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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那天带儿子到河北的一所公园玩，偶尔看到一个耍猴的，那只猴子被一根铁链拴着脖子，一边战战兢
兢地看着主人的脸色，一边翻着跟头。
可还是偶尔会有一两个动作没有完全领会主人的意思，于是便招致主人的一顿皮鞭⋯⋯    儿子看不下
去了，“爸爸，那猴子真可怜！
”    我用手拍了拍骑在肩上的儿子，示意他“我也有同感”。
眼看着主人又在抽打猴子，这只猴子突然蹿过去，照着主人的脸就是一巴掌——周围的人哄的一声笑
了，肩上的儿子，以及旁边的几个小朋友都鼓起掌来。
然而耍猴的主人可不干了，拉住那根铁链，劈头盖脸地朝猴子抽过去，猴子想躲，但它根本无法挣脱
那脖子上的铁链，一边乱蹿，一边嗷嗷地叫着⋯⋯    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儿子
也催促着我尽快离开。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一改往日的欢颜，闷闷不乐地望着车窗外面。
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转过头来，慢慢地说：“爸爸，刚才那只猴子太可怜了，我们能不能去救它，从
那个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    我笑了，“那猴子是他的，我们没有权力这么做！
”    “。
那就得天天挨他的打吗？
”儿子气道，“哼，欺负人，我讨厌那个人，我想打死他，他是怪兽！
”说着说着，还进出了几滴眼泪。
    在儿子提问的同时，我的脑海中也不住地闪现着刚才的情景。
是的，我看到的也不是游戏，而是一桩天天发生在每个家庭的故事。
    猴子靠着主人提供食物而生存——孩子靠着大人的爱而生存。
    猴子每天学习着如何让主人满意——孩子每天学习着如何令大人满意。
    主人用铁链操纵着猴子——大人用爱控制着孩子。
    目的不都一致吗：如何让猴子(孩子)在外界赢得更多的掌声？
    我知道，那只猴子的本能会随着这一次次的皮肉之苦而渐渐淡化，孩子呢？
他们的本能也会随着家长们一次次的打骂而消磨。
而有朝一日，当孩子再也受不了这种羞辱和痛苦，奋起抗争的时候，也像那只猴子一样扑到主人身上
反击，那么后果肯定是一样的！
因为主人手里有皮鞭，大人手里有资源——反正你离开我根本活不了，所以我可以任意要求你(做那些
我要求你做的事)、打骂你。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只猴子的奋起抵抗。
那时，它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它甚至要承受抵抗后所要遭受的严重的后果，而孩子呢？
当他们每一次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自己的无助与需求时，跟大人说“打人犯法”时，是不是也
跟这只猴子一样？
    是的，他们鼓足了全部的勇气为自己辩解、抗争，然而后果一定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因为他们太小、太弱，根本无法跟远远超过他们级别的大人对抗，于是，他们只能采取一种选择：忍
耐！
像那只猴子一样把这个苦果生吞下去，并让自己成为充满仇恨的猛兽。
    曾经采访过一位因抢劫杀人而入狱的少年犯，看到他时，他的手脚都被铁链拴着，问话时，他头也
不抬。
狱警说，就算父母来看他，他都不会理睬。
我问他为什么不理父母，他半晌无语，于是我用半催眠的方式跟他拉起家常，询问他家里的情况。
他开始只是默默点头，然后缓缓地说：“⋯⋯我爸总把我往死里打，我妈也不想要我了，如果我跑不
出去，很可能会被他们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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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正是因为他感受到被父母的抛弃，才会到社会上寻求安全感，让外界为他的生存负责。
然而，父母又在用打骂惩罚他，于是他也会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抢劫杀人来对待别人。
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此言不虚！
    我知道，过去，父母用一根无形的铁链拴着他打，这根铁链的名字叫“你要依靠我们生存”，现在
，他终于为自己拴上了一根有形的铁链，用以证明父母的判断和行为——我是没人要的，我是个坏孩
子，我该死’！
    如今，他完全失去了自由，正如他在家里一样，被剥夺了一切人身权利。
其实这早就在家里安排、导演好了。
心理学上不是有一条定论吗？
“一个人的人生大纲，早在6岁前就已经写完了，后来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操作这个大纲，并验证其
正确性。
”    那些看着猴子打人而鼓掌的孩子们，那时的他们，谁会有犯罪的企图，谁会认为“打是疼，骂是
爱”？
相反，他们都是那么可爱、干净！
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同情心，看到猴子挨打时都会伤心，他们都感到了猴子的无奈与痛苦，可他们有几
个不像那只猴子呢？
    本书当然不是在讲猴子，却没有一个故事与猴子的经历无关，那么不妨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
，先当一名旁观者，审视一下自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为孩子的将来缔造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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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涵的这本《童年的心态决定成长的高度》从心理学、禅修的角度解析孩子心态形成的环境影响及其
后果，进而给读者家长教、养孩子的启示。
本书重点讲述家长应该如何了解孩子，与孩子沟通。
家长的爱应该是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去感知孩子的感受，找孩子的本性，不伤害孩子身心的爱。
全书通过大量的真实案例从心理学、教育学、禅学的角度诠释这种全新的家教理念。
倡导家长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去感知另一个自己——孩子，找本性。
只要认识了彼此，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童年的心态决定成长的高度》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与想法，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都有着
很大的启发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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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心理学博士、资深心理咨询师、潜能开发、个人成长的高级培训师，强调心为万病之源，讲求身、心
、灵的统一。
著有《倒空你的杯子——正视负面，活出真我》《掌上菩提——禅的智慧》《易理乾坤——易经的智
慧》《禅是一盏心灯》《拯救心灵——从幼时经历看后天成长》《我的孩子怎么了——家庭心理剧》
主张：心理分析强调预防为主咨询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亲子教育重在提升家长孩子健康缘于家庭和睦观
点：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心情愉快——这些祝愿都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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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亲子教育的困惑    有人用“防不胜防”来形容亲子教育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你不知道现在
的哪一件事会对孩子的将来产生影响，既迷惑，又无所适从。
更进一步说，许多父母并不具备教育孩子的能力，面对下一代时，其实心里没数，可事实又是“非把
孩子养育成人不可”，因此一拍脑袋——只能靠着“自己被养大的经验”来教育下一代了。
    其实这些经验很值得商榷，或者说大部分都不再适用。
道理也很简单：现在不是过去，环境变了，经验自然也靠不住了。
否则，孩子只是适应了家长过去的经验，又怎么去适应当下的环境呢？
再者说，孩子一般都不大能够听懂家长讲的大道理，比如什么“好好念书才能成才”，“考上好大学
只为争口气”，“我们当年的条件都不好”，“爸爸、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这些都出自家
长本身的体会和想法，严格说来，与下一代无关，孩子也不具备这么高深的接受能力，试想，一个从
未到社会历练过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考取功名的实在意义呢？
一个没有受过歧视的人，又为什么会产生那种“非翻身不可”“为自己争口气”的动力和需求呢？
    ·得童心者得教育    陪伴孩子一起成长，是需要家长切换到孩子的思维状态中，那时的家长，才有
可能与孩子平等对话，才能够真正“调控”孩子的状态，引导孩子的行为与思维。
而如果只是一味地站在大人的立场，那么即便你花尽了心思，费尽了口舌去言传身教，也很难达到你
所希望的结果。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当你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特别希望领导或亲友接受并配合实施时，却
有可能得到不被理解或事与愿违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初衷与结果之间缺少一个东西——方法。
    是的，被人理解和采纳需要方法，这个方法是针对着对方的需求而提供的，而不是只按照自己的需
求而呈现。
想法要切合实际，做法要符合对方的利益。
比如一个老板的利益，可能是业绩或权利；一个长辈的利益，可能是自尊心和安全感；一个男人的利
益，可能是面子；一个女人的利益，可能是被呵护；一位母亲的利益，可能是老公或儿子；一个青年
的利益，可能是成就感；一个少年的利益，可能是帅气和人缘；那么一个小孩子的利益，极有可能是
玩具和童话故事⋯⋯    当你得知对方的需求(利益)之后，再把自己的想法与这些利益结合起来表达，
才是最佳方法，才有可能被对方接受，如果只谈自己的需求而不顾对方的利益，那么就算你的愿望再
好，初衷再善，也极有可能遭到冷遇，包括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许多家长在周末都会把孩子送到特长班，抓紧每一个空闲时间为孩子补习英语
、数学、美术、体育、舞蹈、围棋、朗诵或手工⋯⋯这些特长班就像是一个个制造童星的加工厂，星
罗棋布地散布在城区的各个角落，但就算它们再偏、再远，就算它们隐藏在某小区、胡同，乃至楼上
、地下室等最深处，那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父母们也会以挖地三尺的精神把它们找出来，所谓“
酒香不怕巷子深”。
你如果有幸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找到教室，并与接待员交谈、向老师请教时，就能够体会什么叫“可
怜天下父母心”了。
    我就经常见到这样的父母，同时也看见过形形色色的孩子，有些女儿被母亲拉扯着步人钢琴城的电
梯，有些儿子被母亲推搡着走进“奥数”教室⋯⋯据统计，心甘情愿来特长班的孩子不到10％，绝大
多数孩子是被强迫来的。
但这个数据和说法显然在绝大多数家长那里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他们都会统一口径，不约而
同地说：“孩子懂什么，现在不努力，将来跟不上就晚了。
”或者说：“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没机会发展，现在他们条件这么好，不学多可惜！
”    前者是迫于环境，后者是迫于条件。
总之，家长们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解，他们甚至认为这没什么好辩解的，不上特长班
反而是件很反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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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教育机构、亲子乐园、艺术中心大行其道、大发横财的原因。
    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广大家长不顾一切地在孩子身上投资，并实施着竞争方案。
一方面，他们相互攀比，就算是兄弟姐妹一见面，主要话题也是你的孩子考得如何，我的孩子得了多
少分，母亲们在小区里交谈，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哪个特长班更好、更能在“小升初”的过程中发挥
出“推优”的效果。
另一方面，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模式，好听点儿叫理想，那是他们对孩子的期望，这期望来自他们自己
的观念，与孩子的想法无关。
    然而，当他们将这种期望付诸行动时，便与孩子有关了，具体来说，就是当他们把孩子当作产品，
在上述加工厂加工定做时，孩子就会成为父母理想的实现者或责任人。
    ·特长班    有一次我问一位母亲：“你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    她看了看在舞蹈教室内正在压腿的、可能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然后说：“当然希望她好了，
听说舞蹈可以塑造体形、陶冶情操，从小培养效果更好。
我不指望她将来一定成为名人，只要她开心、健康、快乐、美丽就好了。
”    周围几位家长被这位年轻母亲的话感动了，他们深有同感地透过窗户，慈爱地凝望着自己的女儿
——那些因疼痛而龇牙咧嘴、欲哭无泪、痛苦不堪的小姑娘。
    “现在她们可能暂时感到痛苦，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将来她们会理解大人的。
”许多父母如是说。
    好的，现在不懂事的孩子必须为他们的将来负责，这是家长的理论。
但这种说法真的成立吗？
到底是孩子在为自己负责，还是在为家长心中的那个愿望负责？
    若按照孩子的理论，母亲的这番话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
因为母亲希望她们开心、快乐，然而她们在特长班里根本没有体会到快乐，倒是与之相反的感受。
可当母亲要求她们非坚持不可时，她们会怎样？
    她们会以此为“乐”！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的痛苦就是快乐。
”    这显然是个自相矛盾的决断，可没办法，为了生存，就必须取悦母亲，因为母亲开心，自己才能
得以安全地成长。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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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一段时间到北京广播电台的《教育面对面》节目说到有关肖传国雇人报复方舟子的事，后来我们把
话题扯到了报复心理，说白了，就是无法面对失败和挫折。
    这让我联想起多年以来人们，特别是家长和老师们总挂在嘴边的“挫折教育”。
听上去，那是针对孩子的，可为什么强调了这么多年，仍然有那么多的人在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时
，仍然无法承担(负面)呢？
    有的父亲说，应该让儿子受一受自己当年的苦，应该把孩子送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一下，或者索性让
孩子离家一段时间⋯⋯似乎这种所谓的苦，就是挫折教育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所谓的挫折教育，倒像是在有意无意地破坏孩子的人格，让他们过早地对爱
失去信心。
试想，一旦他们将来再遇到分离之事，无论是在社会或是在家庭，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势必会形成条件
反射(分离焦虑)，让他们力不从心或烦恼不堪。
那么，他们或许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挽留、去拯救那名存实亡的婚姻或职业。
    其实我们在一些国外电影里，不难看出那些主人公在面对挫折时的态度——即使遇到不利的局面时
，仍然百折不挠地坚持着，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比如十几年前，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上海人同时在上海炒股，不久后他们都赔了本。
上海人的妻子无论怎样安慰他，他仍然站在楼顶想自杀；美国人的女友因男友的赔本而甩了他。
可财色兼失的美国人，却去救那个想自杀的上海人。
他说：“该自杀的应该是我，你至少还有爱你的女人⋯⋯”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绝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美国人坚强，不是说中国人素质比美国人低。
专业人士认为：“那是因为中国的挫折教育的确不同于美国。
”    我家周围住着许多刚上小学的孩子。
有一个小男生回家时带着期末考卷，他的语文得了87分。
听到儿子的汇报后，家长不干了，劈头盖脸就是～顿打骂，那张考卷，便成了这皮肉之苦及心灵羞辱
的根据。
    而隔壁的一个同班女生得了100分，两对父母都对她大加赞许，那种态度反差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两个孩子同时得出结论：“家长只接受高分，不接受低分”——进而：“父母只爱成功的我，
不爱失败的我”——再进一步：“我只能接受表现好的、对自己有利的和成功的自己，不能接受失败
的、负面的自己。
”    这就是所谓的“有条件的爱”，老实说，这的确不该发生在父母身上，因为它的后果是可十白的
。
将来，再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心中的那根鞭子”会再一次抽打自己。
这，就是自卑、自贬，自责，自虐或自杀的根源！
    同在美国，一个男孩子刚上学就只拿了个及格分，母亲在做晚餐时听儿子的汇报，父亲在看报，也
只是哼了一声。
当儿子把考卷放到桌上时，父母一齐来看，父亲说：“看，儿子会考试了，当年你老爸连名字都差点
儿忘了怎么写，手直打哆嗦⋯⋯”然后就是哈哈大笑。
母亲看了看卷子，摸着儿子的头，“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能超过你的对手。
好了，赶紧洗手吃饭，今天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火腿三明治⋯⋯”    这个男孩子得到的，是父母无
条件的爱，进一步来说就是：面对不利时，父母的爱还在身上，所以他一生都有活力，也不觉得困境
是挫折，只是一种经历。
所以长大后，即使在大萧条时贫困潦倒，即使自己的作品3次被淘汰，他还是在与老鼠共进晚餐(在地
下室吃面包时，面包渣被老鼠抢食)时，激发出灵感，创作出世界第一动画明星：米老鼠。
而他，就是伟大的迪斯尼先生。
    有人说，他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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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迪斯尼先生却说，不知道什么叫放弃或不放弃。
他没有攥紧拳头大喊，也没有回忆起组织的教导，他什么都没想，因为那个无条件的爱始终在他身上
，成为他的潜意识。
就算生活不如意，就算穷得只能与老鼠共餐，他也照样自得其乐，就像父母一直陪伴在身边。
    中国自古以来就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就算别人不在意，自己也会非常看重“祖先的态度”
，所谓的“光宗耀祖”。
所以只接受成功的，不接纳失败的。
以致有些人会发展出偏执倾向：一旦失败，或有对立面，就会抓狂，就会不可理喻。
甚至为了报复而反咬对手、触犯法律。
    据了解，许多美国明星，包括总统，都是在骂声中成长且壮大的。
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抗击打能力(承压能力)有多强，其实他们的本性与我们一样。
只不过，他们的父母接纳他们、无条件地爱他们，不管他们小时候考了多少分、犯了什么错误，父母
都不会因面子受损而破坏他们的人格。
    这的确是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日本人历来不接受失败，所以他们会发展出那么暴虐的性格，极端时甚至会剖腹自杀。
老实讲，是谁把他们杀死的，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足以让一个人自残生命？
如果说有，那么只有一种：就是父母，特别是母亲！
    所以，一个孩子将来是否成功、是否能够容纳失败、是否具备顽强的意志，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中，
而在他们的父母(教育)那里，是他们的文化和传统意识决定着孩子的将来。
    因此，所谓挫折教育，就是当孩子感觉不如别人时，父母要给的不是贬低和对比(拿别的孩子与自己
的孩子作比较)，而更要无条件地陪伴在他们身边。
这时甚至连一句教导的话都不要乱讲，只是坦然地接受。
还是做孩子爱吃的东西，还是跟孩子开玩笑，一切没有什么改变。
进而，当孩子感到安全时，再与孩子分享父母当年(与孩子同龄时)的经历。
或者讲一个故事，或者说：“下次如果你超过自己(或别人)，那就更好了。
”这旨在告诉孩子：“就算你通过努力没有达到目的，我们仍会一如既往地爱你”。
    如此，孩子记住的是爱，这个爱是真功夫，是陪伴一生的东西，也就是EQ的基石。
而那个成绩，就算没高上去，也不会伤害到身心。
    即：一切没有因这一张小小的考卷而改变，只不过，父母相信你。
孩子从中学到的，就是自信。
    萧伯纳说：“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自信就是自我接纳，一个孩子不会自我接纳时，只能从父母对自己的态度中汲取，也就是说，当父
母无条件接纳他时，他也会这样接纳自己。
这是自爱与自尊，它就是自信的基础，具有自信的人，一定自立和自强。
    我们这个世界，一向不缺乏逆境，不缺少挫折。
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主动给孩子创造挫折，那无异于给孩子穿小鞋。
真正的挫折教育，是引导孩子在面对挫折时的心态。
这个心态就是：接纳那个力不从心的自己，接纳那个不足的自己。
认可他并关爱他，不是谴责他、排斥他。
这样，这个弱小的自己就会成为自己的同盟(自我完整)，而不是成为自己的内耗。
    其实，孩子好不好，不在成绩，也不在学校，而在于家庭的影响。
无数的事实证明，有些成绩很好的高等人才，照样会因家庭和事业的挫折而一蹶不振，他们会被生活
中的逆境轻而易举地击倒。
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比当年那些成绩不如他们的老同学过得更糟。
反过来，有些成绩并不太高，在学校表现并不太好，甚至在高考时还落过榜的人，通过后天的努力，
后来的生活倒是充满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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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导这种转化的，就是情商，也就是自我接纳(这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他们的心里有一个信条：与其被人称作完美，倒不如接纳自我的完整。
    完美主义就是只接受阳光面的自己，不接受阴面(负面)的自己；完整，则是对自己的全部接纳。
    比如李小龙，在频频被对手击倒后，默默地捂住伤口，琢磨着刚才对手的出招——这就是向生活学
习，而不会因自卑就放弃。
    然而在生活中，许多父母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态度对孩子的影响。
比如在一个小区里，有一个男孩子在帮妈妈抱西瓜时开门。
一不小心，西瓜掉在地上，摔破了，顿时招来妈妈一顿谩骂。
好了，之后，大家经常会看见一个小男孩跟在妈妈身后，妈妈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儿子就是不帮着拿
。
    妈妈仍然在抱怨、责骂着儿子，说他不知道分担大人，不懂事，养他没用⋯⋯她不知道，儿子会记
取母亲所有的“诅咒”，使之成为自己的人格数据。
长大后，他极有可能继续按照这些“负面程序”运行，可他忘了，他也曾经想尽力帮母亲分担，但他
得到的是什么？
当他因力不从心打碎了～个西瓜时，母亲当下的任性，当下的只接受成功、不接受失败，这一切情绪
的表达，都在告诉儿子什么？
    因此，一个孩子长大成人，所形成的一切好和与不好的性格和习惯，绝大部分拜父母所赐。
只要父母按自己的不良习气发作，孩子当下就会受伤，然后会内化、形成负面人格特质。
    不要小视一个眼神或一个触摸，每次与孩子互动时，都把你那无条件的爱全部贯穿进去。
这个爱不是溺爱，而是知道因果之爱——现在的一个举动，一句话，一种关系，孩子都会在以后复制
出来，包括家庭关系不良和家庭暴力。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因果论是亲子教育的核心。
科学的挫折教育，就是当孩子摔倒(无论是学走路，或是成绩不好，或是犯错误，或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时，不是把他扶起，也不是否定、指责，而是妈妈鼓励缈她自己站起来(母亲的认可会让儿子将
来选择一个贤妻，会让女儿成为一个贤妻)，爸爸微笑地陪伴在他/她身边(爸爸的微笑与陪伴会让一个
儿子成为一个稳重成熟的男人，会让女儿选择一个成熟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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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用禅意的心境，亲子教育心理学的知识，“读懂”孩子。
    励志大师刘墉倾情作序推荐！
    游涵的这本《童年的心态决定成长的高度》主要向你解析孩子心态形成的环境影响及其后果，进而
给读者家长教、养孩子的启示。
本书重点讲述家长应该如何了解孩子，与孩子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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