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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别》
止庵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母亲生前的日记
和书信，与作者的回忆
和思考两相交替，形成
两种对立却彼此依存
的书写状态，处处充满
亲人相处时的温暖细
节。

《乡关何处》
野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书中收录了野夫
代表作《江上的母亲》。
野夫的母亲命运多舛，
当发现身体有恙，她不
惜投江自杀，只想尽早
了绝余生来给儿子减
少负担。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
人去了》
张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洁把自己和母
亲的最后的回忆写成
此书，椎心泣血的文
字，诉说着永远的母女
之情。

《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母亲的龙应
台和作为一个独立的
人的龙应台有着丰富、
激烈的内心冲突，而正
是通过对这一冲突的
诉说，表现出她内心深
处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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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母亲要有做母亲的智慧

不同母亲的道德修养、
教育方法、心理素质造就了
不同的孩子。德国教育学家
福禄培尔曾说：“国民的命
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
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
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
启发母亲——— 人类的教育
者。”王东华提出，母亲必须
成为“教育家”。之所以提出
这样的要求，是由于如今母
亲的这一社会功能退化了，
而让母亲成为教育家，不过
是恢复她们的这种社会功
能而已。

尽管如此，王东华并不
提倡女性做“全职妈妈”，因
为如果女性完全封闭于家
庭，与社会隔绝，每天紧盯
着孩子，也会带来教育问
题。对于那些走出家庭的女
性来说，他提倡“走出家庭，
回归母性”，母亲走上社会
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而
不是不管孩子、没时间理孩

子。母亲不仅要发展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职业前途，还要
发展做母亲的智慧。

面对当今社会丰富多
样的教育方法与教育资
源，很多只具备传统教育
理念的母亲显得无所适
从。学前教育领域的从业
者雪松认识一个三年级的
小女孩，几乎整个周末都
消磨在一所课外辅导学校
里，女孩的妈妈陪着她无
所不学。据女孩的妈妈讲，
她的孩子喜欢这种生活，
这是她的自愿选择。这让
雪松感到震惊：爱玩才是
一个孩子的天性，自愿将
自己束缚在课堂上的孩子
已经出现“受虐”的倾向
了。她在新书《当我成为一
个孩子的母亲》中说，“我
不苛求体制和环境，却苛
求和自己一样做母亲的女
性能够真正地思考，能够独
立地判断。”“我是谁”“我能

做什么”“我该如何做母亲”
“如何理解人的成长”，有了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人母
者才不会那么悲观和绝望，
才能意识到作为一个母亲
的存在不能是形同虚设，
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母亲的
责任重大。这重大不是如
何挣钱买学区房、如何上
各种培训机构，而是如何
将自己变成孩子的学习资
源、如何发现他、如何帮他
配置合适的资源。雪松认
为，新时代的母亲应该具
备独立而理性的判断能
力——— 判断社会提供的一
切便利是不是真正对一个
家庭的未来，特别是对一个
孩子的成长具备实实在在
的价值。很多便利在带来好
处的同时，也隐藏着功利的
陷阱，“一不小心我们就一
个接一个地跳下去，更可悲
的是我们强行将孩子带下
去。”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而母亲则是人生的第
一位老师。但现在的母亲过
于在意家庭之外的社会角
色，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忽视
了做母亲这一不可替代的
重要职责，将教育子女的大
权拱手让给了幼儿园、学
校。王东华指出，这是把母
亲同老师的重要性颠倒了，
自然也就把家庭同学校的
重要性颠倒了，母亲和家庭
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学校教
育永远也替代不了。

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
老师》是教育专家尹建莉的
一部教子手记，书中提出一
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家庭教
育原则，使父母在教育孩子
的时候有章可循。尹建莉也
认为，很久以来，人们对学
校教育寄予的期望太高太
多，而家庭教育的功能及重
要性却被严重低估。“好妈
妈胜过好老师”与其说是颠
覆，不如说是还原。它让人

看到学校教育的有限性和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看到

“教育”不在宏大的口号里，
而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儿童
最重要的老师首先是父
母——— 这样的观念其实并
不新鲜，只是以前很少有人
这样勇敢而明确地说出来。

尹建莉在书中透露，在
女儿的成长阶段，她最后悔
的事情就是让女儿初中时
上了三年寄宿学校，那三年
是尹建莉在教育上感觉最
力不从心且女儿状态最不
佳的三年。

寄宿制造成的情感疏
离，不仅仅发生在孩子心
里，也发生在父母心里。缺
少相处的时间，彼此间的情
感联结就会比较稀疏，爱的
浓度和质量就不会高。许多
父母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孩
子，不能很好地与孩子沟
通，这与他们在孩子小时候
和孩子相处机会少，建立的
感情联结比较稀疏有关。

孩子首先要获得温饱、
安全感、爱和亲情等这些自
然需求，然后才能发展出更
高一级的自律、合作、利他等
意识和能力。家庭的温暖，尤
其母爱，是一个儿童成长必
不可少的心理营养品。

在尹建莉看来，寄宿制
的唯一好处是解脱父母，不
必承担每天照顾孩子的辛
劳。从幼儿园全托、寄宿制
学校，到现在流行的“小留
学生现象”，成人总是一再
地无视儿童的自然需求，不
断把某种基于社会需求的
设计强加到孩子头上，面对
儿童时，更多的是商业的或
某种利益的计算，而不去顾
及儿童作为一个“人”的最
自然的需求，在孩子幼年时
期就急于去发展他的社会
属性，拔苗助长，早早减少
他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其原
始的自然需求得不到满足，
那么社会属性也难以正常
成长、无法正常表达。

生而不教引发“母亲危机”

学校教育不能替代母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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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初，《发现母亲》
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关于“母
亲危机”的讨论。

作者王东华提出“母
亲危机”这一命题，实际上
是他用生命所感悟到的。
因父母投身事业无暇教养
子女，直到 10 岁，王东华
才告别乡下的外祖父母，
回到了自己父母身边。此
时他已有了两个弟弟。跟
两个弟弟相比，他永远有
一种外来人的感觉，妈妈
实际上成为一个“亲生后
妈”。在家里，无论有理无
理，父母皆首先骂他，他曾
经不服，但父亲以无情的
铁拳专政，终于将他打服。
从此他时刻准备着逃出这
个家庭。他能够在 17 岁考
上大学，能够在后来又考入

上海交大读双学位，完全是
凭着一种早日离开父母的
强烈冲动。

多年以后，他才明白他
与父母的隔阂其实是一种
有中国特色的亲子“寄养
问题”，他原谅了自己的父
母。但是，无论怎么谅解宽
容，双方都永远不可能有
那种水乳交融的父子、母
子之情了。尽管他和父母
做了最大的努力，到头却
是只有彬彬有礼，双方都
只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礼
貌往来。

1987 年，武汉小学生夏
斐被亲生母亲打死，这个消
息使正在热读日本学者木
村久一著作《早期教育与天
才》的王东华第一次跳出了
个人悲剧，开始审视“母亲

危机”问题，他开始搜集许
多“寄养问题”的个案，搜集
大量的母子相怨相害的个
案，很快成为这方面的心理
咨询专家。

王东华在书中将亲生
母亲戕害孩子心灵的现象
称为“亲生后母现象”，母亲
从主观方面、从内心非常爱
孩子，但由于观念陈旧，方
法错误，好心办了坏事，对
孩子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在王东华看来，这种现象正
反映了当下母亲教育的缺
失。母亲把养育孩子的责任
推出去，这种教养方式的弊
端不会立即呈现，但会在日
后成为影响孩子生命质量
的一个病灶，同时也给整个
家庭甚至社会带来很多麻
烦。

又是一年母亲节。母亲在孩子成人前被视为最好的老师，越来越多的家庭教育类图
书开始关注母亲教育、母子关系培养。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做母亲？且听听家教专
家的观点。

《我的母亲杨沫》
老鬼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杨沫去世十年后，
儿子老鬼完成了这部
回忆录，不夸大母亲光
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
的瑕疵，写出了母亲真
实而非完美的一生。

《我和我母亲的疼痛》
赵敔 著
花城出版社

女儿放下自己的
事业与理想，回到家乡
小城，陪伴身患绝症的
母亲。本书不仅仅是病
中生活实录，更深刻反
思了中国父母和儿女
两代人的爱与痛。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得知母亲胰腺
癌晚期后，威尔开始与
母亲阅读同样的书，分
享各自对文字和生命
的态度。

假如母亲是本书，

你该如何读懂她？

关于母亲的那些书

《发现母亲》

王东华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尹建莉 著

作家出版社

《当我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

雪松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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