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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我是一位零零后青年大法弟子，父母都是九九年之前得
法的老弟子。小的时候并不觉得我的父母与别人的父母有什
么不同，随着年龄增长，在和同龄人聊到各自的家庭时、越
来越多的和常人长辈交往时、以及了解到更多社会现象时，
我发现大法修炼者家长和常人家长有诸多不同。

对待成绩和排名云淡风轻
中国大陆有个词叫“别人家的孩子”，指中国父母经常

用来对比鞭策自己家孩子的一个优秀范本，常出现的用法为
“你看某某家的小孩，再看看你……！”

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将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作比较，因
此他们往往很在意孩子的成绩和排名。高中时班里就有女同
学因为在考试中没得到理想的成绩而挨父亲的打。

对我的父母来说，他们看到我的试卷时，首先关心的不
是上面的分数，而是首先会问我是否知道每一道题错的原因，
是粗心马虎？还是不会？如果是马虎了，那下次就仔细一些，
如果是知识掌握得不扎实，那通过老师讲完错题后有没有真
正弄懂？在他们眼中，考试只不过就是一个检验对于知识掌
握情况的工具，而非判定孩子优秀与否的标准或带给自己面
子的工具。这种与大部分中国家长对于成绩的态度的不同，
一方面是因为名利是他们所看淡的。另一方面他们心中的优
秀的标准与那些中国式家长不同，他们认为拥有善良、真诚、
无私等美好的品质才是优秀的孩子。

中国大陆还有个词叫“鸡娃”，主要指一些家长倾注大
量时间金钱和资源，打鸡血式的培养孩子，不停的让孩子去
拼搏去学习。这种“鸡娃”行为多发生在中产阶级高知家庭，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成为平庸的人，怕孩子长大后
达不到自己这样的高度。虽然“鸡娃”是小范围现象，但中
国的学生从小上各种补习班可是个普遍现象。如果把人生比
作一场马拉松，那么大部分中国家长都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所以想尽办法，做很多努力，只为孩子能在这场比赛中
能跑得比别人更快，名次更好。

在我上学的时候，直到高中之前我都没参加过任何补习
班。到了高中我发现数学实在跟不上，这才要父母给我报了
班。我的父母对我学习上的要求就是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
真完成作业，努力学习，他们不要求我名列前茅，也不要求
我多才多艺，只要我问心无愧的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就足矣
了。因此只要不是必要就不会给我报补习班。而我也一直有
听父母的话，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就
这样，即便我到了高中才开始参加补习班，却什么都没耽误，
大学考上了国内排名第一的美术学院，同时又拥有着完整的、
丰富多彩的童年。

我的父母之所以能这么从容的看待我的学习，是因为他
们很清楚人的一生是神定好的，人生并不是马拉松，而是一
出写好剧本的戏，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按照神写好的剧本在
演，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金钱名利和更好的生活，却不
知道那些是人的福分带来的，而福分是德换来的。但这不意
味着我们消极对待生活或等着天上掉馅饼，因为我们修炼人
要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好的人，那么作为学生就要好
好学习，作为社会的一员就要好好工作，只不过我们好好学
习，好好工作并不是为了争取常人中的什么，只是单纯的履
行好我们的社会身份带给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而不为回报。

虽然我们做事不求回报，但往往都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
果，正如我们师父所讲的：“常人社会中的任何东西你都能
通过努力执著得到，甚至于更执著的追求，可是恰恰另外空
间的理是反的，是反过来的，你努力想要得到，想要执著的
去做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恰恰是你越放弃，越不管它的
时候，你才能得到，所以叫作无求而自得。”（ 《瑞士法会
讲法》 ）

尊重与倾听
今年过年在奶奶家吃年夜饭时，大伯和伯母突然对我修

大法一事表示不满，认为我在和我父亲学坏，我笑笑，想开
口反驳他们的话，伯母却立刻用更高的声音和更快的语速把
我的话顶回去，不让我讲话。并且大概因为我平时在长辈面
前都很乖巧温顺，所以导致他们觉得我太听父母的话而没有
自己的思想，因而对我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家乡和父母生活在
一起也有些看法，觉得年轻人应该去更高更广的平台，比如
读研或是去大城市打拼才是正常的。

我本以为这是一场平等的交谈，双方可以在彼此尊重的
基础上交换自己的想法，毕竟在我们这个修炼人的三口之家
中，从来都是这样平和交流的。但在这场对话中我不被允许
发表任何观点。大人和小孩说话，小孩只有听的份；因为是
小孩什么都不懂所以说什么都是错的，因为是大人，所以说
什么都是对的，一言堂的大家长作风。深受党文化影响的中
国家长们，擅长控制和压制，却不懂倾听和尊重。

很多常人父母会觉得孩子选择远在他乡读书或打拼是出
于志向，但从年轻人的角度看这却不一定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曾看到很多年轻网友控诉和中国式父母一起生活的重重矛
盾和压抑，并想要毕业后尽快经济独立好远离父母。没有人
会不想拥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庭，但父母的强势和控制使孩
子们在家里感受不到尊重和温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不
能有自己的思想或声音，谁会想一直呆在这样的环境中呢？
于是孩子们不得不远走高飞。

在我们家，我的父母从未因为我是小孩，生活阅历没有
他们丰富就不把我当回事。每次我对什么事情有所感悟时，
哪怕表达得磕磕巴巴，他们也会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的听我
说而不是感到不耐烦，哪怕我们的想法不同他们也不会居高
临下的批判，只会在我说完话之后平和的表达他们的看法。
他们也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反而鼓励我自己思考。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做人，并要去掉私心，为他人着想。一个自私的人，会
忽略别人的感受，言行必不会顾及别人，可能就会不尊重别
人；一个处处为他的人，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问题，体恤
对方，理解对方，就会尊重他人。那么“忍”呢，会使人包
容别人与自己的不同，而不够善又不能忍的人，看见与自己
观念不符的人或事物，就会想要压制对方，强行改变对方。

不欺骗与言出必行
中国的职场有一个词叫“画大饼”，指的是老板为了让

职员能更长久更努力的卖命而提出一些诱人的条件但实际不
会实现。这种行为在亲子关系中也同样存在。战国《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中有一篇故事，讲的是有一天曾子的儿子哭着
要随曾妻一同去市场，曾妻为了让他回去便哄骗他回来杀猪
给他吃。虽然妻子只是开玩笑，但曾子为守承诺真的将猪杀
了。

家庭本应是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是若是父母
对孩子说谎，会对家人之间的信任造成很大的破坏。

我的父母一直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因此从小到大
对我所说的话都是言出必行，不确定的事情就不会随便承诺，
而且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绝不会骗我。比如说高中有一次我
们班去外地考试，所有老师学生和家长都住在一起，我的生
日正好在这期间，于是老师和同学们便为我买了个蛋糕准备
给我个惊喜，并叫妈妈向我保密。不过大家异常的行为让我
大概猜到了他们准备干啥，于是我问妈妈大家是不是给我准
备了生日惊喜，如果是一个常人的话，完全可以为了保住惊
喜而否认，并完全不会觉得这个小谎有什么，但妈妈并没有
回答我。虽然惊喜没有了，但我很高兴她恪守了“真”，没
有对我说谎。

知错就改 不端架子
有位朋友曾给我看过一段她和她妈妈的聊天记录，内容

是她妈妈有件事记错了，这位朋友想纠正妈妈，但她的妈妈
认为是朋友记错了，怎么都不相信是自己记错了。于是这位

朋友向她爸爸求证并把和她爸爸的聊天记录发给妈妈看，她
妈妈看后只是说了一句：你这么较真干嘛。这位朋友有点感
到愤愤不平，她觉得凭什么小孩错了就要被骂被批评，而大
人错了不仅不肯承认错误，甚至还要怪小孩较真儿。

在我们家，家人互相之间看到问题都会提出来并尽力改
正，因为我的父母不仅仅把我当作他们的孩子，也把我当作
同修，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不过一开始也有我提出问题但
对方不听的时候，但往往是因为我指出问题的方式让人难以
接受，比如我看到妈妈正和某人过心性关而当时没过好，处
理方式让我很看不上，我就会带着个人情绪当场指出来，这
时由于妈妈也是情绪占上风而理智不足，她就会不承认，觉
得自己没有我说的那种问题，但往往过后冷静下来了就能看
到自己的问题了，就会很诚恳的感谢我让她看到自己的不足。
后来我也意识到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欠妥，让人很难接受，
于是我以后再看到她什么问题就先记着，等她心情平和的时
候，不带个人观念的向她提出来，她很快就能接受了。

这是因为，大法要求我们遇事向内找，当别人指出我们
的问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你自己都不咋地呢还来
管我！”，而是用大法的法理为标准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
哪里不对了，是自己有问题那就努力改正。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不是丢人的事，只有正视错误才能去改正它，这样就会越
变越好。而一味否认自己的错还反过来觉得是别人不好只会
让人心里充满怨气，而且会让人停滞不前。

向内找还使我们家庭和谐很少有矛盾，即使偶尔产生矛
盾也很快就会过去，大家都不往心里搁。因为遇到冲突我们
都会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互相指责埋怨，这样一来压根就
吵不起来。如果人人都能向内找，那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会变
得更加和谐友爱。

言传身教，教好孩子先从自身做好
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时，她说了这

么一个事：她在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有个饮料机，在付
了饮品钱之后餐厅会给你一个杯子，然后就可以去饮料机那
里接饮料并可以无限续杯。她看到餐厅中有个妈妈叫她的儿
子用自己带的水杯去接饮料，小男孩看起来六七岁左右，犹
犹豫豫的说他们没有餐厅的杯子不能接饮料，他妈妈不耐烦
的说：“让你去你就去！管这么多干什么！”于是小男孩还
是拿着自己的水杯去接饮料了。

听完这件事我心里有点难过，小孩子本性是纯真善良的，
却从小被教着去占小便宜、破坏规则。小时候正是建立是非
观的时候，需要大人的正确引导，不是光嘴上讲道理，而是
要做给孩子看，因为小孩子会学大人，会觉得大人做的事情
那就是对的。所幸我的父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平时都用“真
善忍”作为行为的准则，并以此作为教育我的根本，使我成
为了一个善良，会为别人着想的人。

曾经和朋友说到《转法轮》这本指导我们修炼的书，我
说了一些修炼法轮大法对我父母在处理亲子关系上的影响，
朋友听后很羡慕的说：“要是我的父母也能早点读一读这本
书就好了。”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和睦
则社会安定。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如果
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变得这样和睦，我想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比
现在更好。真诚的希望每个人都能读读《转法轮》这本书，
这不仅是一本指导修炼人返本归真的书，也是一本教人做人
的书。作为家庭的一员，这本书会告诉你如何经营一个温馨
幸福的家庭；作为社会的一员，这本书会告诉你如何对待学
习或工作，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
一个追寻真理的人，这本书会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和人生苦难
与幸福的来由。

一对“特别的”
       中国式父母

文／大陆大法弟子

讲人伦  目的是守护人的道德
受现代教育和文艺作品的影响，今天人们一听“人伦”

二字，就觉得古人讲上下尊卑，长幼次序，男女有别，身份
地位，好像为的是强调等级，维护君王的统治。这是对古人
极大的歪曲和误解。

其实人伦关系，讲的是道德关系，确定不同的身份地位，
根本目的是为了每个人明确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应尽的责任
义务，懂得自己对对方对他人该有的担当。尽自己做人的本
分。也就是身居不同的位置时，该如何实践人道的具体化的
道德内涵。

这才是古人强调人伦的根本目的。仅仅讲德行，如何实
践呢？不同的身份该如何做呢？这就需要从小进行教育，先
从家庭的关系教起，接触到的父母，兄弟，朋友，夫妻，亲族，
进而论及君臣，一步步熟悉和明白如何应对各种关系，守住

不同关系下应尽的道德义务，该承担的责任。

因此，上到君王，下到百姓，都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
该做什么，如何对待他人。帝王也有帝王之师，皆由儒家传
承这套教育。帝王被教导要仁爱百姓，待民如子，皇帝与皇
后就是天下百姓的父母，皇帝要率领臣子管理好国家，给百
姓太平安乐的生活，这就是帝王和臣子共同的义务，因此，
君臣讲义，讲君仁臣忠的道义，为的是共同携手，以无私的
仁爱之心治理天下，给百姓带来安康和福祉。这是君臣人伦
关系的道德内涵。被视为最大最关键的内涵，可以成为天下
小家庭治家的表率和典范。言传身教，从帝王开始。所以一
旦登上帝位，就必须一言一行符合帝王的样子，来不得半点
懈怠，同时要照顾百姓，从婚丧嫁娶，生计到健康教育，都
要一一理顺，这就是古代礼制形成的原因和目的。

文／紫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