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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曾有一幕，大年初

一，周志刚带着全家老小串

门儿。用意很明显：表达一

下老父亲的骄傲之情。于

是，两个北大学生被领在前

面，接受所有邻居钦羡的眼

神，父亲脸上也很有光；而

为家庭付出过最多的秉昆，

一时间只是低着头默默不

语，并中途离开……

长兄和长姐都是考上

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他们是

“周家之光”，而照顾母亲、

帮姐姐带孩子的周秉坤却

显得不足挂齿。甚至周父

说，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

累着他，让他考大学，他也

考不上。换言之，在父亲眼

里，这个为全家老小操心最

多的孩子反倒是最没出息

的。“劳力者不如劳心者”，

因为学习成绩并不像兄姐那么优秀，

周秉坤在家庭内部的比较中天然地处

于下风。

这份心酸透过屏幕也投射到每个

观众的心里，家长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努力方向以

及他的自我评价。满足父母的期待，

是每个孩子的心愿，也是他们前进的

动力，而标准是否多元，体系是否合

理、公正，也间接决定了孩子能够成为

怎样的人。

就像纪伯伦《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

的孩子》诗中说的那样——“你是弓/儿

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

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

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

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

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

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以是家长的

期待，但不应成为孩子身上的束缚，他

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理应被

允许平凡。

孩子需要全面的发展，家长也需

要全面的教育，针对这一点，马云飞指

出，家长应拓宽育儿格局，扩展成功的

标准。首先，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性，

家长应当看见和发掘他身上的优点；

其次，学习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要求人

的全面发展，也是我们现在提倡、践行

的“五育并举”。所以，家长在培养孩

子的过程中，要多向、多元、多维度培

养孩子，把格局打开，不能总是用狭义

的学业标准来评价孩子，要给他们的

未来发展更多宽容，允许他们去探索

更多的可能性。

近日，热播年代剧《人世间》

迎来大结局。剧中故事始于1969年

东北某省会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终于2016年城市改造开始，涉

及到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全貌，堪

称一部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

有老百姓的地方，就有烟

火，就有教育。周家三代人

近50年的奋斗历程，让我们

看到个人发展与原生家庭之

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 光 字 片 ” 的 平 民 子 弟

中，为什么只有周家子

女成为时代的幸运儿？

这种典范的中国式家

庭 教 育 里 ， 有 遗

憾、有感动，更充

满了智慧，值得

我们学习探讨，

反思改进。

优良家风优良家风 成就孩子幸福人成就孩子幸福人生生
——《人世间》中的教育启示

■ 实习生 马晓冰

家风是

给 世 代 家 族

成员树立的价值

准则，是一代又

一代家族成员的集

体 记 忆 和 道 德 印

记 。 有 家 风 则 有

根，根正则苗红。在

《人世间》 中，周家老

一辈父母周志刚和李素

华，虽然过着朴素的生

活，但心地善良、为人正

直，在典型的“男主外，女

主内”的家庭分工中各司其

职，相爱相伴一生。

周父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

工人，为国家建设奉献半生；

周母勤俭持家，知情达理，尽

心尽力养育三个孩子，给周家

后代树立了良好的家风。周秉

义的大义、周蓉的灵动、周秉

坤的善良无不来自于周父周母

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好家

风如同春风化雨融入到代代家

族成员的生活中，使他们从中

受益，也随之传承发展。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

让，一国兴让。”对此，四川省

教育科学院德育与家庭教育教

研员马云飞援引了 《大学》 中

的一段话，作出具体阐释，“一

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

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

让。”就像贯穿剧中的“周家祖

训”——周父见到女婿冯化成

时，明确告诉他，周家祖训是

德行第一，做人要懂报恩。也

正是因为有知恩图报，有互帮

互助，家庭才和谐，邻里才和

睦。马云飞也提到“国是千万

家，家是最小国”，好的家风不

仅对个体家庭产生好的影响，

同时也会感染到整个社会，逐

渐使社会也形成一种更好的精

神风貌，家风兴则民风淳，民

风淳则国风正。

家风的培育并非像学科教

育是分门别类的、系统的，它

更多依赖于精神风貌的传承和

家长的言传身教。对此，马云

飞指出：“好的家风是家长传承

给孩子的精神‘不动产’”。对

于孩子“精神长相”的养成，

家长需言传更需身教，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最

初的模仿对象，家长的价值

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生

活方式、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

都会成为孩子精神人格塑造的

第一范本。

人们常说：“生而不养，养而

不教，教而不善，犹为不教也。”

在 《人世间》 中，周蓉和冯玥的

母女关系，就一度陷入这样的困

境。冯玥从小被寄养在舅舅家，

尽管备受宠爱，有在北大教书的

妈妈，陪她一起长大的哥哥，但

她的成长历程却有着难以弥补的

缺陷。

冯玥的作文 《我的妈妈》 曾

获得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但文中缺少日常，也没有生活细

节来支撑母女之间独有的感情，

妈妈周蓉认为其“改一下就能当

悼词”，这句评价既是抱怨却也准

确。周蓉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做

教育的行家里手，却做不好一个

妈妈，教不好自己的孩子，甚至

女儿也不与她亲近。

冯玥曾和周楠说,如

果她将来有了孩子,一

定会把他带在身边,

不管多难。可见长

期缺乏双亲的陪伴

给她的心灵带来了

不 可 挽 回 的 缺 憾 ，

最终让冯玥形成敏

感 、 任 性 的 性 格 ，

对 外 界 缺 乏 信 任 ，

最后成为一个可怜

可恨的人。反观周

秉坤和郑娟对孩子

的教育，他们的生

活 过 得 朴 素 清 贫 ，

却给了孩子满满的

陪伴和关爱。郑娟

会 给 楠 楠 买 溜 溜

蛋，也会给玥玥买

扎 头 发 的 粉 绸 子 ，

他们无法给孩子最

好的物质生活，却

愿意倾尽所有。剧

中细致的人物刻画，从多个侧面

印证了父母的爱和陪伴对孩子的

重要性。今年开始实施的 《家庭

教育促进法》 中，也建议父母亲

自养育孩子，加强亲子陪伴。马

云飞在聊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

需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切

忌“陪而不伴”。比如，在监督

孩子学习的时候，家长自己却在

玩手机。首先，家长没有起到一

个榜样的作用，对孩子的要求也

不具备说服力；其次，家长只是

物理空间上陪在孩子身边，但没

有真正给孩子被陪伴的感受。

要实现高质量的陪伴，马云

飞也给出了建议：家长要把握好

陪伴孩子的关键时段，利用碎片

化的时间，积极地和孩子交流。

比如，孩子早起后，可以与他进

行温和的交流，避免孩子产生焦

虑情绪；接送孩子上下学时，可

以和他交流一天中发生的趣事，

问问他最近都参加了什么活动。

久而久之，家长就会在平等的交

流和日常化的陪伴中成为孩子的

朋友、同行者。

此外，马云飞也建议家长多

和孩子进行“亲子共读”，阅读既

是学习的过程，又能够通过书籍

搭建与孩子沟通的桥梁，增加亲

子间的共同语言，了解孩子的思

考方式，真正走进他的世界。

言传更需身教
好家风是世代传承的精神“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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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孩子的同行者
高质量家教切忌“陪而不伴”

单位对面是本地一所知名高中，

每到放学时分，身着校服的孩子们便

一拥而出。在拥挤的人群里，不时还

有一些接孩子的家长，满眼里流露着

希冀和怜爱。就在街角公园，我常常

遇到两位专程给孩子送午餐的母亲。

尽管是初春，气温略有上升，但

街角公园里的花岗石长凳依旧是冰凉

的，送餐的妈妈贴心地给孩子垫上了

防水垫，然后拎着保温桶凝望着校门

口的方向。经过她们身边时，正听她

们热切地聊着孩子最近都喜欢哪些菜

品。

散步折返再次路过时，少年们已经

捧着饭盒大快朵颐了，我装作不经意地

偷瞄了一眼，有红薯米饭、青椒回锅

肉、还有番茄牛腩汤。男孩儿一边吃一

边问：“妈，你怎么不烫豌豆尖了？”妈

妈看似埋怨实则宠溺地回答道：“你上

次说豌豆尖带来都变色了呀？”男孩儿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又开始埋头大

吃。另一位妈妈则催促着孩子，“快点

吃，免得菜凉了。你爸还在家里等着我

开饭呢。”听罢，我的心里闪过一丝酸

楚，又涌出更多的温暖。

前几日，倒春寒来袭，天出奇地

冷，我以为送餐的妈妈不会来了。谁

曾想到，眺望窗外，有一对母子还是

出现了。妈妈穿着厚厚的长款羽绒

服，来回跺着双脚，还揉搓着手，她

不时转换站立的方位，仿佛是在为孩

子遮挡寒风。妈妈一边帮孩子整理着

衣服，一边叮嘱着什么。不一会儿，

孩子吃完午餐起身返回校园，妈妈扯

着喉咙喊上一句“过马路要小心车

哦”。其实，街角公园和学校也就一街

之隔，且有着醒目的斑马线，并不存

在什么安全风险。同为母亲，我明白

那位妈妈惦念孩子的那颗心，那些叮

咛早已成为潜移默化的习惯。

待孩子穿过马路，妈妈这才收拾

餐具转身离去，可没走几步，她又停

了下来，眼睛依旧望着孩子远去的背

影。直到孩子的背影消失在校园深

处，妈妈这才紧了紧羽绒服腰间的拉

绳，挎起装餐盒的布袋，大步流星地

走出了街角公园。看着寒风里妈妈的

背影，我不禁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父亲

的背影——那个肥胖的、青布棉袍黑

布马褂的背影。无论是哪个背影，都

承载着满满的关爱。

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成功，所有

的成功都需要默默地付出和努力，也

许是一个人的独立奋斗，也许是全家

人的共同努力。对于大多数家庭而

言，培养孩子没有什么捷径，陪伴最

为重要。即使是被公认为天才少女的

谷爱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也有着妈

妈无微不至的陪伴。为了让爱凌接受

专业滑雪训练，谷妈妈每周都要驾车4

个多小时，将她送到离家395公里外的

地方练习滑雪。这一坚持，便是数年。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们

总希望孩子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成长，

但终有一天，我们将无法再为孩子们

铺砖垫石、领航指路。我们能做的便

是默默陪伴，竭尽全力守护住身后那

个最温暖的港湾。珍惜当下，不负流

年，让每一次陪伴都成为岁月里最珍

贵的回忆吧。

最长情的陪伴
■■ 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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