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们拥有一把精美的刻刀

张卫生 刘建梅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位农夫得到一块玉，想把它雕成一件精美

的作品，可他手中的工具是锄头。很快，这块玉变成了更小的玉，而

它们的形状始终像石头，并且越来越失去价值。

我们成为父母的那天也得到了一块玉———可爱的孩子。但多

年后，一些人收获了剔透的玉器精品，一些人眼瞅着“玉石”的变化

越来越失望。最终雕刻成什么样子，更多的在于我们手中握着的是

一把精美的刻刀还是一柄粗糙的锄头。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一颗爱

孩子的心固然重要，但更要懂得如何去爱孩子，如何去教育、培养

孩子，让自己手中握着的是一把精美的刻刀。

一、少一点物质顾虑，多一点细致耐心

《青年文摘》上曾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个男人，买了一辆梦寐以

求的崭新轿车，晚上连做梦都会笑出声来。当他有一天早上准备去

为新车打光的时候，发现四岁的儿子居然用一块尖利的石头胡乱

地刮割车子，那深蓝色的轿车，像结了一张丑恶的蜘蛛网。他血气

上冲，一个箭步飞上前，抓起孩子胖嘟嘟的小手，发疯似的用那个

准备打光的装着亮油的罐子拼命地、重重地、狠狠地打。住手时，哭

得歇斯底里的孩子几近昏厥。医院里，孩子柔嫩的小手骨断筋裂，

已是无可救治的伤残，医生不得不动手术把他的五根手指切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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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醒来后眼泪汪汪地问父亲他的新手指什么时候能长出来

时，男人恨不能以头撞墙，自责与疼痛深入骨髓。他踉踉跄跄回到

家，发狂地踢那辆车。接着，他用手温柔地抚摸被孩子刮出的那些

乱线，摸着、看着。突然，他双目圆睁，如遭雷击，这根本不是什么乱

线，而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字：“爸爸，我爱你！”当天晚上，这位父亲

就自杀了。

这是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孩子无辜的五根手指因为父亲

一时的冲动，主观臆测了孩子行为的动机而支离破碎，父亲如日中

天的生命因为自己的愧疚选择了灰飞烟灭，怎能不让人为之惋惜，

为之哀叹，为之深思？

大家仔细回顾、仔细搜索，我们在面对孩子破坏了某个物件的

时候有没有武断地责难过孩子？比如说当孩子把米饭当作装饰品涂

满身体甚至洒满地板的时候，当孩子本想去给你倒水却打碎了你

最心爱的价格不菲的水杯的时候，当孩子尝试着给你熨烫衣服却还

你一个破洞的时候……如此种种，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不是主观

臆测了孩子行为的原因？你有没有耐下心想过、问过孩子的出发点？

你血气上涌更多的关注是衣服、地板、水杯还是孩子当下的心境？应

该说，许多时候，物质是会不经意地把父爱和母爱暂时谋杀掉。

故事中的小男孩只是想表达对父亲的爱，只是由于年龄太小，

不知道汽车是不可以乱刮的，但是父亲如果多一点耐心，问问孩子

为什么划，相信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要知道，车乃身外之物，毁坏

了可以重新来过，无非是多花点钱。可惜的是这位父亲放任心中对

物质流失的恼怒，情绪失控，想当然地认为孩子顽皮了，犯错了，最

终丧失了收获儿子稚嫩却充满浓浓爱意的那份悸动，丧失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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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成长的机会，留给了儿子一个伤残的手掌和父亲角色的缺位，

那种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实在令人心痛。

要知道，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更不是父母的私有品，我们

不可以随意以自己的臆测来认知孩子的内心想法，不要让物质因

素成为恶化亲子关系的导火索，要宽容孩子的无知与错误，孩子的

成长需要等待。当然，最关键的是做父母的怎样看待孩子所犯的错

误，错误可以是毁坏性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怎么去引导最重要。

二、少一点冷落怠慢，多一点教养责任

《北京青年报》上曾报道过一件事：一个叫陈宇的上海男孩子，

从大学退学，离家出走，多年杳无音讯，父母多次外出寻找未果。陈

宇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孩子出生后，父母都忙于事业，把他

放到外地的姑姑家，直到五岁才接到身边。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离开

父母已经是非正常操作，当他真正的抚养人变成姑姑时，却又在五

岁这个已经形成较稳定感情的年龄，使他和姑姑分开，把他投入到

一个新的陌生环境。

从报道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父母在后来和陈宇的相处中，缺

少沟通交流，亲子之间有着严重的隔阂。其实，很多由他人长期抚

养的孩子，在回到父母身边后，都会表现出和父母相处不和谐。陈

宇的离家出走，伤透了父母的心，却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他童年的

这段经历，如果家是温暖的港湾，谁会弃之而去？从父母把他送出

去的那刻起，日后的分歧便已预示，痛苦的种子便已埋下。

当代著名女作家池莉说：“我发现从古至今，孩子都是一样的，

家长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太多的父母只愿在孩子身上花钱，

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和心思。实质上是家长变得糊涂了，自私了，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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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了，愚蠢了，懒惰了。”她的话可谓一针见血。每当成人利益与儿童

利益发生冲突时，成人总是选择的主动者，孩子总是弱势方，做出牺

牲和让步的总是孩子。就这样，有的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有的人忙

在喝酒应酬上，有的人沉醉在麻将桌上，或把孩子留给祖辈、亲戚，

或把孩子交给保姆，就这样轻飘飘地把养育的责任推了出去。

如果说农村“留守儿童”存在难以克服的客观原因，社会也已

普遍关注，那么城市“寄养儿童”则更应引起广泛的关注。这部分孩

子大多数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只是他们真正的看护人是爷爷

奶奶或保姆，又或者吃饭在小餐桌，作业在辅导机构，父母只是他

们空间意义上的生活伙伴。同在一屋檐下，却难得见到爸爸妈妈，

与农村留守儿童有着相似的成长境遇，听起来都感觉有些讽刺。他

们是精神上不折不扣的“留守儿童”！

孩子不是小物件，随意寄存在哪儿隔段时间还可完好无缺地

取回来。就算是一只小狗被寄养，它都会因为看护人的突然变化显

示出不适应，何况孩子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成长中的每

种境遇，都会在孩子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痕。我们做父母的，要

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和教育需求，不能到孩子大了，有了这样那样

的问题，才抱怨连连，慨叹做家长的不易。不仅如此，孩子任何不良

的成长过程都有可能成为日后影响他生命质量的一个病灶。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多给孩子陪伴，尽到提供感情和教育的责

任。如果你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能心里只装着工作和社交，不能

仅仅拿出所剩无几的精力和时间的边角料来分配给孩子，要极其

认真地对待和孩子相处这回事。如果由于客观原因，必须和孩子分

离，也一定要想办法尽量减轻和降低孩子在感情上的失落，比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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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让孩子和临时抚养人建立感情。分别的日子里要经常给孩子打

电话，多和孩子沟通，定期去看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时刻在关

心着他。

同时还要注意，一个好的、和睦的父母关系才是孩子健康、快

乐成长的源泉，才是孩子内心最强烈的渴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是孩子从懵懂无知到自我觉醒的支撑者，如果父母关系不

好，整天处于冷战、热战中，孩子看到的总是怒目相向，听到的总是

粗声恶语，感觉到的总是水深火热，这样的成长环境，很容易造成

孩子性格发展的缺陷，由于耳濡目染，孩子很可能变得易怒，脾气

暴躁，与人沟通、交往有困难。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导致孩子的自闭，

因为无论是谁，都会从本质上排斥这种不和谐的氛围，惹不起就只

好躲了。这样的家庭氛围、父母关系，就算你给孩子再好的物质条

件，也无法排解孩子心灵成长之路上的孤独。

三、少一点心理设限，多一点表扬鼓励

一组名为《别人家的孩子》的漫画曾经在网络走红，引发众多

网民吐槽。不少网民都在微博“哭诉”自己被父母拿来和“别人家的

孩子”比较的经历，称“从小就有个宿敌叫别人家的孩子”，痛恨这

个“神一般的攀比对象”。有专家表示，很多父母喜欢拿“别人家的

孩子”来比较，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奋斗努力的目标，这种心情

可以理解，但这样的做法不仅很难起到激励作用，反而会让孩子的

自信和自尊受到伤害。

看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那个著名的“跳蚤实验”。往玻璃杯里放

一只跳蚤，跳蚤很轻易地就能够跳出来，因为它能够跳的高度是自

己身体的 400多倍。如果在这个杯子上加一个玻璃盖，跳蚤就会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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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玻璃盖上，多次重复以后，把玻璃盖拿开，你会发现跳蚤已

经不能跳出这个杯子，它跳的高度正好是原来盖盖子的位置以下。

在这个实验中，跳蚤是有能力跳出来的，而跳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它在内心里已经默认了这个杯子的高度是自己无法逾越的。这种

现象，我们称之为“自我设限”。

我们很多父母，就如上述漫画中所言，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

说事，用人家孩子的优点来攻击自家孩子的缺点。本意是想给孩子

树立学习的榜样或目标，希望通过比较能让孩子发现自身不足，取

长补短，希望通过比较能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这些本都是好的心

意。但家长在表扬“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内心对自己孩子的不自信、

不认同和自卑心理会传递给孩子，“你不够好”“你仅有的能力不能

应对这复杂的世界”等观点。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会内化这

些无助的情绪，就认为自己不行，能力缺乏，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还不如放之任之。这样，孩子的缺点就被固化下来，孩子就难以和

那个缺点隔离开来，于是容易产生一些消极行为：消极地面对外

界，应对困难时缺乏意志力，遇到问题习惯依赖他人，失去进取心，

等等。你想让他尝试什么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行”，这其实

就如那只杯中的跳蚤，头顶上被盖上了一个盖子，只不过这个盖子

是盖在心灵上空。

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在“别人家的孩子”这件事上我一直是注

意的，我从来不拿孩子跟人家的孩子比较。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

历？孩子犯错误了，你首先想到的就是批评，怕自己如果不说，不经

常提醒，孩子就不会改正缺点，就会越来越堕落。你有没有说过“我

都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就是不改”的话？有一位家长甚至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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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点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贴到墙上，想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并能够改正。岂料这种反复的言语批评，这种对缺点的反复提示，

反而容易刺激孩子给自己定性，以为那些坏习惯是自己必然的行

为，就此巩固下来成为总也改不掉的缺点。你期望孩子在批评面前

能够理性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但你有没有想过孩子的反思意识和

控制能力都形成了吗？就算是我们大人，面对别人的一味指责，我

们能够完全做到对孩子期望的那样吗？

而这些被巩固下来的缺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杯子”上的“盖

子”。我们的老师在教育教学中就发现，很多孩子一碰到稍有难度的

试题就放手不做，懒得思考。让他上台演讲，他说天生缺乏这方面的

能力，让他把作文好好写，他说从小作文水平就不行……他们在很

多方面都有一种“自我设限”，好像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早就给自

己的能力进行了定位，踯躅在这个“杯子”里不愿有所突破。造成这

种局势，如果要追根溯源，罪魁祸首应该是当初盖上那个盖子的人。

谁是那个盖上盖子的人？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要注意努力不

要去做这样的人。对于孩子偶尔所犯的小过失不要大惊小怪，内心

一定要坚定一个想法：它只是个“小事”，不是个“错事”，孩子的成

长需要经历这些“小事”，它们甚至比做功课还重要。所以，只要鼓

励孩子改正就可以了，不要责怪，也不要经常提起，不要让孩子有

内疚感和负罪感，否则的话它真能固定成孩子的一个难以改正的

缺点。切记：“盖子”盖上容易，要揭开让“跳蚤”跳出来就难了！

我们不妨在家给孩子设立一个“记功簿”，发挥催化作用，使孩

子从偶尔的良好表现中获得成功的体验，使这偶然的行为最后成为

孩子的一种稳定行为。哪怕你没有时间在实物上设这么一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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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至少要在心里设一个这样的“记功簿”。心里有这样一个本子，你

的目光和言语会流露出来，孩子完全能感受到。你给他记录的“功

绩”越多，你就给了他越多的快乐和自信，这会让他变得越来越好。

四、少一点暴力冲动，多一点平等尊重

曾经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精神病人，以为自己是一只蘑

菇，于是他每天都撑着一把伞蹲在房间的墙角里，不吃也不喝，像

一只真正的蘑菇一样。心理医生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心理医生

也撑了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病人很奇怪地问：你是谁呀？

医生回答：我也是一只蘑菇呀。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过了

一会儿，医生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病人就问他：你不是蘑

菇么，怎么可以走来走去？医生回答说：蘑菇当然也可以走来走去

啦！病人觉得有道理，就也站起来走走。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拿出一

个汉堡包开始吃，病人又问：咦，你不是蘑菇么，怎么可以吃东西？

医生理直气壮地回答：蘑菇当然也可以吃东西呀！病人觉得很对，

于是也开始吃东西。几个星期以后，这个精神病人就能像正常人一

样生活了，虽然，他还觉得自己是一只蘑菇。

初读故事，我十分佩服这位心理医生，觉得他真是出奇制胜；

再读故事，我陷入了思考，正因为心理医生把自己蹲成了一只蘑

菇，才得以平等的视角走进精神病人的认知世界，被认同、被接受，

进而在看似随意的举措中渗入治疗，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不由得让

我想起了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做父母的有多少人能够像这位心

理医生一样，在教育孩子方面有蹲下的意识呢？很多时候，我们习

惯于高高在上，缺失了平等看待孩子的视角，也就失去了对一个个

鲜活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以至于动辄打骂，以爱的名义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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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的两位教授曾经对“家庭体罚子女现象”进行了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 2/3儿童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在接受调查

的 498名大学生中，54%的人承认自己在中小学阶段经历过家长的

体罚，而体罚形式中父母动手打人的占到 88%。这组数据有点令人

触目惊心！前苏联杰出的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家庭生活制度一开

始就得到合理发展，处罚就不再需要了。在良好的家庭里，永远不

会有处罚的情形，这就是最正确的家庭教育的道路。”但我们有多

少父母能真正做到呢？

太多的时候，我们疏于思考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疏于倾听孩

子内心的声音，疏于触摸孩子心灵的温度，穿着文明的外衣，打着

爱的旗号，用暴力试图让孩子改掉缺点，促进成长。殊不知，这种做

法让我们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所谓文明人回归野蛮，野蛮的结果不

是孩子的聪明懂事，而仅仅是暂时的顺从，随之而来的是坏习惯变

本加厉地滋长。从小到大，哪个孩子不犯错误？即便是成年人，也时

有差池，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要包容这些错误，让孩

子在跌爬滚打中想象、创造、成长。这也不准，那也不许，在暴力压

制中孩子还怎么延展生命的深度？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

对全球 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

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

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 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只占 14.9%。这足以引起我们所有的父母深思：我们孩子

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到底去了哪里？难道仅仅归咎于学校教育体制

而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吗？不要忘了，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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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控制不住脾气，动辄就向犯错的孩子下

手？其实，单位领导、亲戚、朋友、家人都可能有让我们热血冲头、火

大的时候，尤其是冤枉我们、误解我们而又不遗余力责难我们的当

口，我们大打出手、暴力行动了吗？没有，因为我们头脑中对可能导

致的不良后果已有预知，又或许我们潜意识里根本就不屑于如此

莽夫行为。孩子是我们的心肝疙瘩，但是，我们在向孩子动手的时

候，大脑中却连这点思考都不肯给，还美其名曰“为了孩子好”“不

打不长记性”！或许可以这样讲，我们在打孩子的时候，其实潜意识

里，我们认为打了就打了，孩子是自己生的，我们心里有数不会打

伤孩子，根本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打了可解气了，当然，我们还可

以加上一句：“打在孩子身上，痛在父母心上！”但我们可曾想过，我

们那么单纯的孩子，涉世未深，却遭受来自最亲近的人的暴力，那幼

小的心灵如何承受？长此以往，孩子为了免于皮肉之苦，做事顺从、

唯唯诺诺，闯劲、创造意识完全抹杀；或者阳奉阴违，品格、素养无法

健康发展。而且，这其中还包括语言暴力。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说

过：“大声叱责，这是人们相互关系中修养很差的基本特征。凡是出

现大声叱责的地方，就有粗鲁行为和情感冷漠的现象。用大声叱责

教育出来的孩子，失去了感觉别人最细腻的感情的能力，他看不到

也感觉不到周围的美，他非常冷漠无情，毫无怜悯心，在他的行为

中有时会出现往往是人身上最可怕的表现———残忍。”

当然，外界也偶有报道因打而成才的例证，但我们都知道那概

率太低，而且我们也无从分析促使这样的个别孩子成功的真正内

因，甚至我们在羡慕人家孩子成功的同时，却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这

个孩子确实拥有了某一方面的能力，但他是否具备了应有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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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和其他能力？他今后生活的幸福指数会高吗？

孩子闯祸多是无意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原谅孩子无心或无

奈下所犯的错误呢？况且，孩子闯了祸自己心里就很痛苦，有内疚

感。家长的打骂只是让他没有自尊，他感觉不到大人的体谅，心里

生发出逆反情绪，同时也失去内疚感。经常这样来“教育”孩子，他

怎么可能不变得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呢？

面对一个未成年人，成年人最大的文明所在，就是像那位睿智

的心理医生一样，蹲下身子，站在孩子的高度，以平等的视角，努力

理解孩子的所想所为，以孩子乐意接受的方式对他的成长进行引

导。你必须要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平等对待，而不是当作一个“弱

小的人”来征服。我们不能仅仅关心孩子身体的健康，更要关心孩

子心理的健康，要给孩子公民素养、自强自立意识、人格、心理等各

方面的教育与关怀，孩子才能健康快乐成长，而这些，是暴力（包括

语言暴力）所无法达到的。当然，无原则的溺爱与暴力有异曲同工

之“妙”，同样不可提倡。

最后我想说，孩子有生命，我们对孩子进行教育培养的过程就

是一个用生命尊重生命、用生命涵养生命的过程。要赢得孩子的生

命成长，我们做父母的必须首先成长！但愿我们每位家长的手中都

有一把精美的刻刀！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张卫生，1960年生，江苏泰州人，现为泰州市海陵区社科

联副主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一直从事党的宣传思

想政治工作，撰写并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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