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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你就要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了。这是一个漫长岁月，将近四十年

的职业生涯。作为父辈、一个经历了多年

职业生涯的“过来人”，说几句“老生常

谈”，对你今后的职业生涯应该有所帮助。

关于找工作一下子找到自己喜欢的工

作很不容易，更何况眼下就业形势那么严

峻。因此，你要有思想准备，从不那么理想的

事情做起。这样你的就业渠道就宽了，就业压

力就小了。虽然每个人的理想各不相同，但通向

理想的努力途径却是相同的。你不能马上得到理

想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机会，而在于你并没有完全

准备好。所以，即使你没找到理想的工作，也不要气

馁，继续储备力量。早晚有一天，它会找到你。

很多应届生都苦恼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抱怨用人

单位过于挑剔。其实，用人单位挑剔的是你缺乏解决问

题的经验。试想，一个连简历都不认真写的应聘者，又怎

么能为别人做好差事呢？一个盲目自大、夸夸其谈的人又

如何能虚心跟别人配合呢？

在学生时代，除了老师外，周围的人，

基本上都跟你是同龄人，而在工作岗位，你

将遇到更多的是比你年龄大的前辈或长

辈；在学校里，你和同学们都是平等的，就

算有老师、有班干部等差异，但比起工作中

面对的“客户”及上司来说，学校里的地位

差距，基本上是微乎其微。

礼仪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你一

定要好好掌握。比方说，与人见面要

主动打招呼；进门、上电梯

要注意礼让别人；长辈或

者上司找你谈话时，要

站起来表示尊敬；接打

电话时，要等对方挂电

话后自己再放下电话，等等。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琐碎的“小事”，

你在这些地方的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

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有些事情与其说是礼仪，倒不如说是

素质。用完工具要把它放回原处；复印机的

纸用光了你要主动把它补充好；不要去破

坏工作环境，相反的如果看到工作环境比

较零乱，要主动收拾，而别计较是谁弄乱

的。我知道对于你们这些独生子女来说，

做到这些是很困难的，但是，再困难也要

学会这样做，因为这就是工作。

父亲对孩子的

唠叨与忠告

一个妈妈在大声训斥着

一个三岁多的小男孩，还不时
用手点着小男孩的脑袋。妈妈

站着，高高的个子，小男孩低着

头，不看妈妈，眼睛瞟着路边的

行人。

看来小男孩不知犯了什么

样的错误，他自己好像已经感到

理亏了，只是妈妈还是有些不依

不饶：“抬起头来，看着妈妈。”

那一刻，我看到这个情景，

很想告诉那个妈妈：请蹲下
来和孩子说话。要知

道，让那个小小

的 人 仰

着脸，看高高个子的妈妈怒气

冲冲的样子，该会让他感到很

压抑和恐惧。

夏杨小时候，如果我要对他

进行“教育”时，我总要蹲下身

来，耐心地说话，效果总会不错。

在我准备做妈妈时，我从

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一个小故
事，题目就叫《蹲下来和孩子讲

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圣诞节的晚上，一个年

轻的母亲，带着五岁的女儿去

参加圣诞派对。热闹的场面，丰

富的美食，还有圣诞老人的礼

物……母亲兴高采烈地和朋友

们打着招呼，不断地领女儿到

晚会的各个地方，她以为女儿
也会很开心。但女儿竟然哭了

起来，母亲开始还是很有耐心

地哄着，但多次之后，女儿坐到

地上，鞋子也甩掉了。

母亲气愤地一把把女儿从

地上拖起来，训斥之后，蹲下来

给孩子穿鞋子。在她蹲下来的

那一刹那，她惊呆了：她的眼前
晃动着的全是屁股和大腿，而
不是自己刚才所看到的笑脸、

美食和鲜花。

她明白了女儿为什么会不

高兴，她蹲下来的高度正是女

儿的身高。

我应该算是一个快乐的妈

妈，在用快乐的教育培养着快

乐的儿子。我知道，即使再小的

孩子，也有一个独立的王国，那

里有着我们这些大人不能知晓

的五彩缤纷，有自尊，也有怯
懦。当大人们俯视着对他们高

喊，“过来，我告诉你应该怎样
怎样……”时，幼小的他们，会

是怎样的恐惧和紧张。当一个

孩子差不多在十几年的时光
里，需要仰着脸去倾听和忍受

来自父母不理解的吩咐指责

时，他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孩子的世界，和我们成人

的世界，隔着岁月的距离。“蹲
下来和孩子说话”，让我们以童
年的视角，去看他们的世界，就

多了理解和尊重。

我所理解的“蹲下来和孩

子说话”，不仅仅是一个身高上

几十厘米的差别，而是父母和

孩子心的距离，是一代人和另

一代人的“代沟”。

“蹲下来”不是形式上的，

而是站在同一个心理高度上，

以平等的态度和眼光，用认真

而亲切的态度，把孩子看成一

个需要尊重的独立的人。

有朋友问我：“夏杨有没有

出现过青春期的逆反？”我还真

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所

谓青春期的逆反，就是孩子摆

脱“控制”、寻求自我独立的过
程，而我从他幼年开始，早已经

在理解中，把夏杨当做一个独
立而有尊严的人来看待了。

当他是婴儿时，我知道嗷

嗷待哺中的他，为什么会哭，为
什么会笑，为什么对着大人

“啊，啊”地叫……

当他蹒跚学步时，我知道

那双迈开的小脚和张开的小

手，在渴望拥抱着一个什么样
的世界……

当他三岁掐着腰说“我是

大人了”时，我明白那是他人生

第一次感受到自我的“独立”和

力量，我赞赏并让他为幼小生

命中的这份感觉而自豪……

当他八九岁做着恶作剧时，

我理解顽皮和淘气，是每个孩子
童年时光里的快乐，每一代人都
有自己版本的“成长故事”……

当他在懵懂少年时期出现

朦胧的异性感情时，我理解那

种强大的本能力量，带给一个

孩子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顺应天性，尊重个性。我不

想把自己喜欢的，或者自己觉

得重要的，强加给孩子，而是希

望平等地蹲下来，了解孩子“你

需要什么”。在我们的家庭中，

孩子从小到大，是和我们一样
平等的一员。他可以提出他的

任何想法和意见，我们也会说

出我们的理解和建议，只商讨，

不争吵。

在吃饭的时候，在看电视

的时候，我们和孩子之间就像
成人之间一样地聊天，而且家

里的事情不会瞒着他，让他从

小就参与到成人的世界中来，

他就会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任何人在被信任的时候都会自
重，所以，给孩子训斥，不如给

孩子平等信任。

乐活·方式

请蹲下来
与孩子说话

当然，孩子毕竟是孩子。11

岁的孩子不能开车，不能选举，甚

至不能独立，必须有大人监护，也
必须听父母的话。我们也经常遇

到过必须让孩子听话的情况。但

是，简单命令是最懒惰的办法，结

果往往造成孩子不情愿，甚至反

叛。最好的办法，还是和孩子平等

地讨论。比如我们碰到的一个大

挑战，就是让女儿练钢琴。女儿喜
欢钢琴，可就是不肯练。我们和她

谈过许多次：“如果你不想学，就

不必学。如果想学，我们就支持

你，那就要学出个样子。”女儿也
坦承地告诉我们，她不想当职业
音乐家，只是希望保持这个爱好。

于是我们告诉她，不必一天练三

四个小时。但是，即使是业余爱

好，一天一个小时或者45分钟还

是要有的。否则弹不出个样子，乐

趣在哪里呢？她对此没有异议。

但是，一到练时，又要找借口

不练。我终于坐下来和她长谈：

“我知道你现在很忙，练琴也很

苦。爸爸妈妈从来不强迫你干任

何事情，是你自己要坚持学下去。

甚至爸爸妈妈让你放弃你就会

哭。你想要的是结果，但不想为之

付出努力。对不对？”

她无奈地点点头。

“不付出努力的人应该得到

结果吗？能够得到结果吗？”

“当然不能。”

“好，那你希望爸爸怎么做？

爸爸和你讲过朋友家的孩子：她

小时候死活不弹琴，最终只好放

弃了。到了高中时，她又看见同学

弹得特别好，非常羡慕，问父母为
什么不让她学。父母告诉她是她

自己坚决不学的。结果她很不满

地质问：‘你们为什么不像其他家

长那样逼我学呀？’”

我接着说，“爸爸当然不会逼

你。但你也想想看，如果爸爸不督
促你，你即使每周上课，最后还是

弹不好，过去学的技艺也浪费掉

了。如果爸爸督促你一下，你现在

也许不那么舒服，但是你能坚持

下去。我现在让你回答这样一个

问题：假设你现在二十岁了，钢琴

荒废了。你回首过去十年，你是希
望爸爸小时候督促你一下、推你

一把、让你坚持下来、进而能弹出

优美的曲子呢，还是无所谓，觉得

爸爸不必来烦你？站在你二十岁

的角度看，你希望爸爸怎么做？”

女儿沉吟一下，马上说：“恐

怕我还是希望爸爸督促我的。”

“好，我们一言为定。是你要
求爸爸督促你。以后爸爸就每天

督促你。你还是个孩子。有小孩子

共同的问题。做事难以持久。这时

候大人帮助督促一下也是有必要

的。其实，不仅仅是孩子需要这种

帮助。你看看那些奥林匹克运动
员：自己花钱雇个教练。教练干什

么？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在运动
员练不定时大声吆喝，帮助运动
员挺过来。现在爸爸就是这种你

自己聘请的教练了。”

这就是我们和女儿的关系。

我说很难想象她会反叛，一

大原因是她很难找到反叛的对
象。孩子当然要听大人的话。但

是，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也一天天

地在学习如何把握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被人控制。家长对孩子最

大的责任，是不断地让孩子增强
对自己生活的把握，让他们学会

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学会运用

理性对生活作出重大的抉择。

许多父母成功地培养了

“听话”的孩子，把这些孩子

推进名校、送上优越的工

作岗位。但是，在这一过

程中，孩子把握自己生

活的能力不仅没有成

长，反而萎缩了。他

们变成了听从安排

的一代，丧失了自

身的生活动力。

这，恐怕父母

是最大的“祸

害”。

与孩子平等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