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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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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都要暖

和一些，大雪节气之后，还常见到蓝天

白云、金色暖阳，叫人生出“阳春布德

泽，万物生光辉”的错觉。

一个周末的清晨，阳光透过窗帘

的缝隙，在墙壁上映射出金黄的光芒，

只需轻轻一瞥，心便跟着明媚起来。

推开窗户，尽情享受这冬日暖阳。“妈

妈，快看，长寿花又开花啦！”孩子惊喜

地呼喊。循声而去，阳台角落里的长

寿花竟开出了星星点点般的花骨朵

儿，真令人喜出望外。

这盆长寿花，是早春时节朋友送

的。初见时，绿油油的叶子厚实而茂

盛，叶间顶着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中间

的花朵已完全绽放，如同少女的蓬蓬

裙一般层层叠叠，在它的四周，还羞涩

地簇拥着一圈含苞待放的小花蕾。那

些花骨朵儿似乎并不急着开放，随着

时间的流逝，花蕾也只是徐徐舒展开

来。于是，这盆看似寻常的长寿花竟

在阳台上绽放了整个春天。

入夏之后，花儿们陆续凋谢，绿叶

倒是一直常青，成了一盆名副其实的

绿植。四川的夏天酷暑难耐，不善侍

弄植物的我并未给予它更多的关爱，

它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在角落里自由生

长。

“妈妈，快来，洗手间里有蟑螂。”

我闻声而去，步入洗手间，孩子已经帮

我接好了洗脸水，挤好了牙膏。从 7

岁开始，孩子就总是以踩蟑螂的借口

唤我去洗漱。转眼已过去了 4 年，他

依旧对这个“小伎俩”乐此不疲，而我

也总是心领神会地配合着。

眼前的小暖男也曾有过让我迷茫

的时候。还记得他刚上小学时，学习

拼 音 甚 是 头 疼 ，总 是 将“po”拼 成

“bo”。比起那些上过幼小衔接班的

孩子，他慢了不止半拍，常常跟不上拼

音的学习进度。看着每晚拼读得泪眼

汪汪的孩子，我不由得心生疑虑，难道

我家孩子真的不如别的孩子那般聪慧

吗？那段时间，我也跟着郁郁寡欢起

来。我家先生见状，安慰道：“你想想，

在你的读书生涯里，身边有成绩优异

的同学，也有成绩一般的同学，但是，

你遇到过不会拼音的同学吗？”我在脑

海里快速地搜寻，仔细回想了一番，我

还真未见过不会拼读的人，觉得先生

言之有理。从此，便豁然开朗，不再纠

结于孩子学习拼音的进度。

在孩子后来的学习中，我们也坚

持不加入“鸡娃”大军，引导孩子专注

于校园学习，周末常常陪着他参加各

种社会实践活动。如今，当年那个因

拼读而哭鼻子的小孩已经成长为坚毅

的少年，虽算不上“别人家的孩子”，但

也算踏实、懂事，让人欣慰。

回看眼前的这盆长寿花，我曾以

为它会经不住烈日的炙烤而干涸殆

去，却不曾想到长寿花本就不喜水、耐

干旱，它安然度过了炎热的夏季，又在

秋日里积蓄了力量，终于，在冬天绽放

开来，让这孤寂的冬日多了几分亮丽

的色泽，生出“无心摘柳柳成荫”的快

意。

万物生长皆有序，百花盛开皆有

时，一切都当顺势而为。春有“千树万

树梨花开”，夏有“小荷才露尖尖角”，

秋有菊花“满城尽带黄金甲”，冬有梅

花“凌寒独自开”，四季美景皆不同，才

为世人呈现出这个多元化的世界。

每一个孩子也是一粒种子，只是

花期或有些许不同。不去重蹈古人

“揠苗助长”的覆辙，静静地陪着孩子

看日出日落、云卷云舒，孩子也会如同

种子一般无惧风雨，如约成长。终有

一天，将繁花似锦，勾勒出最为绚丽的

人生。

Q1
“好家风”是如何为人

生打底的？
张花氏 在为此次讲座取名时，

我们便在思考如何遣词造句，以说明

家风于每个人人生的意义。我选择

了“打底”一词。细细来看，“底”在字

典里有释义为“事物的基础、根源或

内情”，以“家风”作为底子、基础，人

们会展现出不同的品格秉性、行事风

格。做父母的爱孩子，做子女的爱父

母，这便是最基本的好家风。

李晓苹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沐浴

在优良家风中成长，人才能“打好底”

“做好人”。家风是我们行走在社会

中的底气，也贯穿于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之中，划出了我们的

原则与底线。好家风的标准是什

么？我们可以从“三苏”家教家风故

事中一探究竟。

Q2
“三苏”家风，好在哪

里？
张花氏 我们不妨从苏洵谈起。

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北宋眉山眉

州人，与其二子苏轼、苏辙并称“三

苏”，共同跻身于举世闻名的“唐宋八

大家”之列。苏洵是大器晚成的典

范，他曾屡试不中、仕途不显，但在其

夫人的鼓励下，他注重真才实学，27

岁起闭门读书，研究诸子百家之说、

古今成败之理，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

和思想深度。即便仕途并不顺畅，他

也从未放弃自我精进，文学成果斐

然，做好了孩子们的榜样。

有其父便有其子。苏辙字子由，

晚号颍滨遗老，虽在文学上不及兄

长，但苏辙却格外精明能干，曾官至

副宰相。有笑言称他工作上百般努

力只为“捞哥”，玩笑背后却不难看

出，两兄弟之间情谊深厚，以及苏辙

担当家庭的气度与能力。在父兄去

世后，苏辙还将他们的文章做了细致

的整理，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

化遗失。

李晓苹 苏辙与父兄一样以天下

为己任，是一位造福百姓的好官。苏

辙常常为民请命，他“去民之患，如除

腹心之疾”的治国理政理念，至今也

并未过时。

再说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

士。世人皆知“苏东坡”，而这个名号

源于苏轼被贬黄州时的经历。彼时，

他在黄州做团练副使，职位低微，薪

水不足以维持生计，他便带着家人开

垦城东坡地。他将居住的房子取名

“雪堂”，想像陶渊明一样过隐居生

活，便自号为“东坡居士”，从此，“苏

东坡”比“苏轼”更广为人知。苏轼是

大文豪，也是大书法家、画家、工程

师，还是一个美食家。他将古文运动

推向高潮，留下了 4800 多篇文章、

2700多首诗作、350多首词作，数量可

达北宋文学家之冠。

从“三苏”的生平我们不难看出，

他们的家风之“好”，好在有志、有德、

有才，同时又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

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Q3
从“三苏”家风看今天

的教育，我们能学到什么？
张花氏 虽然今天我们在谈“家

风教育”，但我知道，很多家长最焦

虑、担心的问题还是孩子的成绩，甚

至有的家长可能会想：“学‘三苏’能

不能给孩子提高一些分数呢？”我的

答案是“能”。我曾写过《与苏东坡分

享创造力》一书，专门调查梳理了全

国各省的高考试题涉及“苏东坡”的

内容。不仅语文，政治、历史也会涉

及，由此可见，学习“三苏”文化是很

有必要的。

李晓苹 从苏轼的成长故事中，

我想跟家长们强调的是“创造力”。

苏轼的伟大不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

成就，还表现在农业、水利、建筑、环

保、音乐等各方面。这样一位“全才”

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其实，苏轼儿

时是一个“问题少年”，此“问题少年”

意指格外爱提问的少年。

相传，苏轼10多岁时，跟着一位

叫刘微之的先生读书。这天，刘微之

在课堂上教作诗，他先给出了一个场

景：一片水草地上面有白鹭栖息，渔

翁恰来此处钓鱼，鱼饵落下，白鹭就

飞走了。刘微之示范道：“鹭鸟窥遥

浪，寒风掠岸沙。渔人忽惊起，雪片

逐风斜。”苏轼提出了不同意见：“先

生，羽毛怎么会逐风斜呢？‘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能不能将最后一句改

为‘雪片落蒹葭’？”白鹭被惊起，雪片

一般的羽毛落在了水边的蒹葭之上，

修改后生动的场景也让老师点头称

赞。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出苏

轼很爱动脑筋，有积累、善联想、会提

问，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家长也

可以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培养、引导孩

子。

Q4
教育孩子时，“黄荆条”

和“爱与陪伴”哪个更重要？
张花氏 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

子，黄荆条下出好人”，在三苏祠古井

旁,有一棵黄荆树,相传为苏洵亲自栽

种。但苏家人并没有去折过树枝，因

为苏父苏母只当它是对孩子的一种

警示与鞭策，所以孩子们也默契地服

从父母的管教。反观所谓的“棍棒教

育”，其根本并非“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而是用暴力与威胁来教育孩子，

是不可取的教育方式。

李晓苹 现在很多家长还有一种

观念，他们认为挣钱很重要，在外面

很努力地工作，把孩子丢在家里，偶

尔管教几句，这同样是不利于孩子健

康成长的。对孩子的教育是在潜移

默化、点滴陪伴中实现的，倘若不在

孩子身边，家长又怎能看到教育的契

机呢？

说到陪伴，苏轼为了怀念母亲程

夫人，曾留下《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两篇文章，小时

候妈妈的教育引导，使孩子们长大后

富有仁爱之心、恪守廉洁之本。苏轼

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

中写道：“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

到处开。”在《赤壁赋》中表达：“且夫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这都离不开程夫人

从小对他的谆谆教导。

Q5
劳动教育如何助孩子

成才？
张花氏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优

渥、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孩子“靠自

己”的能力似乎也越来越弱了。这一

点，我们应向苏家看齐。培养孩子的

独立性是苏家一脉相承的家风，苏洵

的父亲苏序曾言：“吾欲子孙读书，不

愿富。”万贯家财只会让后人不思进

取地躺在安乐窝中，让孩子自己“吃

苦”，自己闯荡，为自己谋生路，这才

是一条真正走向成人的独立的、正确

的道路。

李晓苹 相较于那些“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脱离劳动与实践的孩

子，苏父苏母选择了教孩子热爱劳

动、吃苦耐劳，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

培养了孩子们勤劳的品质和责任

心。除草、放牛、种稻、打井、种茶、制

茶这些劳动都是他们实实在在、必须

去完成的事。他们并没有因“唯有读

书高”就不去劳作，反而因有所体验，

更加体谅劳动人民。苏轼曾说：“爱

而勿劳，禽犊之爱也；忠而勿诲，妇寺

之忠也。爱而知劳之，则其为爱也深

矣。”即是说，爱孩子就不让他承担，

那养育孩子就和养动物没有什么不

同了。爱一个人应督促他变得勤劳，

用双手创造生活，这样的爱才是长远

的、理性的、有益的。

Q6
如何帮助孩子树立积

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张花氏 苏轼的旷达乐观一直为

人们津津乐道，其实他的心情也是有

所起落的。在刚刚被贬黄州时，苏轼

曾作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

作》表达自己的苦闷不得志：“拣尽寒

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但后来他很

快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游清泉寺时写

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

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心态年轻

就是少年人，谁说不能“返老还童”

呢？意气风发溢于纸上，哪还有空感

慨人生苦短，只顾敞开心扉、感受生

活去了。心情起落是人之常情，关键

在于如何调节心态，用积极乐观的态

度面对当下的处境。

跟着苏轼学调节情绪，我总结了

以下方法：首先是亲近自然，在花草、

山川中，人是最容易放松身心的；其

次是保持身体的洁净、放空身心；还

可以与家人、朋友多相处，让生活更

有趣，更充满关爱；不能忽视的是锻

炼身体，苏轼也有自己的“瑜伽功”，

改善负面情绪，保证身体健康格外重

要。

李晓苹 关于苏轼对待生活的态

度，我总结了两句话和大家共同学

习：战胜困难、坚韧不拔，保持平和旷

达的良好心态；热爱生活、面对现实，

坚持随遇而安的乐观态度。不论孩

子，还是大人，我们都要努力做到。

有人说，为人父母是一场修行，

我总觉得有点夸张，等自己做了母

亲，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记得儿

子刚会走路时，经常摔倒，每当这

时，我都会大呼小叫着跑过去，赶紧

扶他起来，还安慰个不停。老公为此

没少说我：你应该让他自己爬起来。

我总说他还小呢，就没当回事。后来

儿子都2岁多了，一摔倒就只会喊妈

妈，不会自己爬起来，我这才知道溺

爱的后果，是我助长了他的依赖性。

后来，儿子摔倒时，我都故意不管

他，鼓励他自己站起来，多次之后，

他总算能在哪里跌倒就立刻在哪里爬

起来了。

儿子3岁时，我教他从1写到10，

教完一遍后，我让他自己对照着练

习。过了一会儿，我回来一看，呵，全

写对了，虽然写得歪歪扭扭的，我还是

夸张地表扬了他，儿子乐得咯咯直

笑。后来，他又照此练了几次，还真有

了进步，写得稍微像样点了。有一天，

他自告奋勇地要写给我看，这一看，我

又生气又觉得好笑。儿子的1、5、7都

是从下往上写的；4是一撇一竖再加一

横组成的；6就更可笑了，先画个圆圈，

再长上一条小辫子。……为了纠正这

些字的笔画，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

间。从此以后，只要是教他写字，我一

定是一笔一画地教，再不敢让他比着

葫芦画瓢了。

这天，老公在刮胡子的时候，儿子

很认真地站在一旁看。过了一会儿，

他跑过来问我：“妈妈，我什么时候能

刮胡子？”我和老公笑了笑，谁也没有

回答他，就各干各的事情去了。又过

了好一会儿，没听到儿子的动静，我就

喊了一声，只听到他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在这里！”我循声向卧室里走去，儿

子正乖乖地坐在床沿上，怯怯地看着

我。“怎么啦？”我问。他小声道：“我不

和你说，说了你又熊（当地土话，批评

的意思）我。”“你不说，妈妈才更熊

你。”儿子这才慢慢地说：“我这里疼。”

原来，他的下巴上有一道一公分长的

红红的小口子，他泪眼汪汪地说：“我

刮胡子刮的。”这一句话，真是让我又

后怕又哭笑不得。如果儿子问我时，

我就跟他讲清楚他不能刮胡子的原

因，也不至于如此了。虽然孩子伤得

不重，却给我和老公上了一课，以后不

敢忽略孩子提出的任何问题，哪怕是

我们听来很可笑的问题，也应该认真

回答和对待。

诸如此类的小事还很多。孩子单

纯得像一张白纸，而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面对天真的孩子，做父母可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我们认真对

待。现在的孩子太聪明了，父母不多

学习积累一点知识，很难跟上他们成

长的脚步。做父母也需要很多学问。

《诗经》中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

腹我。”自己为人父母之后，也更懂父

母的辛苦和养育之恩，这算不算是另

一种收获？

做父母的学问做父母的学问 ■ 宋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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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该楹联出自苏轼的《三槐堂铭》。苏轼以三槐王氏的忠义事迹，喻家风、讲家教。为人忠厚、不断
学习，这样的家族才会繁荣兴旺，经久不衰。近日，在广安市广安区教育科技和体育局主办，新华文轩家长学校协办的“好家风，
为人生打底——‘三苏’家风家教故事”家庭教育讲座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张花氏，全国优秀讲解员、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三苏祠博物馆前副馆长李晓苹以“三苏”家风家教故事为引，在对谈中帮助家长找到“家风教育”的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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