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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严梅福

科学心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争论：构造学派的创

立者铁钦纳坚定地认为，心理学既不管治疗精神病，也不管改造社会

和个人。应该是一门纯科学；而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

代表们则断然反对，同样坚定地认为，心理学应当为社

会、为生活服务。这一主张已经成为了今日心理学的

共识。各流派都认为，心理学不仅要治病，还要为稳定

社会和教育人服务，因此就有了人们所熟知的发展心

理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咨询心理学……

《把孩子紧握的拳头松开》这本书应该主要是属于

教育心理学范畴的通俗读物。关于教育，原苏联作家

高尔基曾对之不无感慨地说过：带孩子谁都能，那是连

老母鸡都会的事，但是，教育孩子是一门艺术。事情确

如所言。当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为孩子不听话，不好好

学习，走邪路，遁歪门的万般无奈和看到另一些父母在

为自己的孩子能尊敬师长，体谅父母，团结同学，品学
严教授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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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优地一帆风顺成长而无比欣慰与自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教育孩子

成人成材岂止是一门艺术，而且还应当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是一门穷

毕生精力也只能得其一隅的学问。为试水这门学问，我曾要求一些取

得了国家执业资格证的心理咨询师每人收集一个不走弯路，顺利成人

成材的孩子的案例，我好将其汇集成册出版。我认为它的社会效益一

定会比那些写如何让一些不务正学，行将荒废而最后改邪归正终于上

了北大、清华及至耶鲁、哈佛的孩子要好得多。因为心理学更提倡的

是“无过错教育（成长）”，而这又是因为心理学已经从实践和理论上证

明改正一个错误行为远比建立一个新行为困难。所以，对于万千个家

长来说，更应当知道的是如何让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顺利地（无过错

地）成长。遗憾的是，至今他们都未能完成我之所托。今日捧读苏老

师这本书稿，觉得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遂了我的心愿。

第一，这是一本将心理学、教育学运用于教育实际的现实性与可

读性都很强的书，它没有大量搬用深奥难懂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

论，但却用深邃的情感和无限的爱心对这些原理作了诠释。它能在很

大程度上让读者领悟到教育的玄机，感受到当老师、做父母的真谛。

第二，书中点滴内容，都是作者二十余载执教幼儿的真实故事和

感受。字字句句都是作者蘸着自己的感情写的，情感真挚，体验深刻，

简朴的叙述不仅使那颗爱孩子的心跃然纸上，而且读后能引起深思和

共鸣。

第三，这本书对老师，特别是对幼儿和小学、中学老师以及广大家

长在如何帮助孩子顺利成长上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书中的案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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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被借用，即使不能直接借用，也可以触类旁通，让读者悟出一些育

儿教子的道理来，对于那些正在为教育孩子苦恼和茫然的老师和家长

来说，此书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参考书。

没有缺点、不足的书是难找的，但这本书的优点和有益之处已经

使其缺点和不足无足轻重。读后写下这些逻辑性不强的言语，权以为

序。

2010.1.10

（严梅福教授是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博士生导师，我国心理学界

泰斗，从事心理学研究近半个世纪。现任湖北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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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照心灵的阳光（序二）

张 琼

梳子在我所居住的小小山城里真算得上一个了不得的女人，她不

知不觉中展露出让公众惊喜的一面，就像一种沉静内向的花束，不露

声色地孕育着蓓蕾，总在嫣然绽放的瞬间夺人眼目。就在她用女性特

有的细腻文笔整出一部散文集《你就像个孩子似的》，震颤过我们的阅

读神经之后不久，又向我们打理出一部心理教育学的通俗读物——

《把孩子紧握的拳头松开》，无论是对于梳子的才情抑或是对于梳子的

勤奋，我们都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

梳子原本就是从事幼儿教育的，少女时代在省城就读幼儿师范学

校时，就系统地研读过儿童心理学。毕业后她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在幼

儿教育的舞台上摸爬滚打，乃是在不断地走着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道路。虽说后来梳子离开了教育，离开了三尺讲台，但是，她却成了

一位从教育走向广电传媒文化的“两栖”知识分子，面对青少年教育中

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她所从事的辅导与疏通工作却从来也没有停止

过。所以说，尝试着写一部关于幼儿心理探微和青少年心理教育方面

的通俗读物，梳子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当然，拥有跟梳子一般

4



序

类似人生经历的并不只此一家，但是只有梳子在一种长时间的职业生

涯中纠结和参悟了那么多的理性思考，只有梳子把这些零零总总的思

索过程汇聚成了一个大部头，把自己关于心理疏浚和心灵救助的个体

经验上升到一种面向社会大众层面的通俗文化，她想要告诉大家的心

语，浓缩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梳子似的心理辅导经验是可资借鉴、可

供参考、可以扩展和活用的。

21世纪是一个让全球公民面临更大生存压力和精神负荷的时代，

每一个人活得其实都挺不容易，你想要活得比别人更加精彩，就必须

承受比别人多得多的重载，残酷的生存竞争法则，没法不让人产生这

样或那样的心理不适和心理疾患。在我的周围，就有过不少这方面的

例子，很多人因为遭遇各类麻烦和挫折，因为他们自己不太顺溜的个

体生存轨迹，许许多多长时间以来郁积于心凝结成的块垒没能够及时

得到消融、化解和清理，最终导致严重的心理病变，形成心理障碍，变

得不可理喻，变得歇斯底里，变得行为失常。和我一起上班的同事中，

包括我本人在内，至少有三位在说起自己的母亲时，都不约而同地为

自己母亲变得越来越蛮不讲理而苦恼不已，大家在一起闲扯到各自的

母亲那些一反常态、乖张怪异、难以伺候的诸多细节，不免感叹唏嘘：

为什么母亲竟会变得这样呢？同事们全都显出一脸的茫然，一脸的无

奈，一肚子的苦水。不能够把这些后果一股脑儿算在更年期综合症的

账上吧，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人群正面临着更多的心理十字路口，正

在遭遇着更多也更为复杂的心理胁迫。

老年群体中有着心理疾患的人是越来越多，青少年人群中心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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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健康的人，即使不用统计数据来佐证，也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独身子

女的批量涌现和打工经济的飞速发展，心理有一定障碍孩子的数量每

年差不多都是在呈几何倍数上升的。就在我家乡的两所中小学校，前

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发生过两起由同学手机被盗引发出的人

命案。起先是有人怀疑被盗者是某人某人，而这两个不幸遭到怀疑的

孩子都因为心理上无法面对老师、同学、家长和社会，最终都选择了轻

生，一个坠楼而死，一个上吊自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无论这两个

孩子是不是手机行窃者，他们都是不应该选择这条道路的，因为正常

健康的心理观念总是会保持着这样的一份平和与达观：假若真是自己

拿了人家的手机，那就是犯了一个严重的人生错误，不过，对于家境相

对贫困的孩子来说，因为羡慕别人的手机一时鬼迷心窍，悄悄拿了它

也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勇于改正，坚决地抛弃这个错误，你还

是一个好孩子；假若自己确确实实是受到冤枉的，也要相信学校老师

的理智和清醒，他们一定会通过真相调查还无辜者一个清白的，就算

是蒙冤受辱、一时之间难以昭雪呗，也要能够勇敢地对自己说上一句

“心底无私天地宽”呀。至于成年人群中，因为心理原因，出现人际交

往障碍或者表现出不合群、不适众的心理毛病或人格缺陷的，也是屡

见不鲜，这里恕不一一赘述。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普通民众是多么切盼一些关于心理矫

正和救治的通俗读物出炉啊。政治家们不是常常念叨着要构建一个

高度和谐的理想社会吗？人们在解释汉学词语“和谐”的象形和指事

意义时，总是喜欢不无机趣地说，你看你看，所谓的和谐，不就是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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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成员人人都有禾苗种，人人都有一口饭吃，人人都有话语权

吗？照我看来，光有饭吃，光有表达权，还不一定就能够达成完美的和

谐，真正的和谐还需要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一片烛照心灵的阳光。正

所谓“内心和谐是金”。心理学研究大家们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科研价值。可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专家的学术论著又多少会显

出几分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来。反而是梳子《把孩子紧握的拳头松

开》这样的通俗读物，更容易受到世俗读者的青睐，因为它更具有世俗

生活中呛人鼻息的人间烟火味儿，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连缀组合

而成的“珍珠项链”，冷不丁其中的任何一个实例就与某位读者最近生

活区中所遭遇的心理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哩。如此一来，梳子提供的

心理疏导范例就具备了基于某种操作层面上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有了

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还是打个比方说吧，梳子提供的医学著作，

不是属于理论医学范畴的，而主要是针对一个个心理病人活体的临床

医学；梳子并没有积累和创造更多的心理学理论，但是，梳子却把许多

心理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心理教育引导的社会实践上来，并且获得

了很大实效，梳子在理论与实践两座耸起的山梁中找到了一座座美丽

而坚固的桥梁。

要解决当今社会公众群体所面临的大面积心理危机问题，就必须

从婴幼儿、从青少年学生的心理救治抓起，从防范和矫治他们的不良

心理趋势抓起。一代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耐受品质将直接影响

到一个民族未来人群的心理素质，甚至影响到这个民族未来主流群体

的兴衰成败。最让家长们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往往就是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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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孩子出现的对抗心理、叛逆心理。所以，我说梳子的这本通俗读物

就像一缕缕穿透心灵的阳光，比如她帮助一不小心陷入早恋泥淖的女

孩儿走出困境，她为沉湎于网吧小男孩的父母支招，许多忠告都是语

重心长、爱意深切的，表现出宽厚的人文情怀，有着良好的心理疗治实

效。面对自己孩子身上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我们的家长总会从对这

本读物的审视中，打开一扇窗户，搜求到一缕洞开自己心灵小屋的阳

光。我们站在讲台内外，对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负有引导责任的老师

们，只要开卷阅读，总能够从这本书里有所获益，有所启迪，有所心得。

那还犹豫什么呢？就从阅读这本书开始，就从解悟梳子文字的密

码里，捧出我们心底里一缕缕美丽的阳光，去照耀我们孩子天空里不

幸感染的阴霾，去医治生活的车辙碾过之后，在他们心灵的属地上遗

留下来的大片暗伤，让我们的孩子一个个身体棒棒，心灵坦荡，让他们

轻轻地释怀，放下所有不必要的戒备和提防，清扫掉心灵窗台上所有

的灰垢与蒙尘，不再小心翼翼，不再战战兢兢，不再诚惶诚恐，让他们

握紧的拳头在无忧无虑的情绪状态下悄然地松开！

（张琼，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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