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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会说话，你至少可以
倾听。如果说语言是一种技巧，那
么倾听就是一种态度。作为父母，
不管你的学识、能力有多高或者多
低，学会倾听，就抓住了和孩子沟通
的关键。很多时候，倾听和理解比
指导和批评更重要，也更有效。

《圣经》告诉我们：“要快乐地听，
慢慢地说。”上帝赐给我们两个耳朵、
一张嘴巴，其目的是让我们少说多
听。现实中的很多家长由于不会倾
听而吃尽了苦头，孩子向他们关闭了
心扉，亲子关系也蒙上了阴影。

请看下面这对父子吧：
家长会上，王博挨了老师的批

评，回家后爸爸找到王博。
“你让我丢尽了脸，当着那么多

人的面，挨老师批评！你说说，你为
啥和同学打架？”

“他借我书不还，还口出狂言！”
“你总是有理，难道老师冤枉

你了？”
孩子嘟囔：“我、我……”

“不要再说了，打架总不是好事！”
孩子呜咽着：“是他先动手！”
“我只知道老师不会无故批

评你！”
孩子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这位家长不会倾听，没给孩子

说话的机会，孩子因此不再信任他，
甚至还会怨恨他。

关于倾听，有一件事让我感受
颇深。

一次，我和朋友刘峰在谈话，刘
峰的儿子乐乐在旁边玩耍。乐乐一
会儿玩自己叠的纸飞机，一会儿拿
自己画的火车给爸爸看。刘峰几次
对孩子说：“我和爷爷在说话呢，你
自己去玩吧！”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
时，乐乐越来越不开心。一会儿，乐
乐哀求爸爸：“爸爸，我们谈谈心好
吗？”看到孩子满脸沮丧，我知道孩
子被冷落了，示意刘峰给孩子点儿
时间。

刘峰走到孩子身边，蹲下身子，
拉着孩子的手，饶有兴趣地听孩子
说话，并不时地予以回应。孩子滔
滔不绝地说了几分钟，欢天喜地到

外面玩去了。刘峰是教育的行家，
很善于跟孩子沟通。

孩子的要求多么简单，就要爸
爸听自己说话；孩子的表达欲望又
多么强烈，一旦表达受挫，就表现出
沮丧、痛苦；欲望一经满足，马上就
云开雾散。

一个好的倾听者，应该做到以
下几点：

第一，要对孩子的讲话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

孩子和你说话时，你要表现出
浓厚兴趣，要放下手中的事情，像听
领导讲话一样认真地听（事实上，哪
个领导也没有孩子对你重要）。

第二，用肢体语言鼓励孩子。
倾听不单是忠实地当好听众，

还要用动作和情感向孩子传达爱，
鼓励孩子敞开心扉。比如，可以摸
摸孩子的头，拍拍孩子的肩膀，对孩
子点点头，对孩子竖大拇指，给孩子
传递肯定的眼神等。

第三，为孩子喝彩。
当孩子说到精彩处时，父母可

以激动，给孩子鼓掌、喝彩：“真没想
到，你的经历这么有传奇色彩！”“真
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

与孩子说话一定要发自内心。
牵强、生硬的语言非但打动不了孩
子，还会起反作用，孩子会认为父母
虚伪、做作。你说的是心里话，还是
在敷衍孩子，孩子都能感觉出来，父
母欺骗不了孩子。

第四，不要打断孩子的话。
哪怕孩子的话再幼稚、偏颇甚

至荒谬，父母都要让孩子把话说
完。不要随意打断孩子，不要否认
孩子的体会，不要驳斥孩子的感觉，
不要怀疑孩子的经历，不要否定孩
子的愿望。

随意打断孩子说话，孩子会感
觉到自己没有被重视；反驳、否定孩
子的话，会挫伤孩子的自信心；对孩
子的话表现出心不在焉，等于告诉
孩子：“我对你说的话毫无兴趣，我
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人。”

第五，承认并不代表同意。
在倾听过程中，父母首先要认

可孩子的感受，然后再对孩子进行
正确引导。

学会倾听，还有以下好处：
1.让孩子多说话，等于有意培养

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对提高孩子
的社交能力和情商都有很大的促进
作用。

2.经常鼓励孩子完整表达自己
的感受，孩子就能和父母无障碍沟
通，对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都有很
大帮助。

3.通过倾听满足了孩子的表达
欲望，孩子会更加信任父母，无形中
填平了代沟，父母和孩子成了无话
不谈的朋友，家庭教育也就进入了
良性循环。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1995年5月8日，家妹猝死于泰
国清迈，当时几乎全球的华文媒体都
进行了报道，有哀悼、有怀念，当然也
有八卦渲染及臆测死因。那时，全家
都陷入哀痛中，且因忙于她的后事，
无暇也无心情去澄清事实。看到那
些众说纷纭、捕风捉影的事儿，我就
想，未来一定要出一本家妹的传记，
忠实地叙述她的一生，给喜爱她的歌
迷和关心她的朋友们一个交代，也为

从不辩解的妹妹有个说明。
随后，媒体对家妹的报道一

直没有停止，坊间出版了好多关
于她的传记，内容大多是互相抄
袭的传言，许多与事实相悖，甚至
有些是恶意中伤，有辱逝者的声
誉，也给家人造成不少困扰，这更
激发了我出书的想法！有些媒体
多次和我谈过出书的事，但都因
找不到理想的执笔人而作罢。后
来，我认识了很优秀的记者作家
姜捷，当时她刚退役，有时间可专
注写作，遂一谈即成。

为了让姜捷能忠实报道邓丽君，
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拟了访谈名单，也
安排她赴邓小姐生前住过和工作过
的地方，如香港、日本、泰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法国、美国等地，访问了
200多人，真是辛苦她了。

2000年，我有缘到了大陆，看
到了随着改革开放，大陆经济起飞、
社会繁荣、民众日渐富裕。这些年
我也大江南北去了好多地方，接触
了很多人，在了解他们对邓丽君的
感情后，我大吃一惊。以往都是从
媒体上得知大陆同胞对邓小姐的喜
爱的，现在却是亲眼看到、亲耳听
到、亲身感受到的，其中有好多事令
我相当激动。大家对一位从未踏上

祖国大陆而又逝去多年的艺人感情
之深与真，令我感动万分。

有几件事也可以说明他们对丽
君的喜爱与支持：

一、2008年，《南方都市报》纪
念改革开放30周年，遴选了30位风
云人物，邓丽君亦名列其中，是唯一
的祖国大陆以外人士。

二、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60周年，中国网发起了一项

“新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的网
络评选。邓丽君以 850余万张选
票，获得第一名。

三、据文化部一位台湾事务官
员说，在2009年，以邓丽君之名举
办的演唱会超过100场。

四、在全中国超过20个城市有
“邓丽君歌友会”。2012年9月于上
海的年会，远在齐齐哈尔、佳木斯、
内蒙古和新疆的会长都专程赴会，
令我非常感动。

从上面几件事可以看出，中国
大陆应该是丽君演艺事业非常重要
的一站，她生前未能踏上此地已是
一生的遗憾，如果本书遗漏了这一
篇章，岂不更添遗憾？所以，我又托
姜捷跑了北京、上海、成都三地采
访，虽不能代表整个大陆对她的爱，
却也让这本书的内容更充实。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原本
在10年前就已完稿，由于其他一些
因素而搁置，如今能出版，要感谢的
人实在太多：感谢姜捷专程赴各地
奔波采访、大量阅读、整理影音文字
信息并埋头写作；感谢林圣芬董事
长热情协助；感谢时报出版社及李
采洪总编辑的团队；更要感谢书中
的200多位受访者，提供了真实而
宝贵的资料。

今年正逢丽君的60冥寿，就用
这本书为她“庆生”吧！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沙
（Teresa）修女经常呼吁人们“心怀
大爱做小事”，我们的Teresa Teng
（邓丽君的英文名字）一生所奉行的
爱也在书中处处流露。因为她的
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决定将本书
的版税收入全数捐赠给“单国玺弱
势族群社福基金会”，为台湾的贫、
病、孤、老、残等弱势朋友尽一分心，
让丽君优美的歌声继续传唱，让丽
君慈善公益的精神继续发扬，这是
给她最好的生日礼物。

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邓
长富

2013年1月1日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邓丽君兄长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