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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汝州专电（记者 秦
华）昨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戏
剧家协会、河南豫剧院主办的
艺术名家下基层活动走进汝州
寄料镇，为省剧协今年的送戏
下乡活动拉开大幕。李树建、
虎美玲、王惠、贾文龙、金不换、
申小梅、杨帅学等戏剧名家纷
纷登台为当地群众献上了自己
的拿手好戏。

昨日寒冷的天气丝毫没有
影响人们看大戏的热情。演出
时间在下午，早上 8点多，周围
的村民便早早地来到这里占位
置。开场戏歌《我的大中原》为
整场演出拉开序幕，接着，戏剧
名家轮番登场，演唱了《抬花
轿》《七品芝麻官》《五世请缨》

《花木兰》《焦裕禄》等经典唱

段；河南豫剧院青年团的演员
们也上台一展唱功。

村民们的热情深深地感染
着众位名家。河南豫剧院院
长、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说，
起初大家都担心天气这么恶劣
会不会大家来看戏，一到现场
看到有这么多观众，大家都很
感动。“这次演出是我们豫剧工
作者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的一
次实践，我们不仅是把戏曲送
到老百姓家门口，让更多的人
享受到文化发展成果，同时也
是在基层吸取营养、获得创作
灵感，接下来，省剧协每月都会
组织下基层活动。”李树建说。

据悉，本次演出中的精彩
部分将在河南省 2015 春节联
欢晚会戏曲板块播放。

本报讯（记着 左丽慧）3
日，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
新局和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主办的“千亿科技城”
文化产业成果展圆满结束，4
天观展人数突破万人，其中专
业观众 3000余人，烘热了省会
文化产业“一片天”。

文化产业将是未来支柱
产业之一。本次展会吸引参
展企业 100余家。涵盖了电子
商务联展、动漫联展、影视联
展、设计联展、动漫衍生品联
展、图书展等 7 个类别。展会
除了可按展示区分为内场、外
场和舞台三个区域外，根据主
题也可分为三大类别。一楼
和三楼的电子商务和动漫企
业两大弧形企业展厅命名为

“果实”，象征着企业成果硕果

累累；长廊展厅名为“更新”，
象征着“千亿科技城”各文化
产业企业发展更迅捷、文化更
新；成果展外场安排了非常有
特色的创意集市和外场舞台，
企业进行着更多互动性和销
售性的展示，这部分命名为

“乐享”，观众可以直接参与，
乐在其中。

成果展的“压轴大戏”是为
时两天的 cosplay 青春 top 大
赛。让人印象深刻的是cosplay
舞蹈表演和小莱坞童星萌态四
溢的歌舞表演，还有 cosplay团
队魔法幻蓝的《英雄碰撞》舞台
剧演出。展会特别邀请全国知
名的行业内嘉宾评委进行现场
评选，比赛会根据团体、个人选
出 cosplay 大赛的冠、亚、季军
三大奖项。

本报讯（记者 秦华）省少
年儿童图书馆首家在小学开设
的分馆、省实验小学分馆日前
揭牌，从此省实验小学的学生
不出校门就可以免费借阅各种
少儿书籍。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是政府举办的为 0~18 岁未成
年人及其周边人群提供服务
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同时也
是全省唯一一家省级少年儿
童图书馆。在今年“六一”开
馆后，省少儿图书馆陆续开设
了省直一幼分馆、省广电幼儿
园分馆、省实验小学分馆等 4
家分馆，“分馆都采用幼儿园

或学校提供场地、我馆配送图
书的模式，目的就是希望能方
便学校里的孩子，培养他们爱
读书、读好书的阅读习惯，同
时也提高馆藏图书利用率。”
省少儿图书馆采编借阅部主
任王双介绍说。

据介绍，省少儿图书馆为
该分馆首次配送图书 5000册，
期刊 50 种及多台数字阅读设
备，所配图书都是经过精心挑
选、符合少儿阅读特点和爱好，
既有国学、漫画、科普、作文指
导等方面的图书，也不乏曹文
轩、秦文君、郑渊洁等优秀儿童
作家的书籍。

名家下基层 大戏送到家

“千亿科技城”文化产业成果展落幕

4天万人参观“产业成果”

省少儿图书馆
首家小学分馆揭牌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
日下午，由陈正道执导，杨子
姗、归亚蕾、陈柏霖和鹿晗领衔
主演的奇幻爱情喜剧《重返 20
岁》在奥斯卡旗下的大上海影
城试片。

沈梦君（杨子姗饰）年轻
时，丈夫为国捐躯，剩下她和嗷
嗷待哺的孩子相依为命。为别
人缝补衣服、打杂工，她的青春
还未开始便以孩子为全部。然

而多年以后，因为
“嘴巴太毒”，70多岁
的她成了邻里间和
家人的“肉中刺”。
面对家人把她送入
养老院的安排，失意
的她误入了一个凭
空出现的青春照相
馆，意外恢复了 20
岁的容颜，开启了另
一段率性自我的写
意人生。影片中，年
轻一代对老年人的
看法、社会对老年人
的态度，在愉快幽默
的叙事方式中一一
铺展，与老年人对家
庭的爱，对亲情的重
视形成对比。

有趣的是，沈梦
君通过重返 20 岁，
与孙子项前进（鹿晗
饰）、音乐总监谭子

明（张柏霖饰）的感情也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新鲜独特的剧情
加上影片的视觉冲突，让此片
成为一部老中青都能有所乐的
趣味合家欢。

据了解，《重返 20岁》韩国
版《奇怪的她》2014年 2月在韩
国上映，不仅刷新同类型电影
的纪录，更在网上获得观众的
极高评价。本片将于 8日起在
奥斯卡旗下的各大影城上映。

《重返20岁》
在趣味中感悟亲情

于丹做客央视《文明之旅》讲授“家教的学问”

家教和门风是最大的家庭资产
本报记者 秦 华 左丽慧 杨丽萍

于丹问答：

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度，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典著作，如《三字经》《弟子规》等，
还流传下来许多与家教相关的历史故事，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那么如何将家教传统与新时期的生
活相结合？如何在当下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昨晚在央视四套播出的《文明之旅》访谈专题节目中，著名
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与大家共同探讨了“家教的学问”。

在于丹看来，在中国古代传统
家庭中，女性虽然大都不识字，经
济不独立，甚至连个独立的身份都
没有，但却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

“女性的重要性看一个字就知道了
——‘安’，家中有女才是安。无论
古代还是现代，一个女人上不闹婆
媳矛盾，中夫妻不打架，下与孩子
没有代沟，这样一个家就和顺了。”
于丹说，女人是管整个家的和睦和
文明传承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建
功立业有两个“ting”，男人建功立
业在朝廷，女人建功立业在家庭，
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的地位一点

不弱于朝廷，因为能不能把孩子教
好主要就在于母亲。

于丹以《三字经》里“昔孟母，
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和“孟母
三迁”的故事为例，讲述了母亲在
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孟母自
己不见得认多少字，她给孩子讲道
理，就是看到孩子回来，问功课时
看到孩子漫不经心，就把织到一半
的布一刀割断了，告诉他不成材就
是这样的，这就是朴素的女人用手
里的活儿来讲道理。她自己没读
多少书，但是一看街坊吹鼓手，成
天吹吹打打的，觉得孩子学这个不
行，搬了；再一看，这家是屠夫，成
天杀猪宰羊的，也不行，搬了；什么
时候到旁边有户读书的人家了，觉

得孩子能跟着他学念书，才
留下。这是朴素的母亲，但

这也是了不起的母亲。”
于丹说，过去中

国古代母亲的故事特
别多。如“岳母

刺字”，岳家
军从岳飞

到岳云，子子孙孙送上国家的沙
场，这是通情达理的妈。而《国语》
记载了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故
事。退朝后公父文伯看到母亲在
家织布，他说，“我都上朝官至大夫
了，母亲还在家织布，传出去会让
人笑话的。”

公父文伯的母亲对儿子说了
一段话，就是著名的《论劳逸》：“你
知道古代的圣贤怎么治理人民？
就是把百姓带到特别贫瘠的土地
上让他们安居，因为只有开垦贫瘠
土地的人才特别勤劳，才能发现自
己的能力，他获得的东西才会特别
珍惜；而沃土不养能干的人，沃土
养懒汉，因为他靠天吃饭。生于沃
土本来应该是件幸运的事，但有多
少人生于沃土本身有出息？”

于丹讲道，公父文伯的母亲
说，从古至今女人都要干家务，国
君的妻子要亲手给丈夫织帽子上
的缨子，官宦的妻子要给丈夫做祭
祀的祭服，普通老百姓就要给丈夫
缝衣裳。她说我现在是个寡妇，我
不管儿子做多大的官，男耕女织，
我做的是我的本分。

过去的女人眼中，一个家门的
门风是她们一辈子的信念，相夫教
子、传承子孙、当好人，这就是妈的
责任。“家中有女才是安。母亲的

肩膀，先担得起家风，传承得了
这个家庭里的正直和善良，

这才是天职。”

观众：小孩子经常会向父母提到一些问题，这些问
题有时候难以回答。比如说孩子会问“我从哪儿来
的”，还有一次在地铁里，有人在吵架，吵架中反复出现

“小三儿”的字眼，儿子问，“小三儿”是什么意思？我应
不应该说？应该怎么解释？

于丹：我认为应该说，孩子只有从父母这里得到的
是最负责任的解释和答案。孩子有无数的好奇心，你
不给他答案，那么他得到的答案一定是更不负责任
的。我认为孩子所有问到父母的问题都应该得到解
释。如果你不希望世界欺骗你的孩子，那就从你不欺
骗你的孩子开始。

至于“小三儿”这个字眼，你可以这样解释，爸爸妈
妈叫两口子，为什么不叫三口子呢？为什么不叫大三
儿呢？这说明“三”不是一个很上得了台面的称呼，两
口子中间怎么能有小三呢？孩子应该知道，做人成第
三者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

而小孩子常问的“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也可
以解释清楚。小孩都种小树苗，你可以告诉他，人也是
种子，爸爸的种子放在妈妈肚子里，长大后就成了孩
子，不仅要给孩子讲，还要带他去看，让他看小时候像
小海马一样，看脐带，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讲。而如
果孩子问你这个问题时，你说这太丢人了，他会觉得这
太神秘了，而实际上，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呢？

观众：单亲家庭没有男性的榜样，妈妈如何带好孩
子，尤其是儿子？

于丹：单亲母亲显然生活更加艰难，怎样在艰难的
生活中让孩子感恩？单亲母亲特别忌讳把一种抱怨情
绪加在孩子身上，抱怨那个离异的不负责任的父亲、抱
怨社会对她们的不公平、抱怨自己的操劳，其实抱怨是
一种传染病，一个容易抱怨的孩子以后是远离幸福的，
你会发现聊天的时候谁都不喜欢永远抱怨的人，抱怨
像空气中一种腐烂水果的气味，让人不愉快。

单亲家庭里母亲可以让孩子分担家务，让孩子获
得更多的尊严。单亲母亲不用想自己对不起孩子、得
为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补偿他的缺失，与其自己撑着
去补偿，不如给他一种鼓励，让他做事。我看到一个例
子，一个单亲家庭，母亲要出去工作，有两个孩子，一个
7岁的小女孩儿，还有一个 3岁的男孩儿，姐姐上学带
着弟弟，7岁的小女孩儿老背着 3岁的胖弟弟，人家说
你累不累呀，小女孩儿不高兴，我背的是我弟弟，我不
嫌累。弟弟跟她是血肉相关的，越是单亲母亲越可以
让孩子早立事。

为什么很多寡母膝下出孝子，因为她管这个孩子，
当然也有寡母膝下出逆子，就是因为她太呵护了，觉得
对不起孩子。孩子带好了会早立事，带不好从小就反
社会。单亲母亲是一个考验，但是所有单身母亲都去
努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的时候，母亲以这么一种积极
心态也会遇见自己的新生活；一个带着孩子抱怨的女
人，也很难遇到未来的晴天。

观众：《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是说古代
孩子教育主要让男人负责，能这么理解吗？

于丹：无论父亲母亲，在家教门风里的任务，没有
任何社会化的机构可以替你去完成。过去都说“言必
信，行必果”，古代关于父亲教孩子的故事也很多。比
如孔子的学生曾子，他的小儿子在外面吵闹，妈妈为了
哄孩子回家，说回家给你杀猪吃，结果曾子到家了就去
杀猪，对小孩子说话一定要遵守诺言。

我还记得三四岁时父亲教我叠衣服，为什么管领
导我们的人叫领袖，衣服就是一手拎着领子一手拎着
袖子，先拎领子袖子，衣服就能叠起来了。我教我女儿
叠衣服，也是这么教的。一个家庭里，可以说父亲如
山，母亲如水，人是水土上整理出来的一个生命，母亲
如水的柔情和父亲如山的节操，确定了孩子以后形成
什么样的人格。

观众：最近网上流行这样的新闻，就是很多女孩
子、小孩子被拐骗的问题，那么家长如何在家教中提高
孩子的安全意识？

于丹：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和家长多交流两句，我们
现在出现了一个错位差，一方面教小孩子不相信人性，
防坏人防得很严，另一方面又没有具体的防范措施。

很多小学生守则，教上学的课是什么，但是教小孩
走在马路上看见井盖不要去踩了吗？还有需要告诉小
女孩，你的小背心、小裤衩盖住的区域，是不许人碰触
的，我们有告诉孩子这点吗？我们有没有教孩子清晰
地背下来父母的电话号码？如果陌生人对你说什么话
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应对……所有的这些其实是父母要
教给孩子保底的东西。

家庭要教孩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我们的孩子要独立地行走于这个世界，保护好自
己是首要条件。新闻里说的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大学
生，暑假返校连续出现那么多被骗案，这多让人痛心疾
首。这也让我想起我在大学里，孩子去考试，孩子一进
考场，爹妈哗地就扑在玻璃上，有一个妈妈拉着我就
喊：“那个穿红格衬衫的男孩，你赶紧追上他。”我说：

“行，你有什么要交给他的？”她就说你告诉他进考场之
前一定去上趟厕所，这是我真实遇到的事情。我们现
在的大学生，父母就是这样在惯着他们的，这样的孩子
还不容易被拐骗走吗？所以我说家不是给世界高精尖
学问的地方，家要给孩子的是关于人生、社会、人性、做
人道德的常识，一个家教把常识给足了，那就有一个好
的家风。

当今的家庭中，不仅仅父母在
家庭当中承担教育的角色，由于很
多家庭都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
起生活，所以隔辈教育现在也是一
个非常热门的探讨话题。于丹认
为，这是当下社会特别现实的一个
问题，于丹打趣道：“六个大人供着
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宝塔尖
上的孩子，所以这种孩子现在叫

‘六一儿童’。我老开玩笑说中国
人现在好多词都变了，过去养孩子
吧，叫拉扯孩子，就是拉一个扯一
个，后头还跑着俩。现在你敢拉谁
扯谁啊，都是供奉的。”

“都说隔辈亲，你去看周围的
老人，不管说她身上疼啦，不舒服
啦，看到孙子的时候，立马精神百
倍，这叫‘孙子疗法’，你再看带孙
子的老人，不管这个爷爷曾经是个
多么严厉的将军，这个奶奶曾是一
个多么有规矩的大学教授，一带孩
子，规矩全没了，这就要说到在家
庭教养中，祖父祖母要给孩子什
么。”于丹说，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年
轻人说，这现实世界太残酷了，这
跟年轻人进入社会的态度有关，

“你以什么态度进入现实，如果老
是像对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
样，凡事过于依赖，推卸责任，那进
入社会，还有人能让你这么埋怨
吗？一个人能不能够融合社会，要
看在家里老人是怎么对他的，其
实，老人往往因为自己的溺爱，反
而让孩子长成一个不自立的人。”
在于丹看来，无论是否隔辈教育，
家庭教育都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

独立承担，“家
教里首要的是
明辨是非。第二点，
一定要让孩子从小能
独立承担责任。”

说到老人教孩子，于
丹还特别提到了一种现
象。即孩子做错事老人会出来和
稀泥，且多以“孩子还小呢，他不懂
事”为借口帮孩子推卸责任。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于丹认
为，孩子小时候是最懂事的时候，
因为小孩正是学规矩的时候。“一
个四岁的小男孩，不管他在家打碎
了一个水晶花瓶，还是踢碎了邻居
家的窗户，只要他能出来说对不起
我错了，没有大人会出来跟小孩子
计较，都会挑着大拇指说小孩会道
歉，真棒，但是如果说他太小了，算
了。那么等到这人40岁，还是会一
直推卸责任，不是怨天就是尤人，
其他人会怎么对他？”四十岁的人
要是这样，大家就会嗤之以鼻，所
以说一个人有没有承担能力，是从
他四岁时候决定的。”

西方人教孩子从小独立，但东
方人都觉得要呵护，这是为什么？
在于丹看来，这其实也跟农耕文明
有关。

中国是家邦的社会，而西方从
古希腊开始，就是城邦的社会，很
多城邦的社会很早进入了工业文

明，孩子在这个社会里，要一个一
个割离出去谋生，而中国呢？“我们
是家族都维系在土地上，过去中国
家大业大，往往是一辈子大家都住
在一起，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
中国今天在走城镇一体化的道路，
这个一体化的进程非常快，看看现
在的单元楼，还能够是像过去那样
大家都聚在一起吗？”于丹说道。

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都已经
变得个体、越来越独立的情况下，
于丹认为只有教会孩子独立，那么
孩子才能走得出去。“今天中国的
变化在世界上来看都是变得最快
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育儿理念，一
方面要有传统的教养，另一方面也
得有国际的概念，教一个小孩子独
立承担，这既是中国的古训，也是
国际的要求，你让他有了这个概念
的话，他以后就会觉得世界不给我
什么那是本分，世界给我什么是情
分，不给我我自己可以创造，给我
我就感恩，咱们别把孩子教得世界
不给我啥都是亏欠，只剩下抱怨
了，那不就没有感恩了吗？”

教孩子从小学会
独立承担责任

现在经常有排行榜，在讨论家
庭要有多少资产才能传承下去。
于丹认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最
大的家庭资产就是家教和门风，

“中国是一个家邦社会，过去中国
的风俗里就有它的伦理规矩，过去
说张家村、李家店、赵家祠堂等，一
个村的人都是同姓，他们的孩子做
错了事，去跪祖宗祠堂，觉得没有
脸面见祖先。很多祠堂里是有家
训的，即使是寒门，也说自己是有
门风的。”

于丹讲了一个陶渊明的曾祖
父陶侃的故事，他从小生活特别
贫寒，他妈妈靠给别人扎鞋底等
粗活供他念书，陶侃一步步往上

走，他后来就做了鱼梁小吏，有一
点小权力，他把那些腌制好的罚
没的鱼给妈妈送去，他妈妈给他
写了一封信：“尔为吏，以官物遗
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
矣 。”大意就是，你是一个小吏，你
把官家的东西给我送来了，你不
能给我任何增益，反而给我增添
了烦忧。这样的妈妈真是深明大
义，正是有了这样的妈妈，陶侃后
来才能官至大司马。

于丹说：“什么是真正的家教
门风？首要的就是要明辨是非，要
知好歹。”

现在有许多孩子不知好歹，甚
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在那个贫

瘠的时代，农民守着古训的时候，
孩子敢不知好歹？敢伤天害理？
那是要跪在祖宗牌位前挨板子
的。于丹痛心地说，过去孩子要是
伤害一个小动物，家长会说这孩子
怎么这么伤天害理，但现在，一群
大学生虐待一只小猫，看着老猫急
得哀号，这样的事已经屡见不鲜。

“过去的人大都不能识文断
字，但是却通情达理，大多数人的
家教和门风都教孩子厚道做人，勤
俭持家，守着农民的本分，不能辱
没祖先，这是基本的家风，也是家
庭教育的基础。”于丹认为，首先
要教育孩子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
说成大白话就是人得知道好歹。

母亲在家庭教育里扮演重要角色

教孩子厚道做人是最基本的家风

深入生活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扎根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