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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对家庭教育中的体
罚现象进行了调查，在被调查的128
名未成年人中，有86人遭遇过家庭
暴力。也就是说，67%的中国父母
动手打过孩子。

与我的调查结果相印证的，是
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进行的一项
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
的儿童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至于
媒体频频曝光的因家庭暴力使儿童
致死致残的报道，更是令人震惊和
痛惜。

行为是观念的产物，根深蒂固
的中国式传统思想是滋生家庭暴力
的土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孩子
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对其享有
绝对的支配权；在美国人的观念里，
孩子是独立的人，父母只是受政府
委托履行养育的责任。这是东西方
在教育理念上的本质差别。

进入21世纪，保护人权的呼声
越来越高，难怪有的家长对孩子动
粗时，孩子质问：“因为你是父亲，就
可以随便打人吗？谁给你的这种权
利？怎么没见你在外面打人呢？就
知道在家行凶！”

除了观念，家庭暴力往往是由
一个为人父母者的修养和性情决定
的。对待弱者的态度，最能反映一
个人的真实性情。常使用暴力的父
亲其实是心理有残疾，在外面比较
压抑，在家就要彰显自己的权威，也
展示自己高大的一面。

一个习惯用暴力征服孩子的人，
无论地位有多高，学问有多深，打孩
子的理由有多么充分，都是素质低
下、教养不够、缺乏智慧的表现。

教育专家尹建莉说过：“打骂孩
子可能解决眼前的一个小问题，却
给孩子的成长留下大隐患。暴力教
育能让孩子变得顺从，却不会让孩
子变得聪明和懂事；能让他们变得

听话，却不会让他们变得自觉和上
进——暴力教育能得到一些暂时
的、表面的效果，但它是以儿童整体
的堕落和消沉为代价的。”

在拳头和棍棒下长大的孩子会
是什么样呢？我以为会造就两种人：
一是会使孩子成为唯唯诺诺、言听计
从、没有棱角、任人宰割的小绵羊，二
是会成为心理阴暗、性格偏执、充满
仇恨、人格残缺的精神畸形儿。

从出生开始，孩子的精神和情
感世界是一张白纸，你给予他爱，他
传承爱，也会爱别人；你给予他恨，
对他施加暴力，他也会恨别人，给别
人施加暴力。不难看出，打人的恶
习也会传承的。

孩子有过挨打的经历，有过刻
骨铭心的屈辱体验，家长的粗鲁行
为潜移默化影响了孩子，在孩子心
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孩子有意
无意就接过了父母递过来的暴力接
力棒。经常挨打的孩子潜意识里已
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他们遇事不
会理性思考，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
而习惯于用拳头解决问题。再者，
这类孩子都有心灵创伤，造成性格
缺陷，比如焦虑、急躁、易怒等。他
们把握不了自己的情绪，自觉不自
觉地就会对他的孩子动武。

一个人心理残疾远比生理残疾

更可怕，在暴力下成长的孩子会丧
失自尊、自信，人格的残缺会让孩子
误入歧途。当然也有“成功”的，但
是这种孩子往往会离成功很近，离
幸福很远，一生都找不到心灵的安
适感。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太阳和风
比试能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外
衣脱下来。风使出了浑身解数，试
图把行人的衣服刮下来，结果是风
刮得越大，行人把衣服裹得越紧。
太阳露出了云层，微笑着把温暖送
给行人，行人高兴地脱下了衣服。

暴力教育是缺乏自信、缺乏智
慧的表现。用极端手段解决孩子问
题的家长就像风，他们用肆虐、摧残
的方法对待孩子，导致孩子和家长
越来越对立；以理解、尊重对待孩子
的家长就像太阳，他们源源不断地
给孩子温暖和关爱，孩子就会越来
越配合。

暴力教育对一个孩子来说，是
毁灭性的。一个国家，如果有三分
之二的孩子都生活在暴力教育的阴
影下，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该
是怎样一个样子？如果我们对孩子
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对民族有责
任心，就应该从自身做起，杜绝暴力
教育。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
自己》贾容韬 著）

各方汇报的重点是伤亡情况和
交通状况。当晚8点前后，各地的
伤亡数字已相继报了上来。

首先是北川伤亡2000人——
这只是最终确认的伤亡数字的一
小部分。其次是绵竹，至于汶川，
没有任何消息。这是可怕的沉默，
这个让人揪心的地方成了会议研
究的重点。

刘奇葆提供了几种救援方案：
南线抢通213国道，同时尝试走紫

坪铺水库的水道；北线已在北川阻
断，可能性最小；最后是绕道700多
公里的遥远西线。

信息不多，汇报很快结束。温
家宝总理简要地提了几点要求：首
先，要求部队立即从南北两个方向
向震中前进，克服一切困难，步行进
入；其次是争分夺秒抢修出一条临
时道路；最后要求地震部门抓紧会
商，对地震趋势做出判断。说完，他
离开大棚，前往都江堰中医院和聚
源中学。

当李大军、牟良权带领20多名
消防队员到达都江堰中医院时，这
里已经有杨卫东率领的炮兵团士兵
和武警指挥学院的学员。看到消防
救援队到达，他们把现场交给李大
军指挥。在这里，李大军经受了第
一次震撼。灾难的严重程度超出了
他的想象，在如此庞大的废墟面前，
这个服役十几年的消防老兵首次感
到了无能为力。

五层高的住院部大楼垮塌一半，
残存的半边悬吊着很多预制板。士
兵们排成两队在搬砖，温家宝来到了
现场，问：“废墟下还有活着的人吗？”
李大军说：“有。”“能喊话吗？”“能
喊。”温家宝慢慢爬上废墟，这是十分
危险的举动，上面悬着的预制板很容
易在余震中掉下来。随行的警卫试

图进行劝阻，但温总理执意要上去。
李大军赶紧脱下自己的黄色头盔，扣
在温总理头上，并让在上面作业的战
士暂停操作。温总理越过一根水泥
柱，拿着扩音器向缝隙里喊话：“我是
温家宝，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把
你们救出来的！”

聚源中学的惨烈景象让人震
惊，周边楼房无一倒塌，而中学教学
楼则是粉碎性坍塌。家长们激动地
聚在学生尸体旁，有人喊：“总理，来
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吧！”这喊声让随
行人员十分紧张。温家宝走到几十
具尸体面前，眼含泪水，做了一个出
人意料的动作：后退一步，恭恭敬敬
地三鞠躬。一名救援指挥者在灾难
现场的情感体验，无疑将影响他此
后的决策意志。

温家宝的现场视察很快结束。
晚上11点40分前后，国务院抗震救
灾总指挥部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开
始。更多的信息从受灾一线传递出
来，死亡人数已接近1万。这是悲
伤的夜晚，凄风苦雨不止，新华社四
川分社副总编辑黎大东站在温家宝
对面不到3米的地方，却无法听清
他的讲话。李大军跟着消防总队领
导也站在边上，他记得温家宝一再
询问汶川的情况，最后说：“人民养
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他语调温

柔，但大棚里的气氛像凝固了一
般。工作人员将饼干和火腿肠递给
温家宝，他摆摆手推开了。

13日早上7点钟，部长们又围
坐在几张桌子旁。没有刷牙洗脸，
大家满脸倦容。听取了最新情况
汇报后，温家宝要求交通部门务必
在13日晚上12点之前打通前往震
中的道路。这条消息被迅速发布，
将许许多多救援队、寻亲者、志愿
者和记者吸引到213国道入口处等
待通车。

总指挥部的会议在继续，温家
宝进入汶川的愿望十分强烈，他向
将军们要求：“把我空投进去！”这太
危险了，大家一致劝阻，温家宝却
说：“我在西藏也坐过直升机。”他坚
持要去，将军们不敢做主，迅速将情
况汇报给了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
将，郭伯雄表示：“第一，我们有的直
升机性能不是很可靠；第二，这个天
气不适合飞行；第三，请总理放心，
我们已经派部队向汶川开拔，一定
会尽最大可能、在最早时间到达汶
川展开救援工作。”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与温家
宝的随行秘书商量，共同寻找理由来
说服这个动了感情的国家领导人。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张
良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