐渐得到国际认可， 但中药

复方保健产品存在理论指导不

到位、功效评价不完善、现代科
学内涵不明晰、 产品研发体系

不规范等问题， 严重制约中医
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 也凸显

相关研究的迫切性。

比如， 寄生在西北沙漠梭

梭树根部的肉苁蓉是传统的名
贵中药材，“补精血、 滋肾阳”。

然而要将它的作用和原理解释
给西方人听， 就要让传统的养

生文化与科技碰撞， 从科学角
度分析和解释，古为今用。

通过对不同品种肉苁蓉的
植物营养物成分的药理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管花肉苁蓉的总
苷尤其是松果菊苷具有显著的

促进新陈代谢、抗衰老功能，如
果再与补益心肺的银杏叶提取

物相结合， 更有助于改善记忆
力。于是有了中草药产品“银杏

苁蓉片”的问世，并且在日本、

美国、俄罗斯等 13个国家和地

区上市。

“这就是用现代科学诠释

中医传统养生文化的一个成功

案例。”安利大中华研究开发及
技术法规副总裁陈佳说。

现代科学诠释
中医养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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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媒体

研究教授安德拉·西巴克就社
交媒体使用情况采访了几对母

子，孩子们的年龄在 9岁到 13

岁之间。

虽然一些家长说， 他们在
孩子有了自己的社交网站账户

后就不再疯狂晒娃， 但其他家

长仍然经常在网上晒娃。 一名
母亲说， 她在把孩子的信息或

照片发到脸书前不会征求孩子
意见。 她说：“我可以也应该征

求意见，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
问过。 ”另一名母亲说，在女儿

明确要求她不要发帖后， 她还
是发了。 “她有时会说‘别上传

到任何地方’，但我觉得我有权
上传或不上传，她还太小。 ”

除了不尊重孩子的隐私和
自主权， 晒娃成癖还会对孩子

的社交生活产生意想不到的潜
在影响。 西巴克在研究中了解

到很多孩子的故事， 在父母把
他们的照片发到网上后， 他们

就成了校园欺凌的目标。“有时
候孩子们感觉很糟糕， 都不想

上学了，因为同学捉弄他们。有
一个女孩的母亲在博客上晒出

家庭照片， 一些男孩发现照片
后就开始欺负这个女孩。 ”

更糟糕的是， 许多成年人
和青少年一样抱怨父母晒娃成

癖。 西巴克说：“这种事情并不

会随着孩子离开摇篮或上学而
结束，只会一直持续下去。 ”

家长坚持晒娃
不顾孩子隐私

■ 孩子再萌也不要晒娃过度 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