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览
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 责编：王艳华19 OLAN人物 B

恼时用报纸打儿子屁股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
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
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
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
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
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让儿子“完全的解
放”。据周海婴所著 《鲁迅与我七十年》 介绍，
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
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
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
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恼了就用报纸打他屁
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
声音虽然响，却不疼的。”足以显示出父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
《大公报》 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
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
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
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
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
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
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
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
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
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
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 《梁启超家
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
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
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
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
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
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
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 年，
他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
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
便是第一等人物。”

平时不亲热，只知责怪

1908 年 9 月，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
学，他发表了《论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强
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
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
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出身
官宦之家，仅读了几年私塾，她酷爱打牌，对于
孩子管教方面投入精力较少，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
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
疑。1929 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
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他在信中写
道：“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
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
时，胡祖望刚刚十岁。晚年，胡适对秘书说：

“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
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
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
好的。”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
“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
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
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名人是怎样做父亲的
鲁迅用报纸打儿子屁股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本周日就是2016年的
父亲节了。这一节日的确
立，以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希
望在父亲和子女之间建立更
为亲密的关系，“并且使父亲
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
任”。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
认的父亲节的节日之花，佩
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
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对逝去
的父亲们表示悼念。

不过，节日本身只是某
种仪式，或许并没有那么重
要。在节日之外，“怎样做父
亲”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
题，值得每一个人去体悟。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
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
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鲁
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
亲》一文中如是写道。

除了鲁迅，还有钱基博、
梁启超、梁漱溟、胡适、丰子
恺等，他们在做父亲方面都
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父
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鲜
为人知的一面。

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杨朝婴、儿
子杨子耘观看外公画画（摄于1963年）

做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著名作家钱钟书
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
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
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就很喜欢读书，因而喜出
望外，为其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
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
他玩得很开心。1920 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
博直接教育。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
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此后，钱钟书才真正
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 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
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
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
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
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
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
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
适之、徐志摩。”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
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
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1918 年 11 月 7 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
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任北京大学讲
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
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
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
走。梁漱溟育有梁培宽、梁培恕两子，对于他们给
予很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
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
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
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
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
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
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
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
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
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在

《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
本身的教育”。

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
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
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
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
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
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

“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

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
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
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
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
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
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 年，他步入
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

“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
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更无供
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
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
非义务。”

据《西安晚报》

鲁迅与周海婴（摄于1930年）

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
思忠、长女梁思顺（摄于东京）

胡适全家,胡适（右一）、江冬秀、长子
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

钱基博与钱钟书

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
恕（摄于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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