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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象中那个穿着冲锋衣出现在突发事件现
场的“女汉子”不同，眼前的央视记者张泉灵，
穿一身裁剪得体的深色正装，纤细的身材有几分
单薄。

坐在嘉宾席上，她一点也不“装”。
“你快急死我了！”
当一位年轻的母亲，终于描述完她和孩子的

“战斗”经历时，张泉灵抓起话筒，迫不及待要
指出其中的误区。

26日，在济南举行的辉山乳业《少年中国
强》节目宣讲会上，张泉灵和在场的家庭共同探
讨一个话题：如何培养孩子的爱好及特长。在随
后的采访中，她对记者抛出的问题，有问必答，
反应快速精准，几乎看不到思考的过程，答案直
击靶心。

“我是新闻人，也是妈妈。”她说话时，总
望着对方的眼睛。

家长，你能做三个小时

奥数题吗？
在《少年中国强》这档少儿励志节目中，张泉灵

不赞成“少年车手”王克的父亲“狼爸式”教育方法，
她愤然拍案离席，成为节目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公众看到了张泉灵的另一面——— 她不再是面对镜
头客观地陈述事实，冷静地表明观点；而是带着充
沛的感情，张开双臂要为少年护航。

26日，她大方地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育儿经
历。

张泉灵的儿子今年八岁，小名晨晨。从直播
间转身回到家里，像普通的母亲一样，孩子是她
眼中的主角。

“在我儿子三岁的时候，有位专家问我，你
会当妈妈吗？”

因为职业的原因，张泉灵可以接触到各方面的
专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时，她都可以
打电话咨询权威人士。所以，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她脱口而出：我应该算是比较会当妈妈吧。

她的回答立刻遭到反驳：你从来没有当过妈
妈，怎么理所当然地就会当妈妈？

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她觉得这位专家讲的
话特别有道理。

“我们从来没有当过父母，很多事情要经历
过才知道。哎呀，我当年要是这样就好了！但是
孩子长得飞快，等你明白的时候，他的成长阶段
可能已经过去了，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张泉灵
说，每个孩子都不同，需要被给予不同的关注和
对待。她想要和更多家庭分享经历，避免走弯
路——— 出于这个想法，张泉灵坐上了《少年中国
强》的护航大使席位。

和她一起作为护航大使的，还有何炅和刘
涛。舞台上面对的，是从全国甄选的有突出特长
的孩子。

26日，7岁的谢豪和爸妈一起从温州来到济
南。他表演了最擅长的吉他演奏，秀出自己设计
的酷炫动作。因为对吉他的喜爱，他主动要求每
天练琴，不让练不行；爸妈还没起床，他醒来第
一件事就是先弹一会儿吉他。

谢豪只是《少年中国强》里的孩子之一。这
个舞台上还有玩魔方、叠杯子的天才少年，他们
各个身怀绝技。护航大使负责为孩子们点赞。电
视机前，有些家长坐不住了。

26日，在开放式的互动环节中，一位年轻的
爸爸站起来说：我的孩子怎么没有发现特别的兴
趣爱好？他喜欢的只有电脑和游戏，怎么办？

张泉灵先简单讲述了这档少儿励志节目的制
作过程：几十号人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选
出来这么几个孩子。导演心里还充满了埋怨：有
那么多的孩子，为什么只给这么短的时间去筹
备？太费劲了！

“我要表达的要点是，你们看到的是千挑万
选、非常特别的孩子。别老是拿自己的孩子跟这
么特别的孩子比！这太伤人了！我们在全中国只
找到了一个谢豪。如果家长非要对孩子说：你瞧
瞧人家，每天自觉玩三个小时吉他，你怎么不行
呢？你怎么不能乖乖地做三个小时奥数题呢？这
没道理！”

张泉灵说着说着，情绪就点燃起来。那是一
个很生动的护子的母亲的形象。

“我反过来问一些家长：你能做三个小时奥
数题吗？你除了能上三小时网，看三个小时电
视，你啥事能专注三个小时？如果你自己做不
到，非得让孩子做，这太不公平了！”

她反复强调一点，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
多问题来自家长本身。

孩子，不能陪着你

我该怎么办
张泉灵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完美的母亲。职

业决定了，她免不了要缺席孩子的成长。
晨晨三岁时，张泉灵把他送进了全托式幼儿

园。
“这么小就送寄宿学校，这绝对不是最好的

选择。”张泉灵说。没办法的是，那段时间，她
在央视值夜班。她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
了；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她还没起床。

与其把孩子交给保姆在家带，不如让他和老
师以及同龄孩子在一起。这是她在无奈中作出的
选择。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上珠峰，张泉
灵跟踪报道，紧接着汶川发生地震，她直奔灾
区。全国人民几乎都看到了，镜头里这位女记者
时常显得憔悴疲惫，人们不知道的是，她抛在身
后的家里有个刚过一岁的娃娃。

“晨晨那段时间，应该是手指的精细运动成
长期。我不在他身边，没有我给他设计一些小游
戏，他的精细运动发展也许会弱一些。”今天，张泉
灵还会提起这个细节。孩子在一岁到三岁，大脑分
阶段成长，不同的时期发展不同的能力。她并不确
定，类似的缺席是否会给孩子带来影响。

“但在当时，做新闻人，你没得选。”她
说。

接受这个现实，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做不了。
“我是问题解决型人格。”采访中，张泉灵

两次提到这个词。
作出判断时，她的思考过程是：首先，问题

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那能不能退一步？
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去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所有工作中的母亲都面临着“有时会缺
席孩子成长”的现实。接受了一定会缺席这个现
实，接下来要做什么？

张泉灵认为，她至少要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在可以控制的时间里，尽量去陪

伴孩子。第二件是，如果不能做一个时时陪在身
边的妈妈，那就努力做一个好榜样的妈妈。

张泉灵给儿子写过一封信。她用自己的体验
和经历，让孩子和外面更大的世界建立联系。

“在你这个年纪，让世界长大的最好方法是
阅读。书里藏着别人的世界，你读懂了，你的世界
就拓展了。”她写道，“除了阅读，还有一个可以打通
更多蛋糕盒子的好方法，那就是经历。”

她用书信的方式，告诉当时七岁的儿子：
“我总是那么渴望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经历
别人没有经历的事情，见别人没有见过的人，和
他们谈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人生经验。记者的一辈
子像别人的几辈子，于是，我的世界就大了。”

她给他讲，在阿富汗，一根电线杆上有三个
炮弹孔，那里三十多岁的男人和儿童一起认字，
因为战争让他们没有校园。她给他讲，在罗布泊，有
一个叫土垠的地方，那里曾经是汉代的战场，有时
候，她能在地上捡到一千多年前的箭头。

“让孩子意识到，他的妈妈是一个努力在学
习的人，他的妈妈是一个努力让周边的人更好的
人。这个榜样很重要。”张泉灵说，“这能让我
的缺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平衡。”

当你画铅笔画时，我画水彩画

有人问，你的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张泉灵十分释然地一笑：一般吧！对学习成
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晨晨也喜欢玩电脑，看动画片。对此，她不
去禁止。只是出于对视力的保护，要有时间上的
限制，时间到了，自己关机。

“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高兴地
玩，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选择孩子兴趣爱好的
第一要素。”张泉灵说，自己的孩子长期保持下
来的兴趣爱好有两个，一是滑雪，二是画画。

张泉灵和她的爱人都是滑雪爱好者。到了冬
季，他们自然把儿子带到雪场。晨晨第一次上雪
场时，只有三岁。雪场上没有这个年龄段的雪
鞋、雪板可以用，教练就把晨晨用一条皮带绑在
自己身上，他开始体验滑雪了。

“第一次他也不害怕，就像滑滑梯一样，觉
得很好玩。这个项目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张
泉灵说。晨晨每年都会参加一次雪场举办的非正
式国际邀请赛。最初，他所在的年龄组只有两个
人，他总能获得“冠军”或者“亚军”。最近两
年，爱滑雪的孩子越来越多，晨晨面临的竞争比
较激烈，不容易拿到奖杯了。但他还是觉得很有
乐趣。

第二个爱好是画画。画画是晨晨自己要求
的。但在北京，要报一个绘画兴趣班，把孩子送
到一个地方去学画，画上一至三个小时，再把孩
子接回来……以首都的交通状况，这意味着一个
白天的时间不见了。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并且也舍不得把他
往那儿一送——— 我本来见他的时间就少，这不是
又少一个能见到他的机会吗？”张泉灵综合考虑
后，请了一位老师回家，在礼拜天的上午教孩子
在家画画。

一对一的教学，孩子进展很快，老师可以迅
速地教会孩子绘画的规律。更多的时间是，孩子
一个人在画，老师在一边闲着。“那我说，我多
付百分之五十的学费，您也教我，我们俩一块儿
画吧。”

于是，周日的上午，学画画成了一项母子共
同参与的亲子活动。晨晨画铅笔画，张泉灵画水
彩画，两人都乐在其中，所以一直坚持了下来。

让孩子自然而然地对艺术或运动发生兴趣，
这是相当理想的状态。

在更多的普通家庭，家长们会去考虑，要不
要把某项爱好发展成特长，以此赢得升学乃至人
生道路发展的砝码？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在孩子
要放弃弹钢琴、画画时，家长要不要像郎朗或者
丁俊晖的爸爸那样，去逼迫他们坚持下去？

张泉灵采访过郎朗。郎朗学琴的记忆并不轻
松：在炎热的夏天里，他被关在沈阳的家中，双
脚泡在水盆里降温，双手敲击着钢琴，一边弹一
边吼：爸爸我恨你！爸爸我恨你！这样的成长经
历，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够承受。根据她的观察，
郎朗性格中天然的一个元素让他能够成功——— 他
是表现型的，他享受舞台上被人关注时的感受，
并且能够在艰难的跋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在弹坏了三架钢琴的过程中，郎朗会想象，自己
是《猫和老鼠》里的那只猫。

很多人记得《猫和老鼠》中一个画面，猫穿
着燕尾服打着领结，在钢琴前演奏匈牙利狂想

曲，老鼠在钢琴里捣乱——— 郎朗被那只猫迷住
了，燕尾服一撩，闭着眼睛弹奏，太帅了！他用
他心里的这种能量，消化他对父亲的抵抗。

张泉灵虽然自身不是儿童心理学专家，但她
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接触到的实例，给家长提出建
议——— 你要你的孩子成为朗朗吗？那要先问三个
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有这个天赋吗？不是家长自
认为孩子是天才，他就真的是天才。这需要业内
人士帮助家长判断。

第二个问题，他的性格、他的心理能量，能
帮他在通往顶端的那条路上披荆斩棘吗？人们只
看到一个郎朗骄傲地站在顶点，但是有多少想要
变成郎朗的孩子，失落在攀登的路上。如果家长
出于自己的意愿，让孩子放弃全部，剥夺了他最
基本的发展可能，结果未必乐观。

第三个问题，你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这是最最重要的。

我是问题解决型人格

“我在怀孕的时候，就有一个希望。我希望
我的孩子拥有四个词。这四个词的排位是：善
良，健康，智慧，美丽。”

张泉灵说，她对孩子的期望，从那时起到今
天，从来没有变过。

第一位是善良。人们现在常说，希望孩子快
乐就好了。她觉得，一个人，首先要善良，才能
更快乐。这是快乐最基本的来源。哪怕社会有黑
暗的一面，但世界的大多数部分是善良的，自己
也要善良，让世界多一个善良的因子。只有愿意
去相信，愿意去帮助别人，才会感到快乐。所以
善良排在第一位。

第二位是健康。身体上的病痛，会让我们变
得不快乐。所以健康当然必不可少。

第三位是智慧。希望孩子能更多地拓展自己
的世界，通过智慧作出自己的判断。

最后美丽的那部分，包括很多内容。比如兴
趣、特长，比如他对这个世界各种美的欣赏能
力，比如他的创造力，这都是美的一部分。

“这是我迄今为止教育孩子的标准。”她回
答得如此明确。

张泉灵也让晨晨去上钢琴课。一段时间下
来，钢琴老师说：以我目前的判断，这孩子是当
不了钢琴家的。

张泉灵说，我没指望他成钢琴家，考级也不
是必须的。钢琴课可以继续，让他感受到音乐的
美好，让他知道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创造力、
最有想象力的东西。请老师减少枯燥的指法练
习，增加音乐欣赏的部分。

于是，在她和老公去听音乐会时，晨晨也会
欣然前往。

孩子飞速成长，几乎每天都是新的，在面对
他时，她也有很多的困惑。

比如，晨晨天性温和，很小的时候，拿一包
零食下楼去跟小朋友们分享，你一个他一个分到
最后，自己竟一口没吃到。甚至在踢足球时，眼
看追到的球，余光看到小朋友斜插过来抢时，他
立马站住礼让对方。

“我要不要通过篮球等对抗性更强的项目，去
弥补他性格上的短板，还是就这样去享受他天然的
样子就好？”她请教坐在身边的清华大学心理学博
士喻丰。喻丰给出的答案是，性格没有高低优劣之
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社会经验会自动去修
正其性格。因此，除非存在性格缺陷问题，没有必要
去刻意纠正什么。显见的例子是，性格内向的孩
子，不见得非要让他参加表演班、演讲课，更不
要强迫他在人前进行外向型的表演。

当听到现场的一位母亲讲，自己的孩子生下
来就有一根青筋通到脑门上，医生说这孩子肯定
脾气特别大。张泉灵又急了。

“哪个大夫这么不负责任啊？他给了你一个
巨大的暗示，让你以为孩子哪怕正常的哭闹，也
是因为脾气太大了，让你非得想要去纠正他。结
果越纠正越闹，越闹越强化了你对孩子的认
识！”有关育儿的话题，聊也聊不完，张泉灵带
着饱满的热情，一个一个详细地解答分析。

在《少年中国强》的舞台上，她会为不认可
的教育方式恼火，会抱住小小的玉贵龙哭。“人
都是有情绪的。做记者，我会最大程度压制我的
情绪，但是做护航大使，我不妨告诉你我现在的
情绪状态。”

生活中也是如此。她建议，在家庭中，无论
面对孩子，还是夫妻之间，性情都不要过分压
抑。你可以去表达生气和沮丧，让对方知道你的
情绪，但不能因此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一急就
口不择言，或者一急就沉默不语，并不利于了解
对方真实的想法，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正如她所说的——— 这就是问题解决型人格的
处事之道。

为了弘扬孝道，弘扬传统文
化，最近，安徽省六安市便以二十
四孝故事为题材制作了一批街头公
益广告，引发了争议。而且最让人
难以接受的，和鲁迅先生反感的一
样，是那个叫“郭巨埋儿奉母”的
故事（10月26日中国之声《新闻纵
横》）。

“二十四孝”，每个孝故事里
都有一个典故，大浪淘沙至今，依
然保存完好。无论是为了弘扬传统
的孝道文化，还是配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二十四孝故事以公
益广告的形式呈现出来，有其现实
意义。作为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
埋儿奉母”，之所以引起反感，是
因为放置于当下的法治环境下，此
举涉嫌违法犯罪，确实不宜大张旗
鼓宣传。从“埋儿奉母”中，我们
要反思中华孝道该如何传承，尤其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

中国传统的孝道及其文化，不
可丢弃，需要传承与弘扬。不仅可
以古为今用，而且能够“中为洋
用”。有分析人士称，世界各国面
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人口老化。发
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仅靠经济发展
不足以解决老年人的孤独与苦闷，
“孝”则是古老东方民族的一剂
“偏”方，这个民族的“偏”方大
可以输出。说不定可以解决市场经
济的大问题；解决目前家庭伦理道
德中存在的缺陷问题；解决老龄化
社会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
个“偏方”不但要引起国人的注
意，还应招徕世界的青睐。

但中国传统的孝道及其文化，
不可迷信，不能简单“复制”。古
有 二 十 四 孝 ， 今 有 “ 新 二 十 四
孝”，这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传承
与发展。2011年10月30日，中国伦
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
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北京启动。
该工程“旨在通过培养孩子孝心，
在青少年中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
引领青少年从小养成孝亲敬老美
德”，工程计划通过5年时间培养
百万孝子。“小孝子工程”旨在激
活“大孝道建设”。

其实，我们已欣慰地看到，有
大学生手绘QQ使用图与手绘微信
说明书来表达孝心，同时，人们也
痛心地看到“孝子弑母”的悲剧。

“百善孝为先”，作为道德范
畴的“孝”，长期以来只受到道德
建设的鞭策，并有法律的保驾护
航。法律虽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
义务，也有地方立法将“常回家看
看”确定为子女的法定义务，但在
赡养与回家过程中真正孝敬与否却
难以依法判定。这恰恰表明，缺失
孝文化的滋润，孝心也会枯萎。

而中国的孝文化需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需要增添时代元
素与进步基因。不能被传统孝文化
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应该在传承中
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并在大文化
的背景下建设“大孝道”。

谈到孩子的成长，她有种天然的热心，因此带出几分急切，口语化的表达带着京腔，不知不觉间抬高了音量。

张泉灵：我是新闻人，也是妈妈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反思

孝道传承
□ 王旭东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英拉母子与他信在北京
灵光寺参拜佛牙舍利

泰国前总理英拉28日与
哥哥他信、儿子Pipe一同前
往北京市灵光寺参拜佛牙舍
利。

金正恩指导朝鲜飞行员
训练并登机了解数据

朝中社10月30日提供的照
片显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亲自坐上歼击机驾驶舱，一
一了解战斗技术数据。

韩国举办发呆大赛
释放生活压力

韩国首尔市政厅举
办“发呆大赛”，让民
众脑袋喘口气。从竞争
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
出，释放日常生活中的
压力。

日本雪猴泡温泉玩手机
照片获摄影奖

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举办的“2014年野生动物摄影
师”大赛中，一只雪猴在长野
县山之内町的“地域谷野猴
园”边泡温泉边玩 iPhone手机
的照片获得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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