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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真爱，是教育的基础　　旅居海外(新加坡)的慧汝女士把她的书稿发给我，要我写几句感言。
我看到这个题目就非常感兴趣。
书的内容讲教育中的真爱，只有真爱才能培养出人才；书中讲到家庭教育中爱的误区，失去了真爱的
本质，实际上误了孩子的前途。
该书列举了许多案例说明误爱的危害，也给出了真爱的建议。
这是一本家长应该读，教师应该读的书。
　　我们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一般父母都是爱孩子的，而且爱得很深；一般老师也都是爱学生的，常常会恨铁不成钢。
但是什么叫真爱？
却不是很清楚。
慧汝女士告诉我们，真爱就是让孩子有生命的尊严。
　　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也掺杂着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
例如&ldquo;读书的官&rdquo;、&ldquo;学而优则仕&rdquo;的思想；又如父母往往把自己的子女视为自
己的财产，希望子女&ldquo;光宗耀祖&rdquo;、&ldquo;养子防老&rdquo;等思想；再如教育方法
中&ldquo;棒子底下出孝子&rdquo;等等。
这种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教育。
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自己的孩子考试不如别人家的孩子，我的面子不好看；别的班的学生成绩比
我的班的成绩好，我做老师的没有面子，再加上对老师的不公正的评价制度，于是老师把压力加在学
生生上。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激烈竞争也一股脑儿地压到教育的身上。
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说，我反对人人学奥数，奥数摧残人才。
不料一个小学生起来说：&ldquo;顾爷爷，你说反对奥数，但我不学奥数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
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毕业以后就找不到好
的工作，我怎么养家糊口呀？
&rdquo;这句出自一个小学生之口，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说明社会的压力全都集中到教育上。
在这种环境中能怪家长、老师没有真爱吗？
　　真爱实在是难。
有位小学老师曾说，看孩子们活泼可爱，我真喜欢他们，真想和他们一起玩儿。
但是一想到提高学生的成绩，想到上级的要求，我只好严肃地板起面孔，让他们安静下来学习。
　　但是还是要提倡真爱，克服爱的误区，用内心真爱来感染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一生的尊严。
为了孩子一生的尊严，在儿童时期就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需要和爱好。
马斯洛曾经分析每个人有五种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
的需要。
孩子也有这些需要。
特别是孩子非常看重尊重的需要。
你尊重了他，他才能尊重你。
这是相互的。
所以我常说，爱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层上，为此要相互理解，为了理解就要相互沟通。
没有平等的相互尊重是无法沟通的。
　　慧汝女士宣扬真爱，这是教育的基础，我很赞成她的观点。
读了她的书也发一点自己的感想。
　　顾明远　　2010年11月26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了生命的尊严>>

内容概要

　　本书将解读中国式冷漠，探索生命真相，重拾人性温暖。

本书将为您解开——为什么“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为何一辈子寻寻觅觅，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爱？
婚姻和亲子关系为何容易陷入互相伤害的误区？
我是谁？
个人的自我价值究竟在哪里？
是什么在决定我们的痛苦与幸福感？
真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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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慧汝，出生于中国福建，1996年大学艺术系毕业后，留学并旅居新加坡至今。
多年来从事教育及辅导海外留学生的工作，尤其在青少年正面心态及心灵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拥有丰富的亲子教育经验、热诚和使命的慧汝女士现为《生命增值》系列课程的资深教练，帮助许多
女性精英摆脱心灵困惑，重获生命喜乐，是学员们最为认可的导师之一。
因着自身对生命真相和真爱课题的执着，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时间，对华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何在及真
爱在中国何以可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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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真爱是教育的基础(顾明远)
用自己的生命增值更多的人(沈洪顺)
前言
上篇 我们何时不再对生命冷漠
　 1.每一个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
　 2.“每个人都是体制”
　一、文化信仰上生命教育的缺位
　 1.妨碍我们真正幸福快乐的原由究竟何在？

　 2.让人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3.“官本位”践踏着生命思考的独立性
　 4.从众心理影响对生命的探究
　 5.当冷漠成为习惯(张鸣)
　二、原生家庭中生命教育的缺位
　 1.爱孩子，母鸡也会，重要的是教育
　 2.偏爱的伤害
　三、学校教育中生命教育的缺位
　 1.没有差生，只有差异
　 2.活着为何比死亡更痛苦？

　四、中国式冷漠的反思和出路
　 1.好人做不得？

　 2.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3.理论的责任是揭示真相
　 4.伤人者，必先是受伤者
　 5.绝望产生暴力
　 6.悲伤是爱
　五、疏导胜于防范、关爱胜于孤立
　 1.救赎的力量远胜于惩罚
　 2.标本兼治是防范惨案的根本
　 3.对生命冷漠是社会和谐最大的敌人
　 4.有爱就有希望
下篇 有一种爱，让我们不再陌生
　 1.生命的绝唱
　 2.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余虹)
　一、真爱——化解传统爱恨情仇的唯一方法
　 1.如何克服“恨”
　 2.恶性暴力背后的文化沉思(叶匡政)
　 3.宽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4.有畏无爱的人情社会？

　二、真爱——原生家庭生命教育的力量
　 1.原生家庭误区一：有条件的爱及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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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生家庭误区二：父母关系影响子女心灵健康
　 3.原生家庭误区三：比较和渴望获得认同的教育
　三、真爱——打破以应试为目的的传统教育理论
　 1.厚此薄彼及家校互动的误区
　 2.爱里没有惧怕
　 3.真爱，治疗生命创伤的良药
　四、真爱——提升生命价值最大的原动力
　 1.何谓真爱？

　 2.有意义的真爱关系，最能带来人间幸福
　 3.为何“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4.真爱关系中的成功感是自我价值的源泉
　五、真爱，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寻
　 1.追溯爱之源头
　 2.告别爱之误区
　 3.触摸爱之真义
　 4.真爱四重奏
　结语：生命不息真爱不止
　 1.爱的真谛：
　 2.践行真爱三步曲？

　 3.建立真爱真理的新原生家庭
　 4.真爱：无私，无疆，无论如何
跋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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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思考的独立性始终被皇权无情践踏着。
而随着数百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文化浩劫，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已经满目疮痍。
人们在失去价值皈依及生命意义指向后，又缺乏凌驾于世俗社会的宗教信仰，因此，许多人在苦苦思
索之后，仍然不知生命所向何方？
　　1 妨碍我们真正幸福快乐的原由究竟何在？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官场权势和功利主义的长期熏陶，特别是明清以来文士们普遍倡
导&ldquo;明哲保身&rdquo;的思想，很多人都奉行&ldquo;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rdquo;的
处世&ldquo;智慧&rdquo;，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能够清算这种功利主义的余毒。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大学毕业后才留学海外的中国人，我知道批判中国式的冷漠，探讨中国人的
生命价值问题很容易引出诸如&ldquo;崇洋媚外&rdquo;之类的讥讽。
而我要说明，我是实事求是哲学的践行者。
虽然身居海外十余年，但因着工作原因，我常年奔波于国内国外之间，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点点滴滴
都在牵动着我的心。
在无数次攸关生死的生命价值挣扎及考量后，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写下了这样一个主题。
　　当然，探讨中国式的冷漠，也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就没有类似的问题。
凡是人，就会有共性。
只是生命价值各有其体现的方式，我在此希望探讨的是生我养我的切肤之中国。
　　我们通常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于勤劳智慧，互助互爱的集体来讴歌。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当然有足够的理由令人称傲。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自不讳言。
在国外各大学里考前几名的，往往都是中国留学生，而时至今天，在我所居住国留学的中小学生中，
留学三年左右就在全国统考当中拿到前三名的中国小留学生也屡见不鲜。
华裔科学家往往拥有叫人羡慕的一流头脑，孙汉权、钱学森、杨振宁等名字如雷贯耳。
中国人绝非素质不如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撼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坚忍
、善良、勤劳、俭朴、谦逊等等诸般优点，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提了很多，写了很多，我不拟赘述。
今天我要探索的是妨碍国人真正幸福快乐的原由。
　　先哲老子说：&ldquo;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rdquo;孔子的弟子曾参说：&ldquo;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rdquo;苏格拉底也说过：&ldquo;一个没有检视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rdquo;换句话说，内省是做人的责任，专门谈优点救不了自己，只有反省，直面缺点才可能自救。
而在今天这种变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与缺陷，对于仍在不懈探索中国人
生命价值之体现方式的有识之士而言，相信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2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　　单从中国人的聪明及素质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很好的
，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国家。
而让人民能安居乐业，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需要大智慧的。
它不单纯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让GDP猛增，真正的治国是要用心的，而用心的最佳体现，应该是让
国民们&ldquo;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rdquo;，每个人都属于
自己的&ldquo;出路&rdquo;。
　　在2010年6月新加坡《联合早报》上，黄浦新陈有一篇文章说：前天是中国学生升大学的高考第一
天，上海市的作文考试题目大意是：丹麦人去钓鱼会随身带一把尺，钓到以后用尺量一下，太小不合
尺寸的就放回去。
他们认为让鱼长大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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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同时举了个中国的例子，孟子说；&ldquo;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rdquo;，意思是细密
的渔网不放入池塘，则鱼和鳖就会吃不完。
题目是要考生从中写出&ldquo;贯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rdquo;。
　　这个题目显然是为了对应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即可持续发展，低碳生活，创造更美好和谐的城市
生活 对关注时事的上海学生来说，应该都不难发挥。
　　报章媒体循例在隔天跟着做文章，访问的专家学者莫不以生态环保，城市和谐等角度评论一番。
　　环保、低碳既是上海世博会所要呈现的重点，也是当前世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更可能是未来世
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通过作文选题的方式让莘莘学子对课题做一番思考，不能不说切合时宜。
　　但是如果能允许学生引而申之，从自然与环境更进一步朝当前中国社会与人文的失衡去想，可能
更有助于建立学子对社会的关怀精神。
　　孟子此话是在与梁惠王对答的时候说的，好战的梁惠王认为自己治国很用心，但是人口没有增加
，反观邻国君主治国没有那么用心，人口却没有减少，他问孟子为什么？
孟子显然不认同梁惠王治国用心的说法，他认为真正的治国用心，应该体现在给老百姓安居乐业。
农耕的季节到了，不会因为其他事务 主要是指战争和徭役 而耽搁；此外，教育，养老，温饱通通有
着落，从生养到死葬都没有让百姓抱怨的地方，那么就是王道的开始，四邻的人民自然会想迁移而来
，人口就会增加。
而要做到这些，按照时节规律伐木和捕捞就很重要，植物能安然生长，百姓就有衣帛可穿，牲畜能安
然繁殖，人民就有肉可吃。
　　按时节伐木和捕捞，是顺应大自然的生殖繁衍，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反之用细密的渔网把大鱼
小鱼都捕捞了，不问时令把大树小树都砍伐了，不但是危害生态，更会影响到人民未来的生计。
　　丹麦人钓鱼的时候可以不自欺地把小鱼放回大自然继续生长，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守法精神和法治
文化，这在当前的中国显然还很难实现。
而政府政策能不能在强大国家实力与富裕百姓民生之间取得真正的平衡，不为了经济收益而任由企业
用绵密的网挤压民力，这都是丹麦人和孟子的智慧所要表达的。
　　2010年10月1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温家宝总理头像为封面，刊登了温总理接受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CNN)资深记者法里德&middot;扎卡里亚的专访。
在谈及政治理想时，温总理总结了他的四点政治愿望：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
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可见在总理看来：国家强大固然重要，但人民生活幸福，有生命尊严，有感受快乐的能力同样是非常
重要的。
话语背后依稀是孟子的智慧，即&ldquo;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rdquo;。
的确，只有实现了人民的幸福，才有民族的凝聚力；也只有极具凝聚力的民族才能谈&ldquo;富
有&rdquo;、谈&ldquo;强大&rdquo;。
　　先哲德拉戈内蒂在谈到政府的作用时曾说过这样的警世恒言：&ldquo;政治家的成功秘诀在于为人
民谋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那些探索出全新的政府模式，能做到既不劳民伤财，又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人幸福的政治家们，理应得
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激。
&rdquo;　　诚然幸福是一种很主观的个人化感受，不太可能用一个具体的标准去衡量。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没有尊严，便没有幸福可言。
而所谓尊严，虽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在渴望他人对自己的认同与尊重这点上，是人人一样的
。
不管一个人出身名门望族，或出生于三教九流的背景，不论他是穷困潦倒还是富贵光鲜，都希望能得
到他人 包括家庭、朋友或社会的尊重及认同。
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
二者缺一，实乃非人。
人之为人，就在于有尊重和自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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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尊严地活着，是人作为个体的基本价值。
　　而在现代，个体尊严的体现，底线的标准就是要享受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尊严与权利。
换言之，无论他出身如何，出生在哪，是否受过教育，信仰什么，有无才能和财富，国家给予全体公
民的公共服务他都能均等的享受到，不会因为自身的各种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而成沦为二等公民，更
不会让生命的基本权利因此受到错待及漠视。
　　社会的秩序与理性的建立，来自每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尊严能够得到保障，不管这个人是
平凡还是出众，也不管这个人是卑微还是权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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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看看身边所发生的人和事都充斥着功利性的爱，有了这样的一本书，真的很欣慰，愿世人能得以
一睹自省。
　　&mdash;&mdash;殷萍　　第一个感觉是震撼，第二个感觉是震撼，第三个感觉还是震撼！
书稿给了我无限的启发和心灵的感动，书里所阐述的理念和细节确实很到位，也很真实。
&hellip;&hellip;遥望远方，为有你这样的知己而感动和祝福。
　　&mdash;&mdash;曦曦妈　　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浏览过全书的，书中一个个凄惨的例证令我心痛
；第二部分对真爱的表述，非常棒，读起来没有距离感，感觉是在娓娓道出的真智慧。
　　&mdash;&mdash;棋棋　　看这本书之前我对生命、对真爱一直都是个模糊的概念，因此走了很多
弯路，总是去逃避生命真相。
但当我用心读完这本书，我重拾了自己对生命的态度。
我相信这本书能改变许多迷途中人，去认清自己的价值，明白真爱的理念。
　　&mdash;&mdash;马丁　　培养一个孩子，犹如建造一所房子，真爱，就是这座房子的地基。
我们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改变我们的原生家庭，但是我们可以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拥有真理真爱的新
家庭。
　　&mdash;&mdash;沈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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