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5 年 6 月 第 237 期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d_ip@dongtaiwang.com来取得, 动态网可透过Skype加入dongtaiwang-ip.go为好友来取得

家庭教育

二零零八 年，我的女儿在她十七岁时考上了
飞天艺术学院。 完成学业后，就留在神韵乐团工作至
今，一晃十七个年头过去了。可以说，女儿成长的黄金时代
是在神韵度过的。每当我和妻子回顾她的成长历程时，我们
都充满对神韵的无限感恩。作为海外华人，我相信绝大多数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忘根，能拥有良好的中文水平，
同时又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良、真诚，坚忍、有责
任心等。然而身处海外，离开了中文母语的大环境，对下一
代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中文教育，每每都成为华人家长们的
遗憾。

飞天大学和神韵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他们不仅重视中
文教育，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列为重点课程之一。这也
是为什么很多华人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进飞天和神韵的原因。

我曾经在西方大学学习和工作过。在大学的亲身经历中，
我深深的感受到现在的大学校园已被越来越多反传统的价值
观和极左思潮所侵蚀。在女儿考大学之前，我和妻子都非常
担心她在大学里所要面临的各种变异思潮的冲击，也知道大
学里存在喝酒、吸毒，性乱……等现象。但孩子读大学是成
长的必经之路，只是感叹现在的教育失去了对孩子性格和品
德的培养，以致很多年轻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幸运的是，女儿临高考那一年，飞天艺术学院也在招生。
女儿自愿把申请飞天作为了她的第一选择，在拿到飞天的录
取通知后，她放弃了名牌大学给她的机会，踏上了她自己选
择的艺术之旅。

一、神韵是女儿心之向往
二零零八年四月份，女儿已经完成了大学入学（A-level）

的第一次考试，后被一所重点大学有条件录取，等待第二次
的最终考试。这时，明慧网发布了神韵乐团招生的信息。女
儿看到后，主动跟我们商量，她想报考神韵。她从六岁开始
学习小提琴，但我们仅仅是为了让她有更多的兴趣爱好，培
养一种艺术修养而已。虽然她也通过了相关的音乐考级，但
我和妻子都不曾想过她能够走音乐的路。看到我和妻子都不
是很上心，她就对我们说：“你们就帮我报名，试试看嘛。”

作为家长，在她过去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很尊重
她的意愿。因为女儿从小就是大法小弟子，平时很安静，懂
事，基本不需家长操心。因此，我和妻子就同意了她的想法，
说：“行，我们帮你！”接下来，我们按照女儿的想法帮她
报名，并帮她录音准备个人作品。

寄出申请资料不久，女儿很快就收到了去飞天面试的通
知，女儿只身飞赴美国参加面试。非常幸运的是她面试合格
了，成为了一名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听到消息后，我和妻
子都非常高兴，女儿以后就有机会加入神韵了，我们作为家
长也不需要担心孩子在中文教育和学习传统文化方面的缺失
了。这极大解除了我们对女儿上一般大学后的各种担忧。

二、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女儿上飞天之前，我们没想到不需交学费的事情，事

实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女儿在学习期间从没有交过学费，食
宿费也全免，上学期间每月还有生活补助。在她上学期间，
我们仅仅每年帮她买放假回家的机票。

尽管我们所在国有很好的福利制度，当初女儿小学毕业
后考上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获得全额奖学金）和好几所重
点公立学校。但因我的工作变迁，女儿随我们搬到新的城市。
幸运的是，当地一所全国著名的公立女校特别录取了她（正
常招生已经结束）。公立学校虽不需要缴学费等一切杂费，
但是每年的校服、午餐费都是自己承担。如果上大学，学费
加上住宿费、三餐以及日常的个人消费，一年下来也是不小
的数目。四年大学下来，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而飞天大学与神韵对学生及实习演员考虑并照顾得非常
细致周到，而且是针对所有的学生。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学
校都很难做到的。

三、令人惊艳的中文水平
女儿是在国外上的小学和中学。平常在学校里都是英文

交流。几年下来她的中文水平也仅能保持在读中文的《转法
轮》，以及夹带很多英文单词的基本的中文对话，几乎没有
写作能力。我遇到过很多华人父母，无不对孩子的中文唉声
叹气但又无可奈何。有些家长也试图在家中尽量用中文交流，
但环境比人强，孩子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加之中文学习
的难度。很多孩子已经失去了说中文的愿望。

然而在神韵，中文是主要的教学语言之一，包括中国的
传统文化是必选课程。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女儿的中文水
平逐年提高。在我们每次联络时，夹带英文的时候越来越少。
中文的听读写能力也大幅提升。她在去神韵的第一年，曾用
中文写了一篇内部交流文章。我有些惊讶她的中文写作能力
提高这么快。

当然她也学到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课程。这
样当我们家庭对话时，我们可以毫无顾虑的谈及一些历史名
人及典故，我们一般无需再给她解释这些典故背后的故事了。

四、学会关心他人 更有责任感
女儿从六岁跟着家长修炼法轮功，在很多朋友眼里看，

都说我们很有福气，有一个听话的孩子。有时我和妻子回忆
带女儿长大的过往，心中总是美好的回忆。当然，我们也看
到她作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所带来的性格上的不足，比
如：女儿从小不愿意管事，只想做好自己，不太关注他人。
尽管从世俗意义看，她总体上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是个修
炼真善忍的家庭，总是希望女儿要变得更好，更能关心别人，
更有担当一些。

女儿上飞天后，紧张的学业和专业技能的提升占据了她
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能够感受到她在飞天开心与充实的生活。

后来，在参与了神韵的巡回演 出，不
时的给我们发来她在世界各地 逗 留 的 照
片，不同国家的美景和美食的 画面总是伴随着她灿烂的笑
容。

每年一度的暑期假日，她会回来与家人共同渡过。每次
在一起相处的时光，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在不断进步。从一个
恬静自律，不关世事，有些自我的小女孩，逐渐变成阳光开
朗、纯真善良，关心他人的专业人才。每次假期，她也以父
母为中心来安排她的行程。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她在
性格上和思维方式上的不断提升。她在美国建立家庭后，夫
妻俩都是修炼人，两人互相扶持，家庭和睦，其乐融融。他
们对双方父母都很孝顺，家长都为他们感到欣慰和幸福。

一晃在神韵十七年了，但她对神韵的那份热爱与珍惜更
加真挚与深沉了。在乐团中，她尽职尽责，关心团里每一个
年轻团员。即使在假日旅游期间，也会随时保持和其他成员
的联系。遇到需要她帮助的事情，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和问题。神韵把一个从小就生活在西方，比较强调
自我的孩子，塑造成一个中文流利，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关
心他人、善解人意、有责任也有担当的艺术专才。这样的教
育环境怎能不令家长和孩子向往呢？

五、教育的出路
这些年我碰到过很多家长，无不为孩子的成长环境担忧。

前不久，一位来自越南的朋友跟我说：他的女儿才五岁，学
校现在就开始性教育。他感到不可思议和非常担心。他询问：
有没有学校可以送女儿接受传统教育？

他的女儿只是上小学，对于那些上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家
长，所担心的东西就更多了。但现实是：西方总体教育环境
的日益沦陷，特别是过度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
已经使孩子远离了传统的教育。我知道现在不少华人家长对
管教孩子都有些无奈。我个人觉得：西方社会对自由的泛滥
使用，已经使学校并不能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了。华人耳
熟能详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讲：“养不教，父之过，教
不严，师之惰。”意思是说：生养孩子但不教育，是父（母）
亲的过错；教育学生如果不严格，是老师的失职。这是中国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教育下一代的至理名言。

飞天和神韵是用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念培养着年轻的一代。
神韵演员们也在生活和工作中实践着他们的信仰。

作为家长，我亲身见证了神韵把我们的女儿培养成为了
一个更好的人，一名艺术家。尽管她已三十出头，但依然保
持善良纯真的天性，甜美的笑容，清澈的眼神，全身散发着
神韵演员独有的气质：仿如一朵出水的芙蓉，清新脱俗。这
是我们从女儿身上感受到的一个神韵演员的真实写照。

从女儿成长的经历中，我深刻体会到：神韵名副其实的
为当代教育树立了杰出的典范。他们为复兴中华五千年传统
文化所作的努力和实践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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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启正（欧洲）

最近，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引发关注。尽管不少国
家物质充裕、科技发达，许多孩子却依然感到迷惘和痛苦，
甚至有些孩子因此走上绝路。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孩子，为什么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或许，这是一场现代教育的迷失。当我们过于追求升学率、
竞争力和所谓的个人成功时，是否遗忘了先人创办教育的初
衷——培养高尚的人格和心灵？

其实，答案早已蕴藏在两千多年前，孔子留下的智慧中。

孔子：有教无类，仁爱为本
孔子曾说：“有教无类。”不论贫富贵贱，他愿意教导

每一位愿意学习的学生，只要有心，他就愿意倾听、引导。
孔子也强调：“仁者，爱人。”教育的出发点不是控制与塑造，
而是爱与理解，是引导人心向善。

他曾问弟子子路：“你帮助过你村里的人吗？”子路回答：
“没有，他们又不是我的亲戚。”孔子叹道：“那就不能算
孝顺，真正的孝，是从家中推及四方，爱人如己。”

这不就是现代教育最缺乏的吗？我们教孩子怎么考高分、
赢过别人，却没有教他如何“爱人如己”。

孔子一生教导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人成为贤人。他
从不以地位、出身、贫富来筛选学生，真正实践了“有教无类”
的理念。

有一次，一位名叫颜回的弟子，家境极其贫寒，只能住
在简陋的小屋、吃粗糙的饭菜。但孔子却深深欣赏他的品格，
曾感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不是一场成功学教育，而是一种生命教育。孔子看重
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坚定与品德的修养，而非外在的条件与
成就。

弟子子贡曾问孔子：“老师，贫困和富有，哪个比较值
得追求？”孔子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能在贫困中保持快乐固
然可贵，但若是一个富有的人仍懂得礼节、谦卑有爱，那就
更难能可贵。

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不论处境如何，做一个有品
格、有礼貌的人，才是人生真正的富有与真正的价值。

还有一次，孔子问弟子们的志向，大家都说想当官、济
世、立功立业。但曾皙缓缓回答：“我想在春日里，带着几

位朋友，到河边沐浴、歌唱、回家。”孔子听后，微笑点头，
赞叹地说：“我同意曾皙的想法。”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
孔子看见曾皙内心的平静、仁爱与和谐。教育的目的不是让
每个人都去争强斗胜，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内心的愿
望与善念。哪怕这个愿望非常普通。但充满人与人的关爱与
快乐。

子贡曾自夸常常捐款帮助贫民，孔子却说：“仁者，是
爱人。你只是施舍了物资，是否真正关心、理解他们的心？”
这提醒我们：仁不只是物资的给予，更是一种发自心中的对
生命的珍爱与责任。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古代启蒙教育《三字经》

里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它提醒我们：孩子生来，是善良的。
教育的真正使命，不是塑造成功者，而是守护与培育这份天
生的善良。

古代的老师，不只传授知识，更是以“传道、授业、解惑”
为使命。传的是什么道？是仁德之道，是人生方向，是怎么
做人的道理。

一位老师，不只是知识的搬运工，更是孩子生命意义的
引路人。真正的教育，不该只是培养竞争力，而是要让孩子
懂得如何做一个善良有德行的人。

现代反思：我们教了什么？孩子缺了什么？
我们今天的教育：

教会了孩子怎么解题，却没教他们怎么解开自己的心结。

教会了他们怎么赢，却没教他们如何面对输。

教他们怎样表现自己，却没教他们如何去关怀他人。

我们失去了对“道德人性”的信仰，也就失去了对孩子
的耐心与关怀。当一个孩子在心中呼救，而我们只看到他的
成绩单，那么谁来救他？

我们该怎么做？让爱与善重新成为教育的核心
也许，现在正是该重新拾起古人智慧的时候：

让每一位老师都记得，他是为了守护善良而教书的。

让父母相信，陪伴与理解，比成功更值得追求。

让社会给孩子一个可以哭泣、可以迷惘，也可以重新开
始的空间。

一位真正的教育者，不是造就多少“成功人士”，而是
帮助多少孩子，在跌倒时，还能重新站起来，还能相信这个
世界值得活下去。

结语：为孩子点亮心灯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盏灯。我们要做的，是为孩子点亮

心灯。守护他们的成长。

请不要等到孩子沉默了、离开了、绝望了，我们才来反
省。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重拾传统教育的智慧，回到教育
的本心——相信善良、培育仁德、陪伴成长、温柔对待。

让社会变得温暖而非冷漠与功利，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
为孩子点亮心灯，试着一起挽救原本天真善良的孩子吧。

文／刘如孩子生无可恋 正是现代教育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