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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假装专家

偶尔发现一个自媒体账号叫“农民入门

宝典”，视频里有真人教学：“地上先摆一

块砖头垫底，上面横着放，一块、两块……

能搬几块放几块，双脚分开下蹲，双手抱紧

底部，双臂夹紧砖头……”评论区里的年轻

人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大学课堂应该教

的”“这才是大学生的职业辅导课”“新时

代的《齐民要术》《农政全书》。”

“农民入门宝典”还教授很多其他的“实

用技巧”：怎么钉钉子、怎么扎钢筋、怎么

拌砂浆、怎么磨剪刀、怎么

扫地擦桌子……我一开始以

为这是一个搞笑博主，后来

看看博主挺认真的，观众都

是相见恨晚的样子：怎么就

没有人教过我呢？

年轻人经常把辛苦的工

作比喻成“工地搬砖”，但

其实他们未必会搬砖。搬砖

的知识理解门槛并不高，但是如果没有人

教，要自己去琢磨的话，少不得把人类历

史上吃过的苦再吃一遍，付出血的代价。

我的意思是，现代生活的很多常识，被

我们抛弃在了教育之外。我们经常用“五谷

不分、四肢不勤”形容懒惰的人，但我觉得

这么形容不会搬砖、不会拴绳子的年轻人并

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学习这些

技能。

首先，我们的学校教育并没有纳入这

些生活技能。网上很多人吐槽有一类教材

具有“防自学机制”，教材从抽象到抽象，

从概念的演绎到概念的演绎，给定义、讲

历史、上价值，就是没有应用场景，甚至变

成福柯讲的“知识体系”的内部繁殖。最著

名的段子是《爱情公寓》里没找过一天工

作的大学老师胡一菲教的“大学生就业导

论”。

其次，后现代的生活追求效率、安全、

整洁以及规模化，屏蔽了很多危险，也屏

蔽了人和物理世界的丰富接触，让人更多

沉溺于网络交流当中。孩子们也被保护得

太好，不像父辈小时候那样有机会钻进工

地里围观搬砖头、扎钢筋、

浇水泥。家庭生活用品（特

别是食品）的高度工业化、

产成品化，也“剥夺”了年

轻人学习生活技巧的机会。

现在年轻人去菜场的机会

很少，且菜场也没有活禽了，

看不到杀鸡、放血、刮鱼鳞

什么的。

70 后、80 后的童年，熬鸡汤意味着：

前一晚家里买了一只老母鸡，烧一大盆开

水，菜刀割喉、放血、开水烫毛、取内脏等

一系列的“仪式感”。对于 00 后的孩子来

说，鸡只是冰柜里拿出来的食品工业产成

品，甚至它还是以鸡胸、大腿的“零件”形

式出现的。对他们来说，鸡只是商品，和生

命无关，也难以理解人通过杀鸡、取卵等

仪式和鸡完成的文化联接。

社会已经非常有科幻感了，生活中甚至

不用接触人，学习甚至不需要了解它的用途，

年轻人想搬砖，还得专门看视频学——总之，

我们和世界的接触点越来越少了。

年轻人上网学“搬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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