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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一度令我踏破铁鞋却芳踪难觅的作品。
对于在子女精神育成方面寄予厚望的普通父母以及在为父母和孩子提供心理咨询过程中遭遇困惑的咨
询师而言，这是一本文辞质直、善于铺陈而又娓娓道来的书。
此书的创作源于笔者作为一位母亲、一名儿童精神病学家以及教育学家的生活体验。
其受众包括临床医师及广大父母。
事实上，它是为所有心系年青一代福祉的人们而创作的。
本书主要解答如下问题：在心智成长的过程中，孩子如何使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日趋丰富充盈？
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父母在实现良好的育儿初衷的过程中通常会遭遇怎样的羁绊？
为此，我以儿童性格最终的成熟及父母在激发、支撑与完善这种性格方面的密切互动为切入点，糅合
了众多理论学派的精华，以期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种方法固然有别于通过管理技巧来剔除“消极行为”的做法。
不过，侧重于其一或其二的视角完全取决于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标。
笔者发现，无论是普通父母或是那些寻求治疗的家长，一旦确立了培育并完善孩子性格的目标，便会
饶有兴致地希望去理解孩子逐渐成形的性格。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与那些帮助不幸家庭的医师不谋而合，即通过汇集亲子性格中睿智与成熟的因素
，力求理解并攻克他们会遇到的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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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培养孩子的性格》为父母、儿童及决策者展示了亲子之爱如何成为孩子性格育成的摇篮。
本书通过寻常家庭中育儿案例所蕴含的经验智慧，以及对从襁褓至成人过程中儿童性格变化的深刻探
讨，阐释了孩子如何通过对父母之爱的认同而逐渐获得性格的成熟。
伊丽莎白·伯格博士，试图叩问成长之路上孩子行为的意义，并以此帮助父母在调节自身情感的基础
上为处于这一阶段的孩子提供支持。
大量丰富的家庭生活实例，辅以对青少年临床案例的专业解读成就了这部智性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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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伯格，医学博士。
作为一名经委员会认证的执业少年儿童精神病学家及知名的育儿专家，她始终服务于社区、医院及患
者的家庭，拥有30年为患儿及其家庭诊疗的丰富临床经验。
她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西北大学医学院，是美国知名的“濒危儿童委员会”会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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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性格权威传统美国梦中的父母形象是坚强、善良而且忠诚的。
影视剧中的日常生活里，他们在家庭里的领导地位是鲜明、亲切并且鼓舞人心的。
他们热爱生活，关爱彼此以及孩子。
这种朴素的付出使他们成为备受尊重的人。
他们为自己的辛勤工作感到自豪，并以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而感到快乐。
他们用自尊面对悲伤，既不会顾影自怜，也不会嫉妒他人。
这样一来，人们都想要成为他们这样的人，做他们所做的事。
这些理想化的完美的父母形象自会滋生一种天然的权威，从而造就出孩子性格中最好的部分。
父母也许并非才华横溢、足智多谋，他们也许不曾受过很好的教育，甚至他们或许压根就没想过自己
在孩子心中所能树立的权威。
然而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是显示出他们对于人生目标的不懈付出，以及对于人生信念的执著追求。
父母在亲子关系中所建立起的坚不可摧的权威，其实质在于信念两字，即对于人性本善的信念，对于
孩子成长的力量以及积极发展的信念，对于自己的智慧、独立、才干的信念。
这种权威正是当下许多父母所孜孜以求的。
如果想要了解什么力量会提升或耗损父母的权威，我们所需关注的就不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技巧，而
在于父母的整体精神境界及价值观。
父母性格中的这些特质赋予其权威形象以丰富的内涵。
在行使个人权威时，相对而言处于强势地位的父母们的目标何在？
最根本的目标，无须赘言，在于确保孩子的人身安全。
这一点显而易见。
生活中，我们常常目睹这样一幕，幼童即将为潜在的危险所侵噬，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他们总会
被父母一把抱起，从而远离性命之虞。
孩子刚刚能够自由活动时还太过年幼，不具判断力，父母在生活中的这种躯体与精神的双重权威便不
可或缺。
如果父母决定不让孩子在街上玩，他们就能杜绝这种危险的发生。
这一决定对于我们周遭这个危机四伏的大干世界完全是适用的。
明智的父母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比较自如，因为直觉告诉他们，要求孩子做某件事往往会招致孩子
的反抗，这会让一个渴望事事靠己的小孩怒不可遏。
于是，父母宁可去掌控局势而不是去控制孩子本身。
不过，父母在情势所迫时还是会毫不迟疑动用一己之力将孩子救离危险之境。
父母会阻止小孩引燃房间窗帘，或是在餐桌上朝着祖母掷叉子。
这也许能证明为人父母者的机敏和警觉，而并非单纯地表明他们只是比孩子强壮些。
不过在孩子年幼时，体力上的优势确实是支撑父母确保孩子平安无恙的因素。
在尝试其他手段未果时，大人会牵制住孩子，使他们脱离险境。
即便孩子已经长大，已经具备独立处理财务能力时，为了孩子自身的利益，父母仍会要求他们去做某
些事。
也许某天放学回家后孩子会对二年级的课程“受够了”，但他第二天还是得回学校上课。
此时如果碰上内心怀有不确定感的父母，他们往往会被孩子唬住，把孩子当成大人来对待。
关于教育价值的讨论随之便会连篇累牍，滔滔不绝。
而如果遇到一时语塞或是碰壁的父母，他们也许会为了自己的无助感而产生过激行为，大喊大叫。
真正聪明的父母会同情孩子的焦虑之情，温柔地安慰孩子，明天还很遥远呢。
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必须尊重现实规律，父母是以确保平安的名义这么做。
孩子要接种疫苗，要在晚饭前按时回家，要做很多诸如此类令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事，如果不是有人逼
他做，他定会拒绝。
然而，必须有人强迫他去做这些事，从而帮助他在生活中建立起健康有益的常规程序，并赋予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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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感与安全感。
富于同情心的父母努力在家庭中维持一套理性的组织秩序，因为对于种种可能性的未雨绸缪有助于增
强孩子的安全感。
孩子会发现，这些规则是用来帮助人们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生命的节奏以及父母生活方式带来的音符构成了父母关爱的本身。
比如，孩子在每晚固定的时间必须就寝，因为这样他们第二天才不至于昏昏沉沉。
孩子们太小不懂事，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必须接受父母的监督。
孩子对此的反应主要取决于父母做这件事的心情和精神状态。
对于严禁自己熬夜的父母和温柔地把自己按时抱到床上的父母，孩子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鉴于孩子尚年幼，依赖性很强，他们需要父母计划并监管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拿主意，帮他们谋福利
。
父母无需对自己是否有权强制孩子服从自己心存疑虑。
正如一个交通警察在道路拥挤时有权分流疏通主干道一样，对此完全没有商榷或辩解的必要，他必须
得这样做。
当然，父母迟早要通过自身的权威去帮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帮助他们逐渐继承父母的角色功能。
这有别于用父母权威确保孩子安全。
世间并不存在使人学会自我管理的强制性外力。
孩子必须发自内心想要这么做，同时得有人教他如何去做。
他们需要灵感与信息。
这构成了父母权威的第二个方面。
教会孩子自我管理也许是为人父母最大的挑战，必须做到宽容、自律，同时也需要精力和智慧。
这样就形成了专家式父母家庭氛围的自然法则和生活规律。
父母言传身教，苦口婆心地启发、塑造孩子。
这与其说是警察式的权威，倒不如说是睿智长者的权威。
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关于蝴蝶的专业问题要向人请教，你会咨询这方面的专家。
他不能“让”你解决问题，但也许他能帮助你，使你最终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
父母所提供的专家式的帮助是建立在成百上千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指点迷津，并非心血来潮偶然所得
。
而孩子所需要的专家，不是科学的、职业或技术上的，而是生活上的。
世界为何这样运转？
人们又为何这样处事？
碰到了瘪轮胎、流鼻血，或是死去的小鸟该怎么办？
孩子没完没了的“十万个为什么”象征着他们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想从父母身上获取智慧，也显示出
他们乐于掌握外部世界的运作规律，并希望学会控制自身以应对外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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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见解独到，极富洞察力，告诉人们如何引导孩子健康成长，鼓励他们成为具有自我发现能力、良
好公民意识及善于替人着想的人。
　　——鲁斯·F.莱克斯，哲学博士，《作为女性》的作者极为难能可贵⋯⋯这本书饱含育儿智慧，
对于专业人士、父母、教育者，以及所有关注儿童福祉的读者而言都是一本值得力荐的好书。
　　——《美国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学院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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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培养孩子的性格:将信义与正直植入孩子的心灵》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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