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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深秋，我到重庆去参加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与华夏出版社医学科学部主任陈玉琢先生不期而遇
。
他大概是听信了当时正在北京读博士学位的同事郭华的介绍，这次见面后不久，就向我提出了翻译《
育儿百科》这部80多万字巨著的建议。
作为一名从事医学专业工作的女性，一位母亲，能在育儿方面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高兴，但同时我也
感到了压力。
    事情明摆着，一位刚刚辞世不久的饱经世纪沧桑的老人毕生心血的结晶，30多年来多次修订再版，
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一部名著，由我这样一个只养育过一个孩子，几乎没有经受过育儿方面的真正考验
的人来主持承担翻译任务，其间的困难可想而知。
    当真正地接触到这本书时，我切实感到了震憾。
    松田道雄先生的人格魅力强烈地吸引了我。
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充实《育儿百科》，把新的育儿经验和育儿理念不断地注入本书，尤其是他对
东方民族的生理特点和风俗习惯的深入研究：对现代职业女性育儿方面遇到的问题所作的精辟分析；
对传统育儿方法与现代育儿意识冲突的得当处理：对常见小儿疾病的处理方法通俗准确的讲述，使我
一边读一边感叹：如果初为人母时，有这本书该多好啊！
那会少遭受多少担惊受怕的折磨呀！
孩子会少受多少不该受的委屈呀！
⋯⋯    松田老人的育儿理念中，有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我。
他强调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利，从饮食嗜好到技艺学习，主张依顺孩子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孩子的天
赋，这种充满人性、培养个性的主张，对于我们这些动辄纠正限制孩子，甚至包办代替的为人母、为
人父者，不是一剂良药吗？
    松田道雄先生。
1908年生于日本茨城县，1932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专业是小儿科学，卒于1998年6月。
一生主要著作有《我是婴儿》、《我两岁》、《老人和孩子》、《发挥你们的天赋》、《幸运的医生
》、《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等。
《育儿百科》于1967年11月初版，1980年9月全面修订后新版发行，1987年9月以《最新·育儿百科》之
名发行，1999年3月以《定本·育儿百科》名称发行。
这次翻译的是1999年的《定本·育儿百科》。
    与我共同翻译这部《定本·育儿百科》的还有6位分别在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中医院、东北师范大
学工作，7人中有4名博士，分另0为儿科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儿童学前教育学博士，另外3名是医学
硕士。
年龄都在35岁至40岁之间，有6位孩子母亲，1位孩子父亲。
我们7人之中有5名是卫生部公派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归国留学生，2名是其他项目的奖学金归国留学生，
都有一段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同窗之谊吧！
    我们7个人的儿科临床和育儿经验加在一起也不见得能赶上松田道雄先生。
要把这部融进他毕生情感、体验、哲理的著作纤毫不爽地译成中文，传递给中国母亲们，实在不是一
件轻松的事情。
尤其是日本语有许多表达方式迥异于中文，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处，须仔细体察品味。
这方面我们虽然都有较长时间的口译、笔译经历，但在遣词造句上还是费了许多推敲工夫。
    当然，我们虽作了多方的努力，但还是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因此，还请母亲们和本书的读者能提
出好的建议，以利于我们今后改进。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多位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现在，厚厚的书稿即将付梓，感慨良多，惟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让受惠于这本《定本·育儿
百科》的孩子们在和平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王少丽    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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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定本·育儿百科(礼品装)》涵盖孩子各年龄段在育儿时遇到的各方面问题，分为651个专题叙述，侧
重育儿方法和育儿技巧，并编创了30节婴儿体操，描写细致入微，内容丰富，全面周到。
以孩子为本位，不以家长为本位：站在孩子立场指导父母科学育儿，尊重孩子个性，培养创造性，培
育健壮的、身心健康的孩子。
以母亲为中心，不以医生为中心：以年龄段为纲，育儿时常见问题为目，各部分相对独立，并且以母
亲育儿时常遇到的问题为题目及顺序编写，简单明了。
父母只需阅读与孩子年龄相同部分的内容即可。
版式设计上进行创新，年龄与专题双索引，查阅方便，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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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松田道雄 译者：王少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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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婴儿诞生之前  婴儿诞生之前  能当好妈妈吗  常发生的失误  什么样的药有危险  遗传性疾病  蜜月膀胱
炎  妊娠前保健  何时就诊  日常生活  乳头内陷  妊娠反应  小小的变化  大的异常  妊娠期传染病  有病妇
女的妊娠  超声波检查  妊娠期禁忌  回乡分娩  什么时候住院好  预产期到了还不生怎么办  有工作的孕
妇的分娩  父亲的作用  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  婴儿期的准备工作  婴儿的房间与环境  婴儿床  婴儿的寝
具与枕头  婴儿的衣服和尿布  奶瓶(附婴儿出生需准备的物品)出生到生后1周  对做了爸爸的人说几句  
第一周的婴儿  出生当天的婴儿  从出生到生后1周  喂养方法  产后第一天的母亲  喂初乳的意义  提倡母
乳喂养  母乳喂养方法  乳头破裂  是不是母乳不足  母乳不足时的补救措施  什么样的奶好  喂鲜牛奶不
行吗  奶粉的调配方法  喂牛奶的方法  在家分娩后的授乳  产后母亲的身体  环境  尿布的裹法  先天性髋
关节脱位  婴儿洗澡  春夏秋冬  兄弟姐妹  近邻  异常情况  末成熟儿(出生时低体重儿)  双胞胎  头皮血肿 
吐奶  呕吐物中带血  唇裂与腭裂  穗  耳部畸形  父亲要做的事1周到半个月  这周的婴儿  从1周到半个月  
喂养方法  写给用母乳喂养的母亲  挤母乳的方法  吃别人的奶  写给人工喂养的母亲  是否有必要加维生
素  婴儿洗浴后  关于体重增加  抱婴儿好吗  未成熟儿出院以后  异常情况  乳头凹陷  患乳腺炎时  脐部出
血  黄疸不消退  吸气时喉部发出声音  婴儿口腔中的白色小斑点  父亲要做的事半个月到1个月  这个月
的婴儿  从半个月到1个月  喂养方法  用母乳喂养时  母乳不足时  只用牛奶喂养时  环境  防止事故  邻居  
室外空气浴  异常情况  婴儿吐奶  婴儿的“消化不良  婴儿的便秘  婴儿鼻塞  头形不正  黄疸还没消退  面
颊的疙瘩和臀部的糜烂  脐疝  阴囊水肿  斜颈  ⋯⋯1个月到2个月2个月到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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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认为孩子是因为喝牛奶才不吃饭，而把牛奶改为每日1次的200毫升，那么，这个孩子就是
吃上两碗饭，其必要的蛋白也会变得不足。
这是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特定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恰恰存在于鸡蛋、鱼、肉、牛奶等动物性
的蛋白质中，而在米饭、面条、面包中却含量很少。
因此，饭量小的孩子要生存下去，就得多喝牛奶，多吃鸡蛋少吃饭，这才是合理的饮食方法。
我们知道，孩子大体上只吃身体所必需的东西，选择某个时间，让孩子集中精力，只给他吃他喜欢吃
的东西，孩子会吃得很好的。
为了防止孩子在吃饭过程中玩，在只与母亲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要把孩子放到椅子里。
晚上孩子是否能与一家人在团聚的气氛中围着饭桌集中精力吃饭，要看父亲的本领了。
很少与孩子一起吃饭的父亲，偶尔看到孩子吃饭就会说再多吃一些。
这个年龄的孩子，比起米饭，我们更希望让他多吃些鸡蛋、鱼、肉、鱼酱、香肠等含动物性蛋白的副
食。
如果这些副食也吃得很少的话，就要用牛奶补充。
一般1岁半左右的孩子，习惯于每天喝2次牛奶，早饭吃面包，午饭、晚饭吃米饭的较多。
但不太吃米饭的孩子，最好每天喝3次牛奶。
白天喝牛奶的时候，最好不用奶瓶，而用杯子给孩子喝。
但是，这个月龄的孩子还离不开奶瓶，他们喝茶可以用杯子，但喝牛奶、奶粉却一定要用奶瓶喝。
用奶瓶喝牛奶有两个方便之处，一是不用担心牛奶会洒出来，二是晚上用奶瓶喝奶，孩子可以边喝边
入睡。
晚上用奶瓶喝奶，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把奶瓶给撤掉的话，孩子会一边吮吸手指一边入睡，对孩子
来说反而不卫生。
1岁到1岁半的孩子，也是学习使用勺的时期。
让孩子用勺吃饭会洒得到处都是，把饭桌弄脏。
但是孩子能主动拿勺吃饭，家长应该保护他的积极性。
当然，1岁半的孩子还不能用勺完成吃饭的全过程，如果母亲等着孩子用勺慢慢地吃完饭，就需要太
长时间了。
这时，最好是把孩子放到椅子里去，让孩子自己舀饭吃，母亲用筷子夹鸡蛋、鱼、肉给孩子。
为了能让孩子在30分钟以内吃完饭，母亲可以在后半程喂孩子吃。
孩子就是左撇子也不要强迫他改成右手拿勺，勉强孩子换手吃饭，孩子可能会失去用勺吃饭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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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力求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考虑育儿问题。
孩子的成长是个自然的生理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
与风土有着密切关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经过实践不断修正错误，逐步适应了自然规律。
适合于日本民族的育儿方法，就建立在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基础上。
    此外，文明时而缓慢时而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战后的日本如同是“第二次维新”，改变了日
本民族的生活方式，这大大加速了孩子们的成长。
    另一方面，这种“第二次维新”也改变了日本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家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夫妻意志营造的核心家庭。
与战前相比，妻子自由多了。
但这种自由必然也付出了它的代价，妻子失去了从婆婆那里学习传统的风俗式的育儿方法的机会。
刚刚成为母亲的妻子，虽然没有任何育儿经验，也必须面对孩子，并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这是日本
民族未曾有过的经历。
    母亲们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备感困惑，而育儿指导工作者，却很少给予他们以帮助。
这些育儿指导工作者们，在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都自生自灭了。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育儿的指导由医生掌握着主动权，而他们总是在育儿失败时才粉墨登场。
写育儿书的是医生。
然而，在对母亲们起着决定作用的医生的头脑中，还残留着明治维新时代的烙印。
    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残存着文明是从西方传入的、是天皇用以启蒙百姓的工具这种思想，这是因为培
养医生的医科大学与明治的官僚政府息息相关，就像日本虽然已进入了“第二次维新”，而日本政府
还不能从德国式官僚制度中摆脱出来一样，日本的医生们也还以其学阀的形式残留着官僚思想。
    战后，培养日本医师的大学，因为不能像以前那样从官僚政府那里获得财力支持，其研究经费不得
不仰仗药品厂商及乳制品公司的赞助，这就大大降低了医生们的地位。
为了卖商品而无视孩子自然成长的各种企图，压抑了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的批评。
如果说明治、大正的育儿指导是号召人们顺应天皇期待的那种秩序的话，现在的育儿指导则是号召人
们与药品厂家、乳制品公司“共存共荣”。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保健所发给母亲们的、由厂家署名的宣传手册上。
    把外国的也就是美国的文明从上到下地灌输给母亲，这种明治时期的做法在今天的育儿指导中也还
继续存在着。
这本书，我以为在内容方面维护了民族的个性，在做法上也从某些方面抵抗了外来的强势。
如果把立场放在孩子一边，就必须靠向与孩子最贴近的母亲。
为了尊重孩子的自然成长，必须尽可能地缩小对母亲指导的不自然情况。
所谓不自然，就是强行推销不必要商品的广告，就是对孩子进行不必要的注射“治疗”。
    如果从孩子的立场、母亲的立场来考虑育儿，作为日本的母亲们经历了几千年才创造出来的传统的
日本式育儿方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还必须重新认识。
虽说是传统，但不必维护。
作为日本人，只要被这种风俗所束缚，在现在的文化水平摆脱不了的风俗，就不能无视并顺应这种受
了扭曲的日本式育儿。
夫妇和孩子分别睡在不同房间里，这种适合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育儿方法与即便是在钢筋水泥建筑里母
子也得睡在同一房间的日本式育儿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抱着不是从医生角度而是从病人角度考虑治疗的这种态度，30年前，我从大学走出来，到了结核预
防健康顾问所，这对我的成长影响极深。
当时给我的研究以方向性指导的平井毓太郎先生，曾一直主张不能用注射折磨孩子，这使我的信念更
加坚定了。
    作为战后20年社区儿科医师的我，每天的生活把我和孩子的母亲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在那里，我了解到了从上一代分居出来、孤立无援却又必须养育婴儿的母亲们将要面对些什么样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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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我看到了很多敏锐的母亲，对生长极快的婴儿，试验迄今为止育儿书上从未记载的新营养法，并获得
了成功。
因为他们尊重了孩子的自然成长。
但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能这样。
有些母亲无视孩子的个性，强加给孩子死板的育儿方法，使得孩子非常痛苦，为了减少孩子的这种痛
苦，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批判这种育儿方式，我曾写了《我是婴儿》、《我两岁》(都是岩波新书)两部
书。
    从1963年起，对民族文化中风土人情的兴趣强烈起来，因为我要重新认识作为日本风俗的育儿方法
，所以积极地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日本式育儿法》(后作为讲谈社现代新书出版)。
在准备期间，我读了创造日本江户时代育儿学的香月牛山先生的《小儿必用养育草》。
另外，我奔走于近畿各地，采访了作为民俗的育儿方法。
在这本书中，之所以包含了“旧式”育儿之处，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旧式”的育儿方法，培养了结
实的孩子和情绪稳定的母亲。
    因为在岩波书店出书和在报纸上连载，提高了我的“知名度”，常常有从医院里“逃脱”出的患者
来访问我，我听到了来自病人的对现代医学的批评。
这些批评，从医生的角度看是对研究的热心，但从病人的角度讲则是对病人的痛苦的漠视。
    现在的医疗体制是国家的援助少，而更多的是依赖病人来负担。
尽管医生和护士们都很尽职，但还是使医院的经营很困难，使病人的住院生活不自由，把治疗搞得不
科学。
每个人所患的疾病是否都需要住院治疗呢？
从病人方面看是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从医生来看，当然病人住院可以万事方便了，但那是医生的立场。
患病的孩子也有他们的立场。
病人、医生、护士必须携手并肩，重新改变这种不完善的医疗制度。
我想，直到它实现为止，都应该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于是在“孩子的疾病”栏里写进了这些想法。
    当然，这本书不能成为医生的代用品，生了病看医生是理所当然的。
遗憾的是医生太忙了，不能向母亲们详细解说。
我的愿望是支援来看病的母亲。
大多数医生和母亲的立场是一致的。
但是从经营角度出发无视孩子立场的人，也许感到与这本书的宗旨相抵触。
有人说，批评医生降低了医生的信誉。
但是，并不因为医生是医生就是可信的，相信哪个医生、不相信哪个医生是病人的选择。
在自由世界里，只有医生可以免除自由竞争这件事，未免奇怪。
我不想再看到使医师忘记了自由竞争、把病人当愚民对待的官僚式保险制度延续下去。
就像公正的法官不怕人民的眼睛一样，公正的医生也不该让忧虑孩子的母亲们唠唠叨叨。
就像裁判不应惩罚无罪的人一样，治疗也不应以不必要的注射折磨孩子。
    这本书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列举了集体保育问题。
怎样才能把孩子养育得健康，这一研究课题不属于儿科，使我懂得这一点的是列宁格勒小儿研究所附
属保育园和第7届全苏小儿科学会。
    1957年我被邀请到了苏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机。
苏联的医生告诉我，为了科学地认识孩子健康的成长，只靠累积给孩子看病的诊疗量是不够的，必须
直接深入到孩子健康的成长之中，做大量的观察比较。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关西保育问题研究会这个民间的研究团体，接触了保育园和幼儿园工作的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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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有关集体保育的知识。
其中的一部分，在《我的幼儿教育论》(岩波新书)中公开发表了。
在那本书里，涉及了做具体保育工作的保育人员所关心的问题。
告诉我问题实质之所在的当然是保育问题研究会的人们。
    在这本书中的“集体保育”栏，写了保育应改变为如此这般等一些愿望，从现在的保育园条件来看
，恐怕会认为那是理想论。
但是我相信，与其适应现实的贫穷条件养育孩子，不如面对理想、改革现实对孩子来说更好。
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育儿，只有这样。
比起30个孩子由一个保育员管理，不如15个孩子分别由两个保育员管理更好。
这难道是过高的奢望吗？
这和发射人造卫星相比是多么朴素的理想啊。
    为了实现这一朴素的理想，希望能够进一步改善保育工作者的劳动条件。
日本的宪法，保障对劳动者进行团体交涉的权利。
没有必须交涉的团体，就等于剥夺了她们的权利，而她们的劳动条件到任何时候都得不到充分的改善
。
他们的劳动条件也就是孩子们受保育的条件。
受保育的孩子能够在良好的条件下成长，这和母亲的愿望是一致的。
    集体保育只适合于外出工作的母亲，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幼儿到目前为止，都是在集体中成长起来的。
因为汽车的泛滥和住宅的密集，夺去了幼儿和小朋友们游玩的场地，被软禁在家庭里。
给所有的孩子以游玩的场所，从软禁的孤独中解放出来，是所有母亲的愿望。
对改善集体保育场所的劳动条件一事，希望所有母亲都能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我希望在保健所工作的人们也读一下这本书。
虽然保健所是为创建优秀士兵而组建起来的，但已经不得不从绝对平均的育儿指导中脱离出来。
为了发展孩子各自的天分，必须尊重孩子的个性。
孩子的成长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不能根据是否是“标准体重”来区分孩子是优良儿还是不良
儿。
我希望鼓励没有经验的母亲要根据孩子的特性进行育儿。
    这本书只将育儿对象限于上学前的孩子，对于上学的孩子，仅仅揭示了重新认识孩子一般性的成长
。
当然，就上学的孩子发生的疾病，也列举在“孩子的疾病”栏。
上了小学以后的事情，希望能读一下我与胜田守一先生合写的《家庭教育》(岩波书店)和写了中学生
事情的拙著《发挥你们的天性》(筑摩书房)以及以孩子与父亲关系为重点的拙著《父亲对孩子》(岩波
新书)。
    另外，如果允许我涉及个人私事的话，我很高兴能在服部峻治郎老师七十大寿之年，出版发行这本
书，是他将我从儿科学中解放出来、培养成儿科医师的。
    本书得以完成，承蒙装帧方面的福田繁雄先生，插图的岩崎先生，版面设计的多川精一先生，照片
方面的片冈健夫妇、川岛浩先生，岩波电影的织田浩先生、刈部秀郎先生、荒平俊一先生、小山博孝
先生等人的多方关照；另外，积极协助我们摄影的北田边保育园、樱花保育园各位的盛情也使我难忘
。
岩波书店的堀江铃子女士、寺岛三夫先生、田沼祥子女士、竹田久美子女士等人也始终帮助操劳。
在此深表谢意。
    松田道雄    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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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推荐一本书《定本育儿百科》，松田道雄著。
我觉得很好，对初次做妈妈的人帮助真是很大。
我的宝宝3个多月时买的，很后悔没有早买一点，如果早买了，对着初生的宝宝肯定不会手忙脚乱　
　——（中文原创社区，玉生烟，2004）儿子在六个多月时第一次发烧，得了幼儿急疹，在此期间主
要是在家调养，没有打过针。
我当时如此胆大，完全是靠“松田道雄为日本著名儿科医生”这一名气支撑着。
多亏了《育儿百科》使我的儿子免受庸医的皮肉之苦。
我觉得这本书的确很好，建议姐妹们人手一册。
 　　——（搜狐社区，金色池塘，2005）这书是很好，我还送了本给朋友。
我碰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在书上找到答案。
而且作者的育儿观念也深深影响了我。
真的非常感谢松田道雄。
  　　——（摇篮网，胡元宝，2006）我强力推荐将为父母的家长购买此书，它像一本育儿词典一样实
用而可靠。
我就是每天查阅着这本书走过初为人母的几个月。
如果你还是一位待产的母亲，买这本书就足够了。
我待产的时候买了好几本育儿书，只有这本是最贴心实用的，最适合我们亚洲宝宝。
  　　——（卓越网，michellech99，2007）向新手妈妈们推荐一本家用育儿百科，真的很好用。
宝宝前两天突发高烧，把我急得不行。
同事告诉我说可能是幼儿急疹，给我看了育儿百科的介绍，真的跟我家的一模一样。
有宝宝的家庭看来可以常备这么一本书了。
　　——（红孩子，persian_cat，2008）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中文育儿书是松田道雄的《定本育儿百科》
。
这位已经作古的日本老人很酷，他虽然是一位优秀的儿科医生，但他对孩子心灵和健康的发展的关注
比疾病更多，也常常提醒家长们不要动不动就把孩子当病人对待。
  　　——（天涯社区，berlinsky，2009）。
从妻怀孕到现在，基本上每个阶段都跟书里合得上拍。
我对书里对于婴儿学话的叙述有着深切的体会，呵呵！
伟大的松田道雄先生！
  　　——（育儿网，游客，2010）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定本·育儿百科>>

编辑推荐

《定本·育儿百科(礼品装)》：丰富育儿知识，刷新育儿理念，学习育儿方法，掌握育儿技巧当代育
儿读物第一品牌，四十年不断修订再版，累计销量超过千万册，东南亚各国竟相翻译，最适合培育东
方宝贝。
分册装订，方便携带，不同索引，易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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