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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高素质的人口，韩国在六七十年代成功接下了发达国

家转移下来的产业链，轻工业发展迅速，从此开启了全面工业

化道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的教育随之异化。如果说 60

年代之前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那么从 70 年代开始，就变成了

对重点大学学历的全民竞赛。

韩国有三所最高学府，分别是“首尔国立”“高丽大学”

以及“延世大学”，合称 SKY，也叫做“天空联盟”。这个

SKY 就是几乎所有韩国学生的终极目标，因为它是进入上流社

会的敲门砖。2018年，曾经在韩国引起轰动的电视剧《天空之城》

就讲述了几个韩国顶级家庭为了孩子考入 SKY 而发生的悲剧性

故事。

剧中的爸爸们不是银行高管，就是医院主刀、大学教授，

甚至不少人本身就是高考状元这样的学霸，在家辅导孩子的“虎

妈”也不乏哈佛博士，为培养出“学二代”无所不用其极，全

家总动员。艺书的妈妈韩书珍道出焦虑：“现在是不惜伪造成绩，

都要把孩子送入名牌大学的疯狂时代，那些不富裕的人都会借

钱去给孩子找辅导，应有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如愿考上医学院的顶级富豪的儿子却向他的妈妈控诉：“我

从 7 岁开始，1 年 365 天，一天不落都在学习，不管我生病还

是昏倒，你一直逼着我去学院学到凌晨 2 点，我得不了第一就

没资格吃饭，我成绩如果下降就让我出去死掉……”

顶级富豪的儿子尚且需要如此拼命，更何况普通人家的孩

子！所以，在韩国中学生中，还有着“四当五落”这种说法，

意思是说一天睡 4 个小时会考上心仪的大学，一天睡 5 个小时

则可能落榜。

《天空之城》本来是着意刻画韩国 1% 的上流家庭，如何

不惜花重金为孩子请私教，培养自己子女进入名门大学，甚至

到达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状态——家长们在学习房设置隔音墙，

用计时器、摆动机械计算孩子答题的时间。为模拟考试环境，

使学习效果达到最大化，甚至连灯光温度、墙面装饰、桌面摆

放都有严格限制。

结果，剧中能够帮助孩子考入名校的金牌高考协调员，成

了最大赢家。尽管在剧中这位心理极其扭曲、为了能够帮助“天

空之城”的孩子们考上名校，不惜沾染鲜血，残害无辜人性命

的“女魔头”让人不寒而栗，现实中，人们不但没有批判“女

魔头”，反而热切地互相打听，到底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高考

协调员。这真是有点让人始料未及。

及至 2021 年，又一部描述韩国富人区教育话题的韩剧《顶

楼》爆了。女主含着金汤勺出生，却一直接受着“不成功的孩

子不值得被爱”的残酷教育。为了获取成功，她不择手段，试

图除掉一切阻挡自己成功的人，甚至不惜“弑父”。

她的女儿也成了这种教育的牺牲品。因为自己从小是被这

样严格要求长大，她完全无视女儿的天资有限，培养女儿心里

对竞争对手的仇恨，让原本胆小怯懦的孩子变成了不择手段的

人，最终出现了精神问题……

在韩国从事教育工作的阎君告诉《新民周刊》，这两部剧

是韩国教育生活的真实写照，很大程度上是江南区的特有现象。

江南地区是首尔的富人区，首尔大约有 60% 的医生、54% 的律

师以及一半以上的高级官员都住在这里。

“唯学历至上”的意识在韩国人眼里根深蒂固，富裕的家

庭理所应当地斥巨资给子女上好的补习班，请明星老师一对一

授课，从而考上名牌大学，得以延续家族的社会地位。因此在

首尔江南区这个富人扎推的地方，催生出首尔江南区大峙洞“韩

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仅仅这条街就有上千家补习班，每

年创下的经济值高达 20 万亿韩元（约 1126 亿元人民币）。

这些补习班费用昂贵，江南区多数家庭每个月补习班花费

都要超过 100 万韩元（人民币约 6000 元），甚至有的家庭超过

了 300 万韩元（人民币近 2 万元），而这些学院也不是想进就

能进的。能在这里学习的孩子大多都是成绩不错，以名校为目

标院校的优等生。

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办？父母也只能倾其所有、努力让孩子

上补习班，弥补各项不足。因此，人口只有 5000 万的韩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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