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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规矩和爱》一书终于定稿 。
从萌念到完稿前后经历三年之久。
若没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鼓励和帮助，很难想象自己有能力把当初的一个念头变为现实。
由于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我从小受到比较严格的规矩。
这样的早期家教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三十多年来一直抓住自己的一个问题。
从1982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学习，我就开始用教育和心理学的一些理论来探索这个问题。
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思潮冲击着每一个八十年代的大学
生。
长期受压抑的我开始“勇敢”地批判传统教育的严厉规矩而崇尚所谓的自由。
但现在看来，那时所谓的批判还是缺乏理性，几乎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1999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开始攻读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我对西方的教育和心理学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能真正目睹美国
家庭教育的实况。
当我再次回头反思自己的早期经历时，有了非常不同的看见。
我开始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和不足。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自己也当了爸爸，孩子的到来让我对规矩和爱更是有了崭新的切身体验。
不仅认识到规矩和爱融合的重要性，也开始探索规矩和爱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得以融合。
从2005年开始，利用每年假期回国探亲的机会，我和中国的父母和老师交流规矩和爱的理念和方法。
有时候也深入一些家庭手把手地帮助父母建立必要的家庭规矩。
2008年在一次给幼儿园家长的公益讲座中，我认识了一对家长夫妇——夏弘禹先生和杨仲瑜女士。
他们不仅认同规矩和爱的观念，还非常真诚地帮助我把这个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中国家长。
事后我才知道夏先生和杨女士在2003年就把美国著名的早教品牌金宝贝引入了中国，对中国父母的早
教理念和中国的早教市场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在夏先生和杨女士的全力支持下，从2008年12月开始，我尝试着在全国各地开始《规矩和爱》的讲座
。
中国父母对讲座反响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不仅踊跃和我探讨规矩和爱的问题，也为我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其中最有操作性的两个建议是建立博客和出版《规矩和爱》一书。
2009年5月，我首先落实了第一个建议。
建立博客的初衷是延续我和中国家长的联系。
由于自己是美国的塔尔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ulsa）教育系的全职教授，每年只能利用假期回国探
亲时，才有机会和中国父母们交流。
而博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个交流的不连续性。
在很多父母的支持鼓励下，过去的三年中，我发了200多篇博文，有20多万的点击率。
这样的结果也为我实施第二个建议--完成本书的写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2009年底开始，我就准备书的写作。
但总是一拖再拖，除了自己不够勤奋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评审终身教授的压力。
所以在2011年获得终身教授前自己一直无法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写作。
即便如此，中国家长们对我写书的鼓励从来没有间断。
他们虽然有时候会对孩子的行为失去耐心，但对我写作本书却始终保持宽容和耐心。
从2012年开始，当我陆续把一些章节的初稿给他们审读时，他们也常常把批评和鼓励结合在一起，让
我感到他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规矩和爱融合在他们的反馈中。
所以，在本书交付印刷之际，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国的家长们，是你们的爱让我有能力完成这本书的
写作，让我能坚持把父母教育当作我一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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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要感谢我年迈的父母，是你们让我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规矩和爱。
你们严厉的规矩帮助我避免堕落；你们深沉的爱，也足够我一辈子慢慢品味；你们对道德的敬畏和生
活的节俭是我终身的榜样。
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儿子。
宝贝，这个世界上是你让爸爸真正明白了规矩和爱的关系。
可惜这些年爸爸还是让你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和磨难。
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和宽容爸爸，让我们继续一起在规矩和爱中成长。
本书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还是决定出版。
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规矩和爱以及父母教育的重视。
本书的形成过程中，学者朋友给予了很多帮助。
特别是周国平老师在百忙中通读了本书。
虽然周老师不完全同意我书中打孩子的观点，但还是赞同此书的“基本理念和许多见解”并同意“署
名推荐”。
在此，特致谢意。
在成稿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古文的阅读理解以及写作上的欠缺。
不妥之处，希望家长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王涛2012年4月16日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莎大学，查普曼楼Chapman Hall, The University of Tu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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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这句中国的老话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所验证。
所谓做规矩就是设定界限遵循规矩,即使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无论是科学的杂志还是通俗的育儿必
读都强调要给孩子从小设定界限,甚至呼吁做规矩要从婴儿出生就开始。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便是规矩是迟早要做的，越早做，所付的代价越小而收益越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王涛，为您讲解如何体现爱的管教和管教的爱、如何正确与宝宝交流、
呵护宝宝情感智力的发展。
王涛博士认为：在没有规矩的爱中长大，孩子失去了感恩；在没有爱的规矩中长大，孩子学会了自卑
；在没有规矩也没有爱中长大，孩子失去了敬畏；在规矩和爱中长大，孩子学会了谦卑和自信。

　　所以，没有不能做规矩的孩子，只有不会做规矩的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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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涛，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心理学硕士，现为美国塔尔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ulsa)教育系终身教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从事儿童教育和心理学学习和研究长达三十年。
在美开设儿童心理学，父母学和文化等课程。
从2005年开始，致力于对中国父母的教育和培训。
迄今已培训超过5万名中国父母。
足迹遍布中国22省4大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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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做父母：教育孩子的前提
　先学做父母，再教育孩子
　父母这个岗位无人代替
　别以为生了孩子就是父母
　为人父母需要谦卑
　为人父母需要专业培训
　为人父母需要用心而不是用计
　为人父母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不占有原则
　为人父母四项基本原则之二：规矩和爱统一的原则
　为人父母四项基本原则之三：情商先于智商的原则
　为人父母四项基本原则之四：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原则
第二章 规矩和爱：教育孩子既要爱也需要规矩
　规矩和爱不可或缺
　真正的规矩是体现爱的规矩，真正爱是带有规矩的爱
　规矩和爱的太极图示
　错误的父母教养方式之一：溺爱型
　溺爱不只是富贵家庭的特有现象
　错误的父母教养方式之二：忽略型
　家庭教育，爸爸不可或缺
第三章 每个父母的必修课：反思自己的受教育模式
　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
　如何反思自己的受教育模式
　我的父亲
　父亲的规矩之一
　父亲的规矩之二
　父亲的规矩给我的启发
　父亲的爱
　家有严母
　母亲的严厉和我的“堕落”
　谎言背后的诚信
第四章 规矩和敬畏：
　做规矩的目的是培养孩子的敬畏感
　培养孩子对规矩的敬畏之心
　周公的故事
　做规矩需要树立权威
　做规矩不能随便
　做规矩需要有惩罚
　孩子可以打吗
　犹太人的“杖”和中国人的“家法”
　怎样打孩子
　怎样用爱打孩子
第五章 如何做规矩：人之初，规矩始
　做规矩要从孩子出生开始
　人之初，规矩始（1）：吃的规矩
　人之初，规矩始（2）：玩和睡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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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矩的一致性之一：同一教育者之内的一致性
　规矩的一致性之二：不同教育者之间的一致性
　做规矩需要爱
　规矩和爱的分离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第六章 情商（一）
　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
　情商和幸福
　情商要素之一：积极客观的自我意识
　培养客观积极的自我意识
　让孩子学会谦卑
　情商要素之二：帮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单亲妈妈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第七章 情商（二）用规矩和爱帮助孩子成长
　情商要素之三：积极明确的内在动机
　用规矩和爱发展孩子的兴趣
　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培养孩子的抗逆力
　情商要素之四：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情商要素之五：交往合作的能力
　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
　培养孩子的交往能力
第八章 蒙迪的故事：一个震撼心灵的案例
　蒙迪：一位了不起的教育者
　蒙迪：一位真正的马语者
　蒙迪和野马
　蒙迪的新方法
　蒙迪和害羞男孩的故事之一
　蒙迪和害羞男孩的故事之二
　蒙迪和他的孩子们
　蒙迪给我的启发
　采访蒙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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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做父母：教育孩子的前提孩子的到来为父母带来了再次成长的机会父母无法抗拒对孩子的爱
，但要警惕那占有的私心为人父母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它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生命的品质也关系到人类
的明天先学做父母，再教育孩子你看到本章的标题时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先学做父母，
然后才是教育孩子？
”首先，学做父母和教育孩子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不完全一样。
前者的重点在父母，而后者的重点则在孩子。
其次，学做父母应该先于教育子女，因为学做父母是教育孩子的前提。
乘坐飞机时，有这样一条安全指令：带孩子的父母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然后再帮孩子戴上。
在家庭教育中也有一条类似的原则：先学做父母，然后再去教育孩子。
现在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父母自己就是第一代独生子女。
在成长过程中过多的关爱使他们的心智成熟比较慢。
自己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却已经开始为人父母。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位“80后”的妈妈一手抱着宝宝哺乳，一手拿着鼠标全神贯注地打游戏。
看着这样的情形，我不得不担忧这位妈妈和她怀中孩子未来的幸福。
去责备这些不成熟的父母不如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和孩子一起成长。
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当然，不仅仅“80后”的年轻一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如何为人父母。
严格地说，没有人天生就是合格的父母。
我们每个父母都需要学习和成长。
但是能否成长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学习的意识和愿意重新成长的谦卑态度。
父母的自我成长和改变在现实中往往非常艰难。
因为要改变一个超过10岁的孩子已经很不容易，要改变一个成年的父母自然就更难。
更何况这种改变要靠父母的自我觉察和自我监督来实现，所以是难上加难。
如果这样，我们在学习为人父母上是否就没有指望了呢？
断然不是。
最让我们有信心的是我们对孩子的爱。
在孩子出生后，我们做父母的，身上会突然有一种陌生的大爱产生。
我自己就明确地经历和感受过这样的爱。
记得初为人父时，刚满周岁的儿子因为过敏瘙痒而整夜啼哭，用小手把自己的脸都抓破了。
有一个晚上，我只能摁着他的小手不让他再抓正在结痂的皮肤，小家伙就拼命挣扎和哭泣。
无助的我心里忽然冒出这样的祈求：“上帝啊，给我一个恩惠，让这过敏和瘙痒都统统到我身上吧，
让我的儿子能安睡一夜。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这样的祷告，不仅愿意牺牲自己不求回报，甚至能够把这样的牺牲当做一种
恩典来祈求。
我明白这种油然而生的爱绝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得来的，而是随着这个小生命来到我的身边自然出现的
。
那一刻，我顿悟了什么是父母之爱。
我也在数以万计的家长身上看到了这样的爱。
近些年，我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给很多父母做过讲座，每次讲座长达3个小时。
很多父母早早来到会场，总是先坐靠前的位置，整个讲座中都不停地写着笔记。
几乎每个父母都是聚精会神地听完讲座。
我在中美当老师十多年，教过中国的小学生，也教过美国的研究生，从没见过像中国家长这么认真的
学生。
很难想象若没有对孩子那份切实的爱，这些父母能听完我3个小时连抑扬顿挫都不明显的讲座。
所以正是孩子，也只有孩子，才能让我们产生这样切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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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爱，一切改变皆有可能。
但是仅仅感性地凭着这份本能的爱仍然很难做一个好父母。
这是因为这份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变淡。
有多少父母在孩子才2岁的时候已从爱得要命变成了“恨”得要死。
不少焦头烂额的妈妈常常“恨恨”地对才2岁的孩子说：“我真想把你再塞回我的肚子里去。
”确实，若没有理性的学习，父母这份本能的爱会随着孩子变得越来越“不可爱”而慢慢消失。
因此，我们要趁着这份爱在自己身上还没有淡化，好好学习如何更加理性而长远地爱我们的孩子。
即使这份原始的爱没有随时间而淡化，甚至愈来愈强烈，父母们若不通过学习和反思建立起理性的堤
坝，他们这种本能的爱也可以成为溺爱的洪水而泛滥成灾。
本书旨在帮助父母理解规矩和爱的关系，引导父母用规矩建立理性的大坝，让爱造就孩子，也造就自
己。
在学习规矩和爱的关系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父母这个岗位的特殊性。
父母这个岗位无人代替为人父母是教育也是艺术。
它可以让你收获人生至乐，也可以让你收获人生至痛。
宋代词人家颐曾说过：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
而我认为教育孩子不仅至要，而且可以至乐。
记得著名音乐人梁弘志写过一首歌叫《读你》，蔡琴曾经唱过。
她用那甜美、细腻的歌声把情人的至爱和读书的至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一生中最甜美、最细腻。
最能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本书。
如果你有能力去好好读，一定会读出“三月”的感觉，读出喜悦的经典。
当孩子的一切移动左右你的视线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唱出：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当然孩子也是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一本书，有时候我们会读不懂。
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现代中国越来越多的父母根本不把教育子女当做人生的至要。
他们不愿意静心谦卑地来阅读品味那字里行间的爱和美妙。
有的匆匆翻过，有的甚至从未打开过。
这样的父母自然无法感受到那人生的至乐，一不小心孩子甚至会成为他们一生的至痛。
这些年我回中国讲课遇到过不少事业有成的父母。
但这些在外人眼中的成功者却常常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失败。
因为他们的孩子不成功。
当他们感受到这样的人生至痛时，他们才明白是孩子，而不是公司，才是自己人生最大的事业。
但可惜的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还能被“经营”的时候，他们没有去努力、去管教。
当孩子上了高中甚至大学，很多坏习惯已经形成了，这些父母方开始意识到孩子的重要性。
到了那个时候，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但一切为时晚矣。
因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
有一位精明能干的妈妈经过打拼，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企业。
但是她17岁的儿子却整天以网吧为家。
第一次见到我，一开口，这位妈妈的眼泪就夺眶而出。
在交谈中，她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我实在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我愿意花掉我所有的财产，只要
我能把我这唯一的儿子赎回来。
”显然，这位妈妈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失，她想把孩子“赎回来”。
可惜的是孩子的品行和健康一样，都是很难用金钱赎回的东西。
或许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实中我们和这位母亲一样，要到彻底失去时，方懂得其珍贵。
孩子的教育是不可逆的，父母这个重要的岗位也是别人不可替代的。
孩子和父母（特别是母亲）的连接是独特的，也是天然的。
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刚出生的婴儿就能在视觉和听觉上把自己的母亲从别的女性中识别出来。
反之亦然，母亲也能很准确地识别自己孩子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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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孩子的长大，这样的连接更加密切。
孩子和父母的依恋是一切社会学习的基础。
所以，父母不仅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也是一辈子最重要的老师。
目前很多年轻优秀的白领妈妈工作非常辛苦，工作孩子不能兼顾。
不少妈妈问我这样的问题：应该选择自己的事业还是孩子？
我的建议总是这样：如果经济条件许可，选择孩子。
原因很简单，你公司的工作别人能顶替，而妈妈这个岗位却无人顶替。
你的事业以后也会有发展机会，孩子的教育错过这个时间，以后很难弥补。
有一位白领妈妈把出生不久的女儿留在老家让自己的父母带，前两年很少回去看。
姥姥姥爷为了让宝宝记住妈妈，就把妈妈的一张照片贴在墙上，并常常对宝宝说这是妈妈。
有一天妈妈真的回来了，当她抱住宝宝时，吓得宝宝大哭起来：“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一面哭一面挣脱妈妈扑向墙上的那张照片。
看到这一幕，这位妈妈的心都碎了。
短短的两年，孩子心目中最需要的妈妈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一张平面的照片。
这位妈妈后悔不已。
下决心辞了工作，把宝宝接回自己工作的城市。
之后还接受了专门的亲子辅导，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让孩子接受了现实中的妈妈。
所以，不要以为孩子还小，自己可以开个小差。
这个小差可以造成你和孩子一生的缺憾。
仅仅意识到为人父母这一岗位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认识到这一岗位专业性。
别以为生了孩子就是父母为人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从业人数最多的岗位。
它不仅重要，而且专业要求也很高。
可惜的是很多父母上岗前，连最基本的培训都无法得到。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每个岗位都需要有专业的培训。
做账需要有会计证书；当老师自然要有教师资格证书；开车就更不用说了，性命攸关的事情当然要有
驾驶执照了。
但是，唯独父母这个最重要的岗位我们却可以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样做父母的危害甚于无证驾驶。
交通事故危害的主要是肉体的生命，而为人父母出现问题危害的则是人的灵魂。
现实中，无证驾驶毕竟是少数，而无证上岗的父母却比比皆是啊。
造成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父母缺乏学习意识；其次，父母缺乏谦卑的态度；最后，现实中缺少父母教育的资源。
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种情况：不少父母认为做父母不需要专门的学习。
真的如此吗？
很多年前我在《读者》杂志上读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位在上海出生长大的犹太人母亲，因为父亲在“
二战”时逃亡到上海。
在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以色列。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这位母亲一方面终日劳苦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又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为
孩子准备一切能准备的，努力做着合格的中国式妈妈。
不料有一天，她的一位邻居老太太看不下去了，走过来劈头盖脸地训斥这位母亲的老大：“你已经是
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
”然后，邻居又转过头来训斥这位母亲：“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刚读到这篇文章时，我觉得这位犹太邻居虽然讲得有道理，但其做法未免太不合情理。
很难想象我自己会这么直接而严厉地去训斥一个邻居的孩子。
更不要说训完孩子后还要当着孩子的面训斥他妈妈。
这样做不仅有多管闲事之嫌，情理上连我这个局外的读者都有所不堪。
不过随着这些年我对犹太教育的学习，我对这位犹太邻居的做法，甚至整个犹太文化都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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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两千年犹太人的历史，这样一个才一千万人口的小民族能够经历那么多的劫难后复国，他们的民
族凝聚力不能不让世人惊叹。
而这样的凝聚力和他们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犹太人笃信上帝，他们认为孩子首先属于上帝，其次属于以色列民族，然后才属于家庭。
所以教育孩子人人有责。
这样看来，那位邻居所管的是自己民族分内的事，而不是别人的闲事，因为犹太人认为，哪怕是邻居
的孩子也要像自己的孩子那样管教。
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好好学习。
我们的古训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犹太人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扩展到了教吾幼以及人之幼。
所以在犹太文化中这样的“教人幼”不是多管闲事，而是一种大爱。
但这个故事最让我念念不忘的还不是这位犹太邻居对别人孩子的管教，而是她转过头来训斥妈妈的那
句话：“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这句话很伤人，却发人深省。
我们现在有多少中国父母都以为生了孩子自己自然就是父母了。
那位犹太邻居的话给我们中国父母一个警示：生孩子只是证明你有生理上的生育能力，不代表你已经
有教育上的养育能力。
为人父母需要谦卑为人父母需要学习的知识实在太多了。
无论是对孩子身体所需的营养还是心理的教育，都需要有专业的学习。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著名的《家庭教育》一书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小孩子实在难养得很！
”有时候，你不晓得他应当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
有时候你不晓得他为什么哭，为什么不肯吃！
有时候，你不晓得他为什么生病，为什么变得这样瘦弱！
在列举种种不易之后，作者马上又写道：小孩子不但是难养的，而稍明事理的人，知道也是难教得很
！
有时候，他非常倔犟，你不晓得骂他好呢，还是打他好；让他去强霸好呢，还是去抑制他好⋯⋯确实
，抚养孩子需要学习，教育孩子更要学习。
我从事儿童心理学的教育和研究已有30年之久，但是近些年看到日新月异的研究成果，常常不得不感
叹自己对孩子了解得有限。
例如，2010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出版了一本轰动美国的
科普书籍《哲学宝宝》（The Philosophical Baby）。
它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儿童早期心理发展的研究成果。
这本书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有很多新的发现让我们在惊叹之余不得不重新认识孩子的能力。
作者用了哲学宝宝为题目来形容婴儿思维之复杂。
例如，高普尼克和她的学生发现一岁半的孩子已经能够很好地思考别人在思考什么。
类似的研究发现不仅对传统的儿童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也让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孩子有了崭新的
认识。
类似这样的发现为我们教育孩子都提出了进一步学习和思考的空间。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父母，我们所能学的育儿知识远远超过我们的祖先。
这些新的科学知识一方面需要我们有更加好学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学做父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实际指导。
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只是父母教育的第一步。
有效的学习还离不开谦卑的学习态度。
我们说敬畏和谦卑是智慧的开端。
学做父母我们同样要有谦卑的态度。
我曾经遇到一些拥有理工科高学位的父母，虽然在家庭教育和子女教育中他们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要
帮助和改变他们特别困难，因为他们对教育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偏见使他们很难先聆听别人的意见。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规矩和爱>>

他们非常崇尚他们所学的自然科学（理科），认为这才是唯一的真正学问，其他的文科包括教育只是
耍耍嘴皮子的事情。
这样的现象不仅和这些家长的个性有关，还和特定的中国历史背景有关。
这些父母往往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
当时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能直接帮助生产力发展的理工科人才。
那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到了高中最优秀的学生报考理工科，成绩稍差的报考文科，连文科也读得吃力的，只能报考外语专业
。
所以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父母在潜意识里常常重理轻文。
他们对理科专业的骄傲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人类的教育和伦理并不比任何自然界的问题简单。
它不仅需要用理性的逻辑去思考，更需要用真诚的内心来感受。
康德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
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即使我们对自然和人文的认识不能达到在宗教高度的统一，至少要对二者有同样的尊重。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还是遇到很多非常谦卑也愿意学习的父母。
但是由于缺乏父母教育资源，常常得不到这方面系统科学的指导。
为人父母需要专业培训早教专家周弘先生曾在一次讲座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年长的家庭教育专家
下榻在一个宾馆，看到那个宾馆有一个会议指示牌，上写：“科学养猪研讨会请上五楼会议室。
”老先生大受刺激，不禁老泪纵横：“这年头连养猪都要研讨，怎么养孩子却没有专门的培训啊！
难道养人还不如养猪？
”所幸的是这样的现象正在渐渐改变。
一方面，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力来普及父母教育的知识。
例如顾晓鸣教授的中华家庭教育网。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的父母教育理念和课程纷纷通过商业操作进入中国。
例如Parents As Teachers (PAT)，和Parents Effectiveness Training （PET）。
但是这样的资源往往杯水车薪。
一则因为中国需要帮助的父母人数众多。
二则由于有些培训项目的收费让很多有经济制约的父母不得不望而却步。
所以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政府的大力介入。
大约在20年前，美国心理学家在对1364个贫困家庭早期教育的效果做了14年的跟踪研究后，发现这些
贫困家庭如果注意0~3岁的早期教育，孩子认知的发展和将来的学习成绩都会受益。
这样的研究结果对以后美国政府加强家庭教育的投入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们应该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政府的有关部门在改善贫困家庭经济状况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父母教
育能力的培训。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因素。
怎样使父母教育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和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特别是目前很多父母教育课程都是由西方国家直接引进，当有些方法运用在中国家庭时，会发生很多
问题。
所以培训父母必须加入文化的考量。
有关父母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本书的很多地方都会论及，这里简单阐述我的三个主要观点
。
首先，我们需要补课，寻回中华家教的根源和精髓。
只有找回自己的根，才是教育生命的开始，才能真正吸收别的文化中的养分。
我读了马镛的《中国家庭教育史》，领略了传统家庭教育思想之丰富。
特别对施教中规矩和爱的辩证统一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例如，传统教育中虽然强调父严，但也明确为人父亲的最高境界是慈爱（为人父止于慈）；虽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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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慈，也有以“慈母败子”的告诫。
反观如今的中国社会，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社会文化的劫难，失去了很多传统的根基。
很多家庭既不知道怎样爱孩子，更不知道如何做规矩。
由于缺乏基本的规矩，有些孩子小小年龄就胆大包天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
例如2012年3月，在江苏常州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竟然在敬老院寻衅滋事并毒打一位欲制止他们的70岁的
老人。
最后还得意地把施暴过程的视频放到网上炫耀。
这样的现象竟然出现在有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传统的中华大地，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
我们和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了。
当然寻根的目的并非照搬过去，而是让好的传统与时俱进。
虽然为人父母的基本原则是古今中外永恒不变的。
但是在具体的一些方式方法和要求上，我们要结合现实中环境的特殊性。
例如，现在孩子的知识结构与所处的环境和我们小时候的情况很不相同，所以为了能和孩子沟通，我
们就不得不先进入他们的世界。
有一次我回国和朋友一家人吃饭时，朋友那10岁的儿子突然很兴奋地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
道理。
”等我们都停下手上的筷子，他一本正经地说：“为领导干一百件好事也不如与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
。
”我想了想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忙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只见小朋友满不在乎地说：“周立波说的。
”孩子的爸爸妈妈忙把话题扯开了，我也不敢再追问和领导一起究竟能干什么坏事情。
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他们都在接受。
怎样和他们交流？
怎样引导他们？
都是崭新的课题。
无论《三字经》或是《朱子家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所以仅仅懂得传统教育的原理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能与时俱进。
教育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教育者在面对不同的孩子、不同的环境时，创造性地把基本的原理发扬光大
。
所谓教无定法就是这个道理。
需要指出的是，与时俱进不等于随波逐流。
在基本的教育原则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
中国目前的教育环境是前所未有的急功近利，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教育的智慧和教育的勇气来坚持原则
。
为人父母需要用心而不是用计《圣经》的《箴言》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写给自己的
孩子和世人的训言。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我们教育孩子的果效岂不也是如此。
你自己平时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你内心对规矩和爱的态度。
你内心是否有爱，是否尊重规矩，要比你对孩子用怎样的方法和提什么要求重要得多。
可惜很多年轻的父母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求方法而不反思自己的理念。
这种只想用计、不想用心的功利态度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改善和10岁女儿的交流，开始学着改变自己一贯的指责和批评的口气，而用表扬
和肯定的语气来和女儿说话。
第一次第二次交流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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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次，母亲一开口表扬，女儿就打断：“停！
黄鼠狼又来给鸡拜年了。
你就直接说‘但是’后面的话吧。
”原来这位母亲每次在艰难地表扬完孩子后，马上跟着一个“但是”，接着就又回到了自己轻车熟路
的批评和指责上。
孩子是最能把我们看透的人。
这个女孩心里非常清楚：你的指责是发自内心的，而表扬却不是。
好的教育方法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三字经》里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表面上看窦家教育的成功来自于好的方法（义方）。
殊不知这位窦燕山在有孩子以前就身体力行做到这些规矩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规矩是他自己人生教训的总结。
窦燕山30岁以前也曾做过很多伤天害理之事，所幸当时膝下无子。
30岁后幡然改过，从善积德。
老得五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便有了成语“五子登科”。
所以《三字经》里提到的“有义方”不仅仅指窦燕山好的教育方法内容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些好的方
法发自于窦燕山内心的理念，而这理念又支配他平时的行为。
所以是窦燕山先敬畏接受了规矩，这些规矩才会在五个儿子身上有这样的结果。
设想如果窦燕山在30岁前放荡不羁时就有了这五个儿子，即使他制定了严厉的家规，也一定不会有这
样的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我们身体力行的，教育便是水到渠成的。
古人说得好：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令而不行。
下面我来举两个例子分别说明这两点。
这个“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故事记载在《宋史》里：宋朝时候，有个叫陈昉的人，他的家里，自从
他的祖父陈崇留下法制以来，合族一同居住着，已经十三代了。
家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共有七百多个人，但是不雇一个佣人。
上上下下的人，都很亲睦，没有一个人说离间的话。
他家里吃饭的时候，一定大家坐在广大的厅堂里，没有成年的孩子都坐在另外的席上。
若有一个人没有到席，全族的人都不动筷。
他家里养了一百多只狗，都在同一个槽子里吃着食。
倘若偶然有一只狗还没有到，所有的狗都会等待，不肯先吃。
因此乡里间的人家，也都被陈家所感化了。
那时候的州官叫张齐贤，就把这个事情奏上朝廷，把他家里的徭役统统都免了。
这就是陈昉百犬的故事。
当人与人每天以礼相待时，狗也能被感化，更何况孩子乎？
讲完了古代“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故事，再讲一个现代“其身不正，令而不行”的故事。
我认识一位非常爱儿子的年轻妈妈。
她非常好学，而且力求教之有道。
但儿子聪明过人却调皮好动。
在恢复国学悄然成风的现今，这位妈妈读到了《弟子规》，顿时心里一亮。
她立刻让儿子熟读背诵弟子规，并用弟子规所说的要求儿子。
这位妈妈最喜欢的四句是：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儿子不仅很快背出了弟子规，而且很努力地按照妈妈的要求去做。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不干了。
面对妈妈的批评不仅没有顺承，反而歪着头顶嘴。
妈妈即刻要儿子背诵这四句弟子规，儿子背完这四句弟子规后还拖了一句：“那你对姥姥咋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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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为了孩子，我们做父母的要重新成长。
只想改变孩子而不想改变自己的父母古往今来很少能有成功的。
认识到父母这个岗位的重要性，有了谦卑的学习态度，我们就可以开始系统地学习为人父母的功课。
首先需要的理念是牢牢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它们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基础。
不占有原则：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可以爱他、教育他，但是不能占有他。
规矩和爱统一原则：成功的教育是爱和规矩的结合：真正的爱是带有规矩的爱，真正的规矩是体现爱
的规矩。
情商先于智商原则：一个人的成功至少70%归于情商，不到30%归于智商。
共同成长原则：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父母自己受教育成长的过程。
要改变孩子，父母先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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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规矩和爱》著名作家周国平真诚推荐。
孩子需要爱，更需要规矩，你不给孩子做规矩，孩子就要给你和社会做规矩，规矩是爱的规矩，爱是
融合规矩的爱，规矩和爱的统一才能成就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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