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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红

《苏菲的世界》是挪威作家乔
斯坦·贾德创作的一本关于西方
哲学史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名
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
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
哲学史发展的历程。

故事开始于即将过15岁生日
的苏菲在放学回家后收到了一封
神秘信件，打开后映入眼帘的问
题是：“你是谁？”“世界从何而
来？”与此同时，她也收到一封“请
苏菲转交给席德”且邮戳来自黎
巴嫩的古怪明信片。从这天开
始，苏菲便不断接到一些极不寻
常的来信，并且每次都要躲在后

花园的密洞中才能打开神秘信
件，领会文字意味。信中内容从
古希腊爱琴海畔的前苏格拉底哲
学，到雅典城师徒三人燎原的智
慧之火；从神权当道的漫长中世
纪，到人性复苏的文艺复兴；从
启蒙运动为人权进行的斗争，到
百科全书派对理性的推崇……奇
怪的事情也接连发生：魔镜、少
校的小屋、寄给席德的明信片、
叫她席德的艾伯特、写着生日祝
福的香蕉皮、梦中的金十字架、
捡到的 10 元硬币……作品将一
系列的哲学问题嵌入整个哲学史
中，以此贯穿成书中的一条线索，
随着各种问题的不断深入与解
决，一部欧洲哲学史慢慢展现在
我们面前。

在我的认知世界里，哲学是
高不可攀的，它过于深刻、又或者
枯燥乏味。光是那些“主义”的名
词，就足够浇灭我头脑中并不很
充足的智慧之火。因此，当下决
心同孩子一起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心里是非常忐忑的。我不确定
这么早让孩子接触哲学是不是正
确，更不确定我的孩子——一个十
岁的小学生是不是能够坚持将这
本书读下去。因此，我选择了亲子
共读，每天一个章节，阅读过程中
可以随时停下来共同讨论。就这
样，慢慢地，每天晚上睡前的半小
时变成了我和孩子最期待的“苏菲
时光”。我们和苏菲一起理解苏格
拉底说的“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
无知的人”的深意，让自己不要停
止对周遭世界的追问；理解笛卡
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和对
世界保持怀疑的态度；理解萨特
存在主义“我存在比我是谁更重
要”，保持对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
的探索和寻求。三个月艰难且美
好的阅读，让我和孩子终于理解
了智慧是哲学的本质，而人生才
是哲学的外在意义。

是的，正如苏菲所说，我们生
活的这个世界就像魔术师从他帽
子里拉出的一只白兔，只是这只
白兔的体积极其庞大，因此这场
戏法需要数十亿年才变得出来。

所有的生物都出生于这只兔子的
细毛顶端，它们起初对于这场令
人不可置信的戏法都感到惊奇。
然而，当它们的年纪愈长，也就愈
深入兔子的毛皮，它们在那儿觉
得非常安适，因此不愿再冒险回
到脆弱的兔毛顶端。愿意在兔毛
最顶端站立的人不仅仅是哲学
家，更是那些不甘处于虚幻世界、
勇于追寻真理的人；而不想冒险
爬回兔毛顶端的那类角色，就是
情愿接受安排、享受安逸却无价
值生活的人，最后成为虚无缥缈
中的尘埃。我想，唯有哲学家才
会踏上这一“危险”的旅程，迈向
语言与存在所能达到的顶峰 。
其中有些人掉了下来，但也有些
人拼命攀住兔毛不放，并对那些
窝在舒适柔软的兔毛深处的人大
声吼叫，试图唤醒他们沉睡的心
灵和蒙尘的意识，如同艾伯特那
样，慢慢引导苏菲开启智慧与理
性的大门。《苏菲的世界》于我和
孩子而言，就是对窝在兔毛深处
的我们的那声“吼叫”，唤醒我们
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
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好奇，保持对
世界的追问。

这本书不仅适合孩子启蒙，
也值得很多成年人一读，当我们
被繁琐的日常事务和学习生活
所累时，你是否还会思考“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要往何处
去？”之类的哲学问题？也许思
考这些问题并不能够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什么益处，但是正如苏
格拉底所说：“未经思考的人生
不值得一活！”

阅读结束后，孩子写了一篇
读后感，文章的结尾他写道：“以
前我也有过和书里相同的想法，
但一直埋在心底，找不到合适的
文字来表达，而现在，我在这本书
中都找到了。那么是不是表示我
也和苏菲一样幸运，都是努力想
要站在兔毛顶端、未被磨掉好奇
心的孩子……”

祝愿我们和孩子都可以做
生活的执笔者，保持好奇，永远
思考！

意外地收到美桦先生亲笔签
赠的新书，是一个雨后初晴的夏日
中午。翻开《羊的童话》，先读序言
和后记，再翻翻目录，就知道，这不
是童话，而是美桦先生多年来摆过
的“龙门阵”。不管在现实中，还是
在文字里，美桦先生都是讲故事的
高手。

可不，开篇《童年的玩具》，瞬
间就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对于
三十多年前的农村孩子，三角板、
弹弓、铁环是熟悉却奢侈的玩具。
作为一个女孩子，弹弓和铁环的乐
趣没能体会，到处搜罗烟盒折三角
板、想方设法把小伙伴的三角板赢
过来是一大乐事。那时候，每个孩
子的书包里，都可以掏出一叠花色
不一的三角板，关于三角板的玩
法，美桦先生写到了“吹、拍、推”三
种。“每到课间休息，教室外的空地
上，总能看见几个孩子围成一圈，
半蹲半趴，撅着屁股，偏着脑袋，鼓
着腮帮，嘴里‘噗噗’有声，或咬紧
牙关，抡起巴掌，使劲地往地上
拍。孩子们就在腾起的灰尘中，分
享着战胜对手的喜悦。”这场景，让
人忍俊不禁，又分外亲切，那不就
是童年的自己吗？

在“童年飞歌”部分，像这样如
临其境的人、事、物比比皆是，《儿
时的副业》中以扯山草、拧松果、挖
中药等力所能及的劳动换取微薄
收入的不易简直感同身受；《偷油
嘴儿的故事》里打酱油半路偷吃、
瓦片碾稻搓米、野外烧山菌、吃糯
米酒过量醉倒几个故事无不趣味
盎然；《特殊的佳肴》里香蕉丸子、
水炒肉、烧红盐、糯米饭等物质匮
乏年代的奢侈佳肴，如今读来依然
令人垂涎欲滴……

这些生动的故事，发生在美桦
先生笔下一个叫乌地吉木的小山
村，当然也发生在张村、王村、李
村；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
亲朋好友，也同样是小明、小华、小
强等同属于那个年代的孩子和他
们的亲朋好友。那是一个物质贫
乏的年代，贫乏到什么程度呢？美
桦先生写道：“十天半月才能打一
次牙祭，喉咙里时时能伸出一只手
来，捞着带油星的东西都敢往嘴巴
里送。”就是这样的年代和生活，在
美桦先生的笔下，童年记忆也尽是
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朴素而真挚的
深情，似童话般明媚美好。

“涉世之初”“品尝人生”“世相
百影”三个部分的 27 个篇章，有着
更为清晰的时代烙印。不管是

《“跳龙门”》《难取的工资》的一波
三折，《我差点被送进麻风病院》

《第一次上手术台》的啼笑皆非，
还是《幸福的半间房》《快乐大本
营》的苦中作乐，都有着非同寻常
的现实观照的意义，使人唏嘘感
慨。或许，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表
达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怀抱
乐观和希望向前，美好的生活终
会如期而至。

我最喜欢的，还是美桦先生对

人物的生动刻画。
“刘朝东身材魁梧，粗手大脚，

两颗向外飞出的大门牙威风凛凛，
一说话唾沫星子乱溅，洪亮嗓门像
大喇叭一样。”“他让病人脱下裤
子，端坐在凳子上，自己半跪着身
子，伴随着呼呼直喘的粗气完成打
针的系列动作：夹着棉球的手术钳
往病人屁股上一擦，然后用嘴叼
住；左手粗壮的大拇指和食指按住
病人的屁股，高高翘起 3 个手指严
阵以待；右手拿起针，从左手大拇
指和食指的指缝间扎下去；从嘴里
取下手术钳，压住针脚拔出针头。
针还没推完，他已经紧张得出了
一头的汗水。”就这样，赤脚医生
刘朝东粗犷爽朗却是“打针显得
异常吃力”的形象跃然纸上，如在
眼前。炊事员老祁、民办教师倪
德全、民兵连长郑大奎、乡村调解
师刘老师、情深义重的小木匠……
美桦先生用举重若轻的笔触、行云
流水的语言，把这群普通人和与有
关的世相百态描绘得饱满生动、入
木三分。

读完美桦先生的“龙门阵”，已
不能简单用“共鸣”两个字来形容
自己的感受，那更像是一种穿越与
体验，回到生活与成长的现场，满
怀欣喜和期待，体验生活的快乐与
艰辛，见证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对

《羊的童话》，著名作家吉狄马加如
是推荐：“真正的写作者，总是在记
录生命过程中最难忘的经历，但如
何将个人生命经验成功地呈现，并
在他者的心灵世界找到共鸣却是
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作家李美桦的
这本书，就让我再一次获得了这种
认知上的喜悦和感动。”

的确，生活不是童话，但美桦
先生的文字，处处洋溢着童话般的
温情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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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乡村中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与培训模式研究》一书序
言中，陕西师范大学郝文武教授
深情写道：“国运兴衰，系于教
育，关键在教师，教师是立教之
本，兴教之源。振兴乡村教育的
关键是千方百计地加强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一个在大学求
学期间有过多次乡村学校支教经
历，硕士毕业论文聚焦“中小学
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线教师，我
怀揣着对乡村教育的热切关注，
对自身教师专业发展的困顿思
考，迫不及待地拜读了牛文明教
授等专家学者的智慧结晶，收获
满满。

作为乡村子弟，牛文明教授
求学过程中既蒙受过“良师”的温
暖，也经历过“庸师”的沮丧。他
对西部乡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
有着一种天然的关注，他心怀“国
之大者”，牵头成立课题组，带领
团队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涉足陕
西、甘肃、四川等地开展田野调
查，进行深度访谈，聚焦西部乡村
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关键问
题。在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
上，为西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把
脉问诊”找问题，“对症下药”开良
方。尽管在研究攻坚阶段，作为

课题组负责人的牛文明教授身患
眼疾，许多研究工作暂时搁置；但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载风雨，终于
有了这样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具有一定专业性调查研究的
书籍。专业性、普及性、互鉴性兼
具，中小学一线教师读来，也颇津
津有味。

有着不同研究背景，来自不
同研究领域的高校学者、一线教
师分工协作，扎根基层，将研究写
在中国大地之上，梳理西部乡村
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与培训模式
存在的问题，一份份调查问卷背
后的详实数据，因为研究团队专

业严谨的分析，彰显出生动的意
义。研究者从理论上指出西部中
小学教师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
题，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
建议：“输血”到“造血”、预设到生
成、单一到多样、当下到未来，由
此绘就的教师教育培训变革之路
为我国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变革提
供了参考蓝图。

本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同
时极具可读性。书中荟萃了大量
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故事，讲述
了多名一线乡村教师的教学专业
发展之路。他们有“问渠哪得清
如许”的教学深思，也有“为伊消
得人憔悴”的不悔才情，更有“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本
书既有理性的专业分析，又有生
动的教育叙事，读者在获得理论
提 升 的 同 时 感 受 着 语 言 之 美 。
本书特别强调，制约西部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于阅
读 匮 乏 。 我 想 ，不 仅 是 乡 村 教
师，所有一线教师都应该努力使
自己成为阅读引路人。吾生有
涯，而知无涯。曾国藩说：“人之
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
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于相法
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阅
读的价值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

在于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
界。正如书中所言：“教师是终
身学习的典范和全民阅读的身体
力行者，阅读是教师提升专业发
展的原动力。”教师在阅读中不
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调整、自
我建构，最终实现高质量的教师
发展。

国外经验为我国西部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书通过对美国乡村教师“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问题的研
究，分析了美国乡村教师的流动
现状，梳理美国乡村教师改革的
关键措施。在具体分析西部乡村
教师短缺状况后，提出西部地区
乡村教师改革要实施“一揽子计
划”、关注新入职教师专业发展、
定向培养本土教师。真正践行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族要
复兴，乡村必振兴。我国在驰而
不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征
程中，西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研
究愈发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大海
之阔，非一流之归”，阅读本书的
过程中不仅重温了自己的研究之
路，更促使自己重新思考个人专
业发展之路，这正是本书的价值
与意义。

践行正向养育，
以“鼓励”的方式教养孩子

史蒂芬·柯维博士在《高效能
家庭的7个习惯》的“要事第一”中
提到，要在动荡的世界中把家庭放
在第一位，设置每周一次的家庭时
间。本书的作者黑幼龙也提出要
制造全家在一起的机会，召开家庭
会议，重大事项也请孩子发表意
见，聆听孩子的看法。

卡内基曾说过，人有一种需要
被赞美、被感谢的渴望。对孩子的
赞美，何时开始都不晚，而“鼓励”
也是孩子学习的最佳动力。不论
是面对爱好交友的女儿、还是梦想
当明星的小儿子，作为父母，不指
责、不说教，给孩子时间去实践和
寻找，教孩子去做自信而“喜欢自
己”的人，放手让孩子去经历他们
最美好的时光。

黑幼龙说：“相信孩子，等待孩
子，以开放的方式和孩子们相处，
不代表对孩子的教养完全放任、什
么都不做。父母用鼓励的方式教
养孩子，给他们自由选择、勇于承
担的机会，孩子最终会获得更好的
成长！”

创造孩子的生命自然律，
孩子的教养应该慢慢来

黑幼龙先生家中有四个孩子，
性格各不相同。老大乖，老二闹，
老三娇，老四宝，在四个孩子成长
过程中，作者也同样遇到了每位家

长都会面临的各类成长难题：孩子
学习差、调皮捣乱、花样百出、上课
迟到、不写作业、亲子冲突……这
让父母很头疼。但通过黑幼龙的
正向引导，后期他们顺利考入常青
藤名校，并在毕业后成为了律师、
医生、企业经理人等，拥有着自己
的幸福人生。

在书中，作者提出“慢养”的教
养理念，也给出了面临成长难题时
可行可复制的解决方法，提出家长
需要与孩子心平气和地对话。每
个人对待他的方式就是这个小孩
世界的自然律，将会影响孩子的一
生。父母要多给孩子一些空间，支
持孩子去完成自己的梦想、让孩子
绘制自己的人生蓝图，“慢养”像是
种花，父母像是园丁，负责浇水、施
肥。有时候在一旁架起一支架，以
备刮风时提供些支持的力量。在
急躁、焦虑的育儿大环境下，“慢养
型”的父母需要比园丁还更有深
度，更能欣赏孩子的特色与不同，
更能包容，也更需要有耐心、关心、
爱心。

以写信的形式与孩子实现
心与心的真诚沟通

书中记录了作者黑幼龙先生
分别写给四个孩子的信，在孩子成
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了他们温柔、
细致的忠告。用信件的方式，传递
爱，陪伴孩子走过属于他们的成长
之路。

他告诉儿子，要一生去做自

己情绪的主人、拒绝拖延、懂得
尊重他人与自己的不同；她告诉
女儿，要储蓄自己的情感财富、
给予他人重要感、全力以赴去追
求快乐。

黑幼龙说，他最享受的是写信
时候的心情和那微妙的亲子间的
互动。并且提出，父母每年都可以
写一封信给我们的孩子，不要等到
非常时刻才写。一封充满爱、关
怀、肯定和由衷赞美的信，一定比
任何礼物都珍贵。

孩子，是造物主赐给我们最珍
贵的礼物，而慢养是通往亲子关系
康庄大道的钥匙。通过《正向养
育：黑幼龙的慢养哲学》，一起做

“慢养”的父母，去理解孩子、欣赏
孩子、赞美孩子，培养孩子的自律、
责任、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让
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正向养育的黄金指南
□思 蕊——黑幼龙的慢养哲学

日前，由中青文图书策划、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家庭教育类新书《正向养育：黑幼龙的慢养哲
学》已全面上市。该书作者是中国台湾省黑幼龙先生，他将自己独特的“慢养”方法与养育四个孩子的
经验倾情奉上，为广大处于育儿焦虑下的家长们带来一份正向养育的黄金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