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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孩子都是伴随着错误的出
现和修正成长起来的。所以，父母
学会批评的艺术，是一门必修课。
批评是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的教育
方式，而不是情感的宣泄。总有人
羡慕一些家长，觉得他们的孩子几
乎没有缺点，那是因为，孩子的缺点
在父母艺术地批评中，了无痕迹地
转化成了优点。

与赞赏一样，批评也是不可或
缺的教育方式。实践证明，简单粗
暴、随心所欲、不讲方式批评孩子有
百害而无一利。这样做只会增加孩

子的逆反心理，导致亲子关系进一
步恶化。孩子明知批评有道理，还
要和父母对着干；孩子自知理亏，也
不会接受教训。

批评孩子有奥秘。良药无须苦
口，忠言也可不逆耳。

我认为，批评孩子应掌握以下
几条原则：

第一，提高自身修养，学会控制
情绪。

我们是孩子的人生引路人，是
孩子效仿的对象，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对孩子产生永久、深远的影
响。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表现出风度和教养，什么时候都不
能失态。当我们情绪不佳时，一定
不要批评孩子，这时讲出的话往往
缺乏理智。我们要克制几分钟，并
且告诫自己：我是家长，是孩子学习
的榜样，这件事有那么严重吗？一
定要批评孩子吗？不能和风细雨地
解决吗？发泄情绪后，我们会后悔
吗？想到这些，你的心就会平静下
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就能
掌控自己的情绪了。

第二，把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放
在第一位。

要培养一个人，首先要培养他
的自尊心。同样的道理，要摧毁一
个人，首先摧毁他的自尊心。美国
教育家斯特娜女士说：“自尊是一个

人品德的基础。若失去自尊心，一
个人的品德就会瓦解。人之所以变
成了醉汉、赌徒、乞丐和盗贼，都是
因为失去了自尊心。”为人父母者要
守住一条底线：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听听我们有些家长是怎样挖苦、
辱骂孩子的：“养条狗也会给我摆摆
尾，你什么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
用！”“养了你16年，没给我争过一点
儿气，摊上你这样的孩子算我倒霉。”

这些恶毒的批评真是锥心刺骨
啊！这样的批评，等于把孩子的自
尊心彻底践踏了，有的孩子被逼急
了，这样对父母说：“我就这样破罐
子破摔了，你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
还不行吗！”

试问，当一个孩子到了这样撕
破脸与父母对着干的时候，做父母
的还有什么办法呢？

第三，要避免在以下几种情况
下批评孩子。

1.当孩子同你讨论问题的时候；
2.当孩子需要父母帮他作决定

的时候；
3.当孩子情绪高涨、为某件事兴

高采烈的时候；
4.当孩子情绪低落、为某件事垂

头丧气的时候；
5.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
6.感觉自己情绪异常的时候。

第四，批评孩子要客观、公正。
要就事论事，不夸大事实，不借

题发挥，不上纲上线，不翻陈年旧
账。要让孩子知道，父母针对的是
这件事情，并非孩子本人。要给孩
子充分的说话机会，要让孩子体会
到父母的尊重和诚恳。总之，要让
孩子口服心服。这样，孩子才会接
受父母的建议，剖析自己行为，才能
达到批评的预期目的。

第五，批评孩子要精确、严谨。
批评孩子就像做外科手术，需

要较高的精确度。不要草率地批评
孩子，要力求避免冤枉、误解孩子。

1.描述问题本身，而非责备。
2.长篇大论永远不如节约用词

效果好。哪个孩子也不喜欢父母喋
喋不休，多说不如少说。说得越少，
孩子越容易记住。

3.提示比谴责要高明得多。
4.父母只谈自己的感受，不评价

孩子的个性和品格。
批评是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的

教育方式，而非情感的宣泄。在批评
孩子时一定要慎重、冷静，要清醒地知
道自己的批评是“什么原因、什么方
式、什么效果”。一个高明的家长，面
对孩子的错误，会不露声色地进行引
导，就像孩子从一开始就这么优秀。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1994年我结婚那天，多想把手
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
我认为她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想把
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
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
店相聚，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
在哪儿？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
你……”我一连串说了许多，她只
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
有一套红宝石首饰准备送给你。”那
是我和她最后的对白。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
藩巿，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去逛百货
公司。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
来她跑去买了一瓶香水送给我。我
们喝了一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
开车回去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
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
说些什么，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
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了。

我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
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
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
的程度是——如果男朋友移情别恋
的对象是她，我绝不介意。

我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
1990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
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较长的
一次。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
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
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
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夜
巴黎的浪漫。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
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

记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打扮，
穿上白天买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
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吊带短
裙，颈上戴着一串串珠链；她穿的那
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
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
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
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

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
她信心十足地里面什么都不穿，我
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
到背后盘子刀叉哐啷哐啷跌落的声
音，我想，这人一定为自己的不小心
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

“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奇得
连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
师弹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
一杯香槟，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
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
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
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
十的给她，她坚持不收。

有一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
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
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
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
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和
喉咙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我虽然
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
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
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
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
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
梯进入她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
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是一张圆
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板

上好像有盏水晶灯。我多年以来的
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
巴黎这所公寓比我梦想中的更加完
美。可是我感受到的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已不太
记得，只记得在巴黎度过了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
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孤身在外，
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
中注定要背井离乡，这样对她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在香港，我们
的神经也渐渐开始绷紧，她提议我
们分开下飞机，她先走。第二天，全
香港的报纸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新
闻，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2013年来临前夕，我在南非度
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星
斗满天，拱卫着蒙上一层薄雾的橙
色月亮，诗意盎然，此时我想起了
她，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
得我们的友谊不该就这样结束。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
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
样的女人。

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
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林青霞
2013年1月7日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林青霞为本书写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