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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沟通，有爱还不够》
智慧父母的自我提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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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从煤制油到原油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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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芳华》
文艺女兵的“致青春”

【试读】

本书是一本讲述如何实
现高效的亲子沟通、培养完
美的亲子关系，如何从改变
自己的思维、态度出发，最终
改变自己、也改变孩子的亲
子教育书。

书中结合了两大心理疗
派——萨提亚家庭治疗和
NLP技术，以NLP模式去探
求一种全新的亲子沟通技巧
与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出
发，找出行为背后的心理成
因和孩子的心理发展模式，
从而让家长们有针对性地去
解决亲子沟通过程中出现的
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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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黑龙江松嫩平原上，一
股黑褐色的油流喷向湛蓝的天空，从此
改写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由于大
庆油田的发现和随后的勘探开发，
1960年以后大庆原油开始生产外运。
中国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布：我国石油基
本自给。

然而，石油的自给不等于燃料油的
自给。石油包括人造石油和天然石油，
天然石油也称原油。原油是成分十分
复杂的混合物，必须经过炼制加工才能
得到汽油、煤油、柴油和其他产品。也
就是说，真正能用于生产、交通、国防和
人民生活的，是经过加工以后的石油产
品，而不是原油。

人造石油的成本高、产量低，其效
益明显低于原油的炼制加工。因此，当
中国有了自己充足的天然原油供给之
后，石油部及时做出了战略调整：炼油
厂设计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天然原油的
炼制加工上。抚顺设计院的任务也转
为对原油炼制的工程设计。

抚顺设计院的建立、规划、机构设
置和人员配备，都是围绕人造石油的业
务方向，建院以后4年多来的工作也都
是人造石油厂项目的设计。现在为了
国家的需要，要全部转为石油炼厂的设
计，这等于是全建制的集体转行。全院
上下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原来主要
从事原油加工炼制设计业务的北京设
计院成了老大哥，苏联帮助设计的兰州
炼油厂成了样板。面对新的变化和形
势，向来不甘人后的陈俊武更是鼓足了
劲，争分夺秒，奋起直追。

1961年3月，陈俊武被指派为吉
林扶余油田设计年产5万吨的小炼油
厂。吉林省很重视这个项目。陈俊武
带领小分队去现场了两次，认真做了初
步加工方案，并和油田的技术领导反复
讨论。说实在话，他自己，包括当时参
与的人心里都没有谱。在当时的条件
下，又能到哪里找到这个“谱”呢？那就
只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后来，院里来了通知，让陈俊武去
“劳动补课”，扶余油田项目让他转交给

龙厦才负责。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之后，是连续3年严重的自然灾
害，造成全国性的粮食严重短缺，设
计院的正常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为
了解决吃粮困难，很多单位都办起了
农场，抚顺设计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建
了农场，各部门都要抽调人去劳动。
陈俊武因为参加大项目设计，参加劳
动的时间比别人少，这次是专门让他
来“劳动补课”。

陈俊武他们这一班8个人，在农场
干除草、间苗这一类农活。他对这类技
术含量并不高的活计，真的不在行，笨
手笨脚的，但他很认真，整天累得满身
大汗。

陈俊武本来做好思想准备，要努力
在农场干一阵子，好好补补课，谁知只
干了5天，院里就派车来到农场，说有
新的任务，要他赶快回院里去。

这次任务完全出乎陈俊武的意料：
是让他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
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经
济合作组织，简称经互会。除了苏联，
以东欧的几个国家为主要成员。经互
会建立之初，其主要合作方式是发展贸
易，进行科技交流。

原来，苏联和东欧8国合作的炼油
技术会议近期要在波兰召开，并邀请中
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会。石油部领导认
为，我国今后要建设很多炼油厂，这是
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决定让抚顺设计
院派人参会。陈俊武的身份是观察员，
石油部情报处的洪伯宁是翻译。部里
向他介绍，着重要注意的是审查常减
压、重油脱蜡、重油加氢和尿素脱蜡装
置的定型设计，北京设计院为他们提供
了有关的技术资料。

1961年9月初，只有他们两个人
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乘火车出发，途经蒙
古，在车厢里度过漫长的6天，才抵达
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待了他
们，并安排商务处向他们交代了应该注
意的事项。两天以后，他们又乘火车去
华沙，入住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1971年12岁入伍，一直到
25岁退伍，13年军旅生涯，与
舞蹈、文艺打交道的时光，是严
歌苓青春年华的珍贵记忆。以
至于严歌苓成为一个作家后，
这段经历成了她取之不竭的创
作源泉。她写过许多以部队生
活为背景的作品：《七个战士和
一个零》《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白蛇》《灰舞鞋》……

在《芳华》中，严歌苓以第
一人称，讲述了隐藏在西南部
都城的一座旧红楼里、某部队
文工团内发生的故事，带有浓
厚的个人青春自传的色彩。

有人说过，家庭会给人带
来终生不可磨灭的烙印，美国
著 名 家 庭 治 疗 大 师 维 吉 尼
亚·萨提亚女士在研究家庭
系统治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
这一点。

1951 年，萨提亚接诊了一
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青
年女子。经过大约6个月的治
疗后，这个女子的病情虽得到
了极大改善，但萨提亚接到了
来自病人母亲的电话，她扬言
要控告萨提亚离间她们母女
之间的感情。

于是，萨提亚邀请这个母
亲和女儿一起来参加下一个疗
程的治疗。当治疗开始后，女
儿和萨提亚之间的关系顿时瓦
解，这个年轻的女子似乎回到
了她治疗过程中的起点。

当萨提亚继续对她们两个
开展治疗的时候，一种崭新的
治疗关系渐渐在母亲、女儿以
及治疗师之间形成。由此，萨

提亚想到邀请这个家庭中的父
亲（丈夫）也加入进来。当他真
的成为治疗过程中的一部分
时，刚刚建立起来的治疗关系
再一次土崩瓦解。

萨提亚敏锐地觉察到，她
开始接近事物的核心。她询问
在这个家庭中是否还有其他成
员存在。余下的这个成员被家
人描述为“黄金宝宝”，他是家
庭当中的儿子（女儿的兄弟），
当他进入治疗室，并展现出他
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时，萨提
亚更加清楚地看到女儿所扮演
的家庭角色，以及她为了在家
庭中生存下去而做出的种种痛
苦挣扎。

经过50多年对家庭系统动
力和力量的研究及对家庭治疗
模式的探索和总结，萨提亚提
出了如今已成为亲子教育领域
广为人知和认可的观点——孩
子没有问题。如果孩子有问
题，那一定是父母的问题。

孩子有问题 就是父母有问题

院士的故事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石化
洛阳工程公司技术委员会名
誉主任陈俊武，是我国著名的
石油炼制工程技术专家，是催
化裂化工程技术的奠基人和
开拓者。

他在耄耋之年，又在煤制
油、煤化工等石油替代工业技
术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
了重要成果，为国家能源战略
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87岁
时，他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
奖，书写了一位科学家传奇式
的老兵新传。

我市作家、市文联原主席
张文欣创作了描写陈俊武人
生历程的长篇纪实文学，其
中反映这位科学家青少年时
代学习和工作的章节，本报
已予以连载，受到读者的欢
迎。为了能更为全面地介
绍这位科学家的经历和业
绩，我们对陈俊武院士人生
历程的部分内容继续连载，以
飨读者。■张文欣

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陈俊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