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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一个刚出
生不久的小婴儿正在哭，父亲俯下身来轻轻的安慰了几句，
婴儿像收到指令一般立刻止住了哭声，而后便一脸安然的睡
了过去。许多人不由得称赞这位父亲胎教有方。

如今育儿类书籍繁多，关于胎教的论述不可谓不详细。
其中的许多方式和古代传统的胎教法不谋而合。其实，我们
智慧的古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胎教方法。现在
看来，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胎教一词的出现与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有关。《列女传》
记载：“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
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太任的品
德端正、诚信、庄重而专一，她怀孕时，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
耳朵不听不好的声音，嘴里不说傲慢话语。太任就是这样对
未出生的文王进行道德的教育。

除了道德的教化，胎教中也有礼仪教化的内容：“古者
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坐。”（《列女传》）古代的妇人怀孕以后，行走
坐卧都讲究“正”，甚至连吃的东西都要求切的正，以便胎
儿能够“气禀正而天理全”。

古人不但懂得胎教，而且对其的重视程度也非比寻常。
《大戴礼记》载：“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
以为后世戒。”古人将胎教的道理写在玉板上，藏在金匮内，
放置在宗庙里，用以警醒后人。这说明古人认为道德和礼仪
的教化是非常重要的，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家族的兴旺，
甚至国家的兴衰，莫不出于教化之功。

当然，除了胎教外，传统中医也由此发展出了一套系统
的养胎方式，如孙思邈所撰写的《备急千金方》中便记载：“焚
烧名香，口诵诗书古今箴诫，居处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
正不坐，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庶事清净，生

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慧无疾，斯盖文王胎教者也。”
生活的环境要清静简单，孕妇要保持平静的心态，控制欲望，
听优美的乐曲，读圣贤的书籍。如此，小儿便聪慧贤德。其实，
出生在如此崇尚教育的家庭，即便天资一般，长大后大概率
也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君子。

然而，如果孕妇的情绪激动、喜怒无常或不注意节制欲
望，那么对胎儿的影响就会非常的负面。“夫小儿之在胎也，
母饥亦饥，母饱亦饱，辛辣适口，胎气随热，情欲动中，胎
息辄躁，或多食煎煿，或恣味辛酸，或嗜欲无节，或喜怒不常，
皆能令子受患。”（《医学正传》）

除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外，孕妇也要注意饮食的禁忌。“儿
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
安则俱安。母之饮食起居，尤当慎密，不可不知也。”（《格
致余论》）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中就列举了许多孕妇忌口的食
物，如不能吃冷饮、酒及驴马肉等等，不然就可能导致胎儿
患病。而且，孕期的妇女在服药方面也要非常注意。这一点
我们现代医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许多药品上都有禁止孕
妇服用的提醒。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孕妇会在家里张贴一些婴儿画报，
希望能够诞生一个可爱的宝宝。其实，这种方式根本上就是
来源于传统胎教的“外向内感”之法。《钱氏儿科》中说：
“欲子女之清秀，居山明水秀之乡。欲子女之聪俊者，常资
父学艺书。”而《诸病源候论》指出：“妊娠三月，名始胎，
当此时，血流不行，形象始化，未有定仪，因感而变。欲子
端正庄严，常口谈正言，身行正事，欲子美好，宜配白玉，
欲子贤能，宜看诗书，是谓外象而内感者也。”

总而言之，古代的胎教之法一点也没有过时，它仍然是
一门值得深入挖掘的高深学问。

文／青山传统胎教浅说 

大家都向往天长地久的婚姻，然而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常
常觉得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
人想逃出来。” 自 2013 年起，中国离婚率逐年攀升，到了
2022 年已经达到 43.53%，高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向来视婚姻
为“人伦之本”。有社会学家表示，中国的家庭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崩溃。

在离婚的人群里，80、90 后成为了主力军。他们大多是
独生子女，从小全家都围着他转，有人甚至没做过家务活。
习惯于被人迁就和宠爱的他们，在婚姻中也往往希望另一方
能迁就自己。一旦没有一方妥协，矛盾一触即发。

一位 80 后的女生和她的先生对于婚姻当初的想法非常肤
浅和幼稚，他们都爱玩电脑游戏，就想着两个人在一起吃喝
享乐玩游戏，那样多开心啊，憧憬着每天在一起玩个昏天黑
地，那才是幸福的生活。婚姻的责任、付出和担当是他们很
少去想过的，觉着有相同的爱好、彼此爱慕，这就是婚姻幸
福的保障了。

他们结婚不久后，只度过了短暂的甜蜜期，各种问题就
暴露出来了，自私的本性、强调自我的个性与生活习惯上的
差异使他们产生了一个个的不和谐。他们经历了吵架、冷战、
和好；然后又吵架、又冷战、又和好，看待对方的眼光逐渐
刻薄，对方的优点越来越少，看到的缺点越来越多，并在一
次次生气、争吵中，放大这些缺点，怨恨也由此而生，控制
不住的鄙视对方。

她整天象个怨妇一样，心情糟到极点，身体也随
之出现了很多问题，腰椎疼，两个鼻孔被肉球一样的
东西堵住了，心脏时不时像锥子猛扎一样的疼，这些
都影响了她正常工作。

这个女生想通过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帮她走出阴霾与困
惑，希望书中对人类心理的分析能让她看清本质、找到问题
所在，让自己振奋起来。可读来读去，总觉的太理论，看着
是个办法，但并不实用。当那排山倒海的怨恨、怀疑、伤心
涌来的时候，当想起她丈夫曾经的冷漠和背叛的时候，书里
那些分析和所谓的办法，犹如蚍蜉撼树，根本帮不了她。后
来又一次大吵后，他俩决定离婚，就在这个女生觉得人生转
折点可能来的时候，她开始修炼法轮功。

每天看《转法轮》后，她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
关系的；明白了人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当人，而是要提高道德
境界、返本归真的；明白了人之所以会有痛苦、会得病都是
在偿还自己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而造下的业力；明白了善恶
有报是宇宙的法理，人做了什么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也明白了人各有命，没有什么可妒嫉、可抱怨的。

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明人的脾气秉性
很难改，那不是喊口号、定目标、轻易就能改变得了的，她
每天都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逐渐的
一点点变好，一天天看到自己的变化，心的容量在不断扩大，
随之带来的是更能理解别人、包容别人。她按照修炼人的标

准修好自己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居然就跟着变了。体会到了
大法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她是真的看到了、也
被震撼到了。当她的内心发生由恶向善、由自私向无私的方
向一点点改变的时候，曾经的病痛也在她修大法三个月后，
一个个都不治而愈了。

她说：“我见过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人，或离婚、或一
个人带着孩子、或再婚，甚至有搞婚外情的，大部份婚姻破
裂的原因是‘性格不合’，张嘴都是对方的不是，自己如何
委屈有理，听的我很有感触，因为这就是我以前婚姻的样子。
我何其有幸，得遇大法，蒙师父救度，才有了现在的我。”

她还说：“我心中无限感恩师父对我们的救度！我回想
着这一路走来我们的变化，两个曾经那样自私自利、毫无责
任感的人，现在能够彼此真诚相待，发自内心的为对方着想，
这种相敬如宾是纯净的、互相尊重的，不同于男女之间的情
爱。”

中国人以前对爱情的总结很到位“一日夫妻百日恩”，
讲的是一种恩情，是一种缘份。其实婚姻的真谛在于一种责
任感，丈夫对妻子负责，妻子对丈夫负责。而不是靠人的感
情或利益能够维系的，因为人的感情是会变的，夫妻之间有
恩有义，恩爱夫妻，恩义在先，爱慕在后，恩情越重，相互
之间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这才是人应有的正常的夫妻关系。

https://tinyurl.com/bdffdf3z

正见网

一个人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外，大抵离不开三方面：
学校教育、社会环境影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极其重要
的方面，因为小孩出生后，他的呵护者、教育者是父母。父
母对他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感染，会影响他一生。海青天海
瑞，成为历史上人们尊敬的一位清官，离不开母亲对他的教
育。

    
海瑞幼年丧父，海母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过着清

贫的生活。但是她性格坚毅，和孟母一样，深知幼儿教育的
重要性，所以在海瑞年幼时，海母就让他读《孝经》、《尚
书》、《中庸》等圣贤书，树立了很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海瑞成人后，母亲对他的教育和引导，更加操心。鼓励

他走出家庭，多与底层民众打交道，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
生，体察民众的要求和疾苦，这对海瑞日后走上守廉治贪之
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海瑞用他了解的民情，写出了《治
黎策》一文，并凭此文，中了乡举。

    
母亲对他的教育和支持，对海瑞日后走上仕途、做一个

正直的清官，起着决定性作用。海瑞担任浙江淳安县知县时，
母亲与他随行，母亲作为他的耳目，从普通群众中，了解诸
多民情，比如这里的富豪，有三四百亩田产，而交税极少的
不公正现象，海瑞就是从母亲口中听来的。他向母亲保证：
将此事列为他此任知县的首办要事。母亲说：  “当官要为
民作主，公正廉洁。”母亲的教育，坚定了他为官守廉治贪
的信心。

有一次，朝廷派员外差，国公张志伯等人，打着“奉天
巡察”的旗号，来淳安行勒索之实，海瑞决不能让张志伯得

逞。母亲劝他冷静处理此事，又提醒海瑞必须学会斗智斗勇。
在母亲的策划下，张国公尽管羞怒不已，但惧怕海瑞清算的
认真劲头，只好顺水推舟，放弃了在淳安县的勒索，空手而
去。此后，海瑞在任职期内，废除了本地官员进京朝拜时的
旅费，及馈赠京官的礼金，均由民众摊派的做法，又废除了
知县向出巡的官员馈送银两，且摊派到各里甲的旧规。母亲
对他这种做法十分赞赏。继后，海瑞调任江西兴国县，对这
个不升不降的安排，海瑞颇有遭冷落之感。母亲劝慰他，重
申即使失掉升官机会，但守廉治贪的作风，也不能丢。

    
母亲培养了海瑞顽强的个性以及绝不认输的精神。他时

刻铭记母亲对自己理想志向的引导和个人品性的造就。记住
母亲所说：“即使粗茶淡饭，即使偏居乡野，只要能坚守人
格的纯洁，都是值得的。”海瑞无论在何处为官，他都要在
中堂上悬挂“忠孝”二字以示胸怀。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年 )，
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在后宫跟道士们说教，可朝臣没
谁敢劝说。唯海瑞大胆进谏，在《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中，
抨击嘉靖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使父子分离不是好父亲；
使夫妻分居，不是好丈夫。递交这一死谏后，他被锦衣卫逮
捕到东厂禁锢。母亲给他书信和口信，叫他不要绝望，不要
改变自己的志向。隆庆皇帝即位后，他被释出狱，破格提职，
历任尚书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直隶巡抚等职，官至正
四品。到万历皇帝时期，任南京右佥都御史等职。

他无论在哪一个职位上，其自廉治贪作风，没丝毫改变。
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薪俸之外，他一无所取，一双旧鞋，
多次修补，仍然穿在脚上。两次进京，一路旧服素食，路费
仅用银四十八两，而当时一般官员进京一次，用银均两百两
以上。任职期间，对事关人命的假案、错案，或移花接木案，

都认真审案，绝不马虎从事。一批为富不仁者，得到应有的
惩罚，无数沉冤得以昭雪。海瑞在任职期间，为当地治水、
救灾，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人们称赞他为“南包公”、  
“青天海大人”，这一切都与他母亲的教导分不开。他牢记
母亲教导“四要”：  “朝廷为官，要清正廉洁；审理案件，
要明察秋毫；拯救百姓，要千方百计；为民请命，要不辞辛
劳。”

    
海瑞的母亲一生辛劳，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他为报母

恩，在母亲七十大寿时，本想宴请亲朋好友，为母亲祝寿，
可母亲坚辞不允。她认为即使花费的是自己的钱，但官员的
一举一动，都被百姓看在眼里，容易被百姓误解和反感，更
不利于儿子自己守廉治贪，反而会被那些有权势的官员，抓
着把柄，大做文章。所以，为母亲过七十岁的生日，海瑞买
了两斤肉，用自己园地种的菜，做了三菜一汤，他还为母亲
献上狂草一幅，作为寿礼，这狂草是海瑞精心所写，它由“生
母七十”四字组成，但倒过来却是个特大的“寿”字。母亲
端详一番，非常高兴，还称儿子书法大有长进。

    
海瑞为官三十年，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深感愧疚，唯

有牢记母亲教诲，一生做到刚毅正直、大公无私、惩恶扬善、
保国安民。

海瑞官至二品，告老还乡时，他的全部财产，就是几件
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破箱子。  “三生不改冰霜操，万
死常留社稷身！”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他对母亲最大的报
恩。

文／艾益民海瑞之母撑起一片青天家教珍事家教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