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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没见过王宝玉，但多年前就看过他写的家信。
那是我的一位笔友、他的母亲王毅在网上转给我看的。
还记得我回复中有过“这孩子有哲学家潜质”的赞誉之词，但绝非客套。
这样的网上来往是我和王毅始于2002年一次笔会上，关于家庭教育问题交流的继续。
那次笔会是一家杂志社在山东曲阜召开的，万世师表的故里，与会者都受过大学师范教育，都有正在
求学的孩子，使我们在会议的文学正题外有了聊不完的家教方面的话题。
得知王毅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16年来记录儿子的随笔集，当时有个感觉，“文革”后的一代知识分
子，确实有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教育理念。
那本名为《好妈妈，坏妈妈》的集子至今仍在我的书柜里。
当我读到这本书信集后，深感这是儿子开唱主角的精彩续集。
或许出自我当教师的职业本能吧，认为自己有义务把他们母子在儿子大学4年里的家信交流，介绍到
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那里去。
    关于家信，我国读者们一定马上会想到纪晓岚家书、曾国藩家书、陶行知家书、傅雷家书，甚至还
有蒋介石家书，都曾被官方或学者大力推荐，而且也确实影响甚广。
家书教子是中国古典教育所奉行的重要方式，在前信息化时代，以上列名的那些名人家长和有文化的
百姓家长们一样，都在通过家信对子女进行做人和治学的教导，国人对其人其言其形式或多或少都已
知晓，可以说并不会有再增加一本的渴望了。
但这本家信集之值得一看，恰恰在于与那些家书有太多的不同了。
翻看一下就感觉到这是百姓的家书，说的都是通俗实话。
那些帝王将相和鸿儒名流的家书，有意无意也是父子纲常居高临下的训话。
而这本家信集是百姓母子的书信对话，讲的都是面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想法及解决办法，不是板着面孔
的家长训子，有时甚至是反过来儿子要家长接受他的想法和做法。
从书中母子信件看也是儿多母少。
这是本家庭教育的书吗？
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
说不是，因为这里不是传统的家长真理在握的家书教子；说是，因为它符合心理学的规律。
儿子在迷茫、急躁、恐惧等等状态下，需要的不是说教式的训导，而是需要把不能全对老师同学说的
烦恼和喜悦向妈妈倾诉，进而得以释放和排解。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高层次的、互动式的家庭教育。
    说到家庭教育，似乎就是孩子上大学前家长对孩子面对面的教育。
看过这本家信集倒是启发了我，家庭教育不应因孩子上大学而中断，而需要以家信这种形式过渡一下
，家长训子让位于对话互动，孩子大学毕业就业后，家庭教育才可以完成使命。
不然，孩子的家庭教育“断奶”真是有点突然。
教育和亲情的联系都需要家信这种过渡方式的家庭教育。
这一点社会早已经注意到了。
王宝玉是2004～2008年读大学的，其间媒体不乏大学生不屑家信的报道。
2006年11月29日“四川在线”一《华西都市报》：“武汉科技大学新校区学工团委办公室上月给全校4
700多名新生布置了一道‘亲情作业’：每月给家里写一封家书。
没想到，一封家书竞‘难倒’了不少大学生”。
2007年11月27日《鸭绿江晚报》(记者李志成)：“一次偶然的课间交流，让本市某高校语文教师孙教
授感叹不已：全班的大学生竟无一人有写家信的习惯。
”《人民日报》(2005年5月9日第十一版)(记者鲍洪俊、陈胜伟)：“对浙江林学院学生进行的一个调查
显示，大学生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的同学不到1％。
”大学生写家信的必要和好处各层次议论都有，我想补充的是，家信还有延续家庭教育的功能。
    我本人是职业地要读文字作品的，但文字表现生活能真实到非发表动机产生的家信程度的我很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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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这本家信集记录了一个大学生在与其家庭交流过程中所展现的心路历程，难得之处在于真实。
作为一个大学生，成长、成功的根本动力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内心。
在家长的帮助下，一个大学生是如何成长、成功的，因为要给母亲写信，不经意间王宝玉详细记录了
这个过程。
这本来是一种私情，完全个人的感觉，但这种种的迷茫、彷徨、执着、坚持几乎可以说是今天大多数
大学生、年轻人的共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我相信，这本书会成为很多大学生的一个知己、一个朋友、一份人生路上的心灵伙伴。
    唐晓敏    国际传播学院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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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书里的大学》汇集了84通情感真挚的信件，信的两端是：保送读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儿子，时刻关
心儿子学习和生活的妈妈。
作者认为孩子读大学时，父母不能做旁观者，而是要做不在身边的精神参与者。
本书可以作为大学生的一个知己、一个朋友、一个求学路上的心灵伙伴。
怎样在普通的大学生活中走出不普通的人生？
怎样在平凡的舞台上演绎出不平凡的人生？
希望您在《家书里的大学》找到答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书里的大学>>

作者简介

王宝玉，辽宁大连人，曾先后就读于大连市东北路小学、大连第四十七中学、大连第二十四中学。
2004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心理学系，因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于2008年被保送为北京大学研
究生，攻读文化心理学硕士学位。
现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
王毅，王宝玉母亲，辽宁大连人。
1982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毕业后做过教师、记者、担保人。
上世纪末辞职，从事专业创作，现为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
曾为《家庭》、《知音》等杂志撰稿。
2002年出版随笔集《好妈妈坏妈妈》，并于当年在台湾出版发行；2012年9月出版《我家儿子很叛逆》
。
近年转入长篇小说创作，所著《情封旅顺口》从2011年第ll期开始在《今日财富(大连版)》杂志上连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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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2007．5．11)三遍考试复习法第五十九封信(2007．5．25)生活就要“深水静流”第六十封信(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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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近北京天气突然变暖，真是出乎意料，加上没有风，简直像早春一样。
我的生活也和明媚的阳光一样，一片光明。
    寝室已经来暖气，温度还挺高呢，不用担心。
    我在几天前递交入党申请书，我认为人党对我将来的工作和人生会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目前，我把成为教授当做我的目标。
    我终于从解剖老师的教导中找到最好的语言来描述我的性格特点：爆发力强，耐力差。
比如像早起这种事，虽然看上去需要很大意志，但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件难事。
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的“爆发力”能使我暂时地忽略懒惰，一跃而起。
但这并不代表我的意志力强，因为它不需要耐力。
像高中学习，之所以我成绩不稳定，就是因为我时而用“爆发力”好好学习一阵子，但因为没有“耐
力”，总是有一部分知识我掌握得不好。
每次考试，如果所考的知识点是我在用“爆发力”时学的，我就能答好；如果不是，成绩就不理想。
    我的灵感特别多，但是深究的话就会出现没有什么可说的情况。
这和我的性格缺陷也有一定的关系。
针对这种弱点，我想光说要有耐力是不够的，应该更实际一点。
我想我应该多寻找起点，这样可以多引发我的“爆发力”，虽然这样会造成以前那种“光说不练”，
只想方法而忽略实干的情况。
实际上，我在高中研究的学习方法很多都暗中指向我的性格缺点。
比如“每天都是一个起点”、“要有耐性”等，只是没有自觉地、明确地指出自己的缺点。
现在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既是缺点也是优点，而且已经成为我性格的一种特点)并且相当难改
的缺点，但是我会继续摸索改正的途径①。
    因为病已经大为改观，我已经开始恢复晨练。
为加强我的篮球能力，我在锻炼中以短跑为主，为保持良好心态，我还坚持打太极拳。
我会努力坚持的。
    前面说的和解剖老师的对话真是很有意思。
老师上课点名说我“有一些好学生的通病：浮。
应该脚踏实地，把知识弄准确，不能‘不求甚解”’。
因为他从其他老师听说我一些事情(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特地“点点”我。
我下课后找老师交谈一下，想知道老师对我有什么教导，还顺便问一下如果我的志向是当教授，应该
怎样对待解剖课。
    我的解剖老师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他指明两点：第一，无论将来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严谨的态度都很重要。
好学生总是反应很快，但“不求甚解”，工作上肯定不行。
第二，第一遍的学习是相当特殊的。
无论学习什么，在第一遍学习过程中，如果能学会学习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就会一通百通，学习其他
学科时就能更高效地自习，这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他的话有一定局限性，但我还是相当受启发②。
    第一，他的话把我从“梦”中唤醒。
我潜在地认为哲学教授是一个懒惰职业，对学习都是强调理解，我应该多涉猎，单纯地扩大知识面。
现在我明白，哲学家的严谨态度某种程度上比自然科学家还强。
他们也是通过种种学习锻炼出掌握准确知识的能力后，才能发挥各自天才的设想，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
第二，我确实应该从现在开始锻炼读书能力。
以后的路绝大部分都要在读书中度过，那么是否能够高效、准确地掌握一本书实在太重要了。
以后我要有意识地锻炼理解文章含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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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培养的能力。
和老师的对话真的是受益匪浅。
    既然爸爸已经同意我的购书计划，我会尽快开始购买，我也会安排相应的计划来阅读书籍。
    现在我规范一下自己的学习生活，决定将解剖、生理课的预习和复习全部划到星期天完成，平日做
英语、锻炼、读书等更重要、更需要积累的学习。
放心，我不会因此而使成绩受到影响，并且我将再缩短和寝友聊天的时间并减少因为出入宿舍和自习
室所浪费的时间。
一切有待实践检验。
    我生日和五个寝友在食堂聚餐，花费90多元钱。
泽宇哥哥送给我一个很好的蛋糕(有点奢侈的那种)，替我谢谢大姨妈和哥哥。
    今天，我在北大和高中女同学G一起听一堂社会学课，还一块吃晚饭，谈得挺投机。
我顺便将所有哲学课和历史课课程表抄下来，以后就去听课。
我之所以这么急，是因为生理老师说，大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大二就要努力。
我现在一定要多接触，大概地了解我的兴奋点所在，为将来做好准备。
另外，在社会学课堂上，我问老师几个关于农村民主制度改革和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觉得社会学在
社区政治(区别于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挺有意思，我觉得我对政治挺有兴趣。
我还发现北大学生问的问题还是比较教条，问的都是像高中那样抠字眼的细节。
他们的意识水平没有我高。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能够坚持每周都写论文的话(北大大一的学生就开始以论文和实践作为作业，
真羡慕)，我想买一台电脑是有必要的。
    附：以后这些话还是用电话沟通吧，要不然打字真是太累了。
    祝妈妈永远年轻！
    爱你的儿子    2004.11.18日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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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这本书信集即将付梓之际，内心感慨颇多。
    曾有朋友问我，你和你儿子通信，说些什么呀！
有什么可说的呀！
有女友试图与儿子通信，写了两封就写不下去了。
是啊，人与人沟通，必须有彼此之间的认可、欣赏、引为同道，否则当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有个网站“父母皆祸害”，就是因八零后的孩子与五零后父母之间深深的隔阂的产物。
    我和儿子之间没有隔阂。
记得他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道两边，一边是一所中学，一边是一所小学。
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接他放学一起往家走。
那天正好是小学开家长会的日子。
大概是孩子成绩不好，家长被老师批评，一位中年男人在大道上打孩子，那个小男孩比我儿子只大一
点点。
我什么没想，几步冲上去，将孩子拉到一边，对着那个男人吼，“打孩子干什么！
”指着一旁吓得缩成一团的孩子，我批评他：“多好的孩子，打坏了怎办！
”那个男人愣了，他大概没想到半路杀出个人来不让他管孩子。
没等他缓过劲来，儿子冲上来，一把拽住我，拖着我就走。
“妈妈，你疯了，他打你怎办？
你看那个爸爸多凶！
”    我这才发觉自己的冒失，但我真的看不得父母打孩子。
“不打孩子”是我的一个重要人生原则。
所以，儿子知道我们是爱他的，他享受并喜欢这种爱。
所以，他的内心愿意向我敞开。
    王宝玉是幸运的，北京体育大学硬件学习环境国内一流，而比校园环境更优越的是软件环境，是心
理学教研室老师们对学生们父母般的关爱，使他享有了美好的大学时代。
    感谢花费一定时间分享这部家信集的读者们。
这是儿子和我唯一一本没有出版动机的作品，作为第二作者的我的欣慰和抱歉都在于这些文字的无出
版意识写作。
我欣慰的是，与儿子和我以前发表的作品相比，这些文字真实得就是那段生活的记录而绝无其他功利
之心的造作；遗憾的是家人间非文字沟通的信息无法在此再现，会使读者对一些信中提到的人和事的
全貌不甚清晰，特别是教导儿子的那些可敬可亲的大学老师们，他们传递给儿子的信息会对大学生读
者更为有益，这里更不可能复制。
    得知王宝玉将去美国读博的时候，北体大心理学老师毛志雄发来了热情洋溢的信。
    宝玉：    你好！
祝贺！
    多年以来，我和教研室的老师们一直以你为自豪，并且一直要求师弟师妹们以你为榜样热爱心理学
，尽力做到最好。
    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拓宽国际视野，站在心理学学术顶峰上“一览众山”。
当然，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将使你在新的起点上面对更新更高层次的挑战，相信以你对事业的大爱为基
础，完全胜任这些挑战，有能力战胜各种困难，使自己达到一个新高度。
    北体和北大的文化差异，相信你已有多年的感受。
我认为这是你丰富的求学经历中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你不同于纯北大本科出身的孩子们的重要优势
。
希望这些都能潜移默化地铭刻在你的心中。
也许，将北大老师的学术思想、北体老师的为人之道完美结合，是你未来从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籍此两项“法宝”，相信你能尽快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尽快适应美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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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困难尽管与我们联系。
希望在未来的国际心理学学术期刊上更多地出现“王宝玉”三个字！
    祝你一切顺利！
    毛志雄    17．Jun．20ll    张力为、迟立忠、梁承谋老师都在王宝玉的成长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痕迹。
无论是在信里，还是在回家的谈话中，王宝玉常常谈起这些老师，带着崇拜，带着感激，还带着庆幸
⋯⋯还有褚跃德、郭璐等等北体大心理学专业的老师都给了王宝玉受用一生的知识和教诲，作为母亲
，这份谢意收藏在我人生永恒的记忆里。
    王宝玉的北大三年研究生，在深圳一年半、北京一年半，两地老师的学术气息和人文情怀都在他成
长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在深研院，北大副校长海闻教授业务繁忙，却总是挤出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
王宝玉说，在他眼里，海校长就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化身。
    深研院的李晓煦、北大教授沈德灿的学术气质、做人品格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动。
    导师侯玉波唯才是用。
在王宝玉还只是个学生时，就让他给低年级的研究生做关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讲座，还推荐他去清华
大学心理学专业做文化心理学方面的讲座。
韩世辉、张智勇等心理学系老师都对他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还要感谢王宝玉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同学们，他们和王宝玉共同创造了大家珍贵终生的集体青
春记忆。
    最后，我还要非常感谢张明帅先生。
这部书稿，先后经过几个出版商和出版社，尽管他们都非常喜欢，其中还有国内颇有名望的家庭教育
方面的专家，却都因对出版这本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谨慎的原因而未能出版。
张明帅先生不但决意出版这些家信，而且倾情投入编辑、校对等繁复的具体工作，是我接触过的出版
业人士中最具敬业精神的，令我十分钦佩和感谢。
    生活的信息是多维的，言不尽意在所难免。
那段时光渐行渐远，王宝玉的求学之路仍在继续，以后是更多的未知，出版这些家信没有炫耀成功之
意，只想超越地与奋斗之中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对话，求得对孩子教育的共识。
    谢谢！
    王毅    20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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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书里的大学(一位保送北大读研生的成长历程)》汇集了84通情感真挚的信件，信的两端是：保送
读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儿子，时刻关心儿子学习和生活的妈妈。
作者王宝玉、王毅认为孩子读大学时，父母不能做旁观者，而是要做不在身边的精神参与者。
本书可以作为大学生的一个知己、一个朋友、一个求学路上的心灵伙伴。
怎样在普通的大学生活中走出不普通的人生？
怎样在平凡的舞台上演绎出不平凡的人生？
希望您在《家书里的大学》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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