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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总结育儿“避坑术”

《母子之间》分为“每一个孩子都值

得期待”“成为妈妈的自我修养”“学习

这样搞，孩子更有料”“打败成才路上的

小怪兽”“雏鹰飞翔计划”五个部分。其

中“雏鹰飞翔计划”包括独立从关掉聚

光灯开始，不可或缺的安全教育课，智

商、情商、财商都在线，自律的孩子通向

美好，青春期的早恋与小欢喜，体面地

退出孩子的世界等话题。

陈云靖说，书中有她18年来踩过

的坑和总结的“避坑术”；有她在教育中

遇到的坎和苦思冥想出来的“跨坎计”；

有她因自以为是走过的弯路，以及端正

态度后，精心绘制的“导航图”；有她博

采众长、绞尽脑汁铺设的“爱子堡垒”。

“从儿子端端出生时起，我就养成

了写育儿手记的习惯，从儿子一天一天

地变化写起，到他上幼儿园的表现、学

钢琴的进度，再到每一次参加活动、比

赛、影视剧拍摄，我都详细地记录下来，

有过程、有观察、有理解和感悟。而三

十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也让我看清了教

育的内涵和远景，练就了极大的耐心，

掌握了和不同性格、脾气的孩子沟通的

能力。家长和学生们遇到问题，都愿

意与我交流，寻求帮助。18年的为母之

路，让我和端端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

在成功和失败中一起成长，一起积累经

验，在不断思考中参悟人生道理。可以

说我们母子相互成就了对方。”

样本丰富具有启迪性

在成都的新书分享会上，陈云靖向

到场家长分享了其独创的艺术育儿五

阶段，即幼儿阶段要做孩子最好的玩

伴，小学阶段做孩子的观察者，初中阶

段引导孩子做自己的观察者，高中阶段

父母就要做孩子最忠实的粉丝。成年

后的孩子，父母就是他的“天使投资

人”。另外，关于如何让孩子有学习的

自驱力，怎样成为老师的合作伙伴，如

何处理亲子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如何

教孩子正确对待和处理金钱，如何体面

地退出孩子的世界等关于育儿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陈云靖说：“现在家长们普

遍存在焦虑情绪，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

题，而且这种情绪会传染。第一个被传

染的就是孩子，即使你不说出来，焦虑

也会像感冒一样传染给孩子。”

作为《母子之间》的责编，汤梅在读

书会现场分享了作为编辑和头号读者，

初遇这本书稿的惊喜以及阅读后的收

获。在她看来，这本书稿吸引人的关键

在于样本的丰富性、案例的真实性、育

儿的启迪性。在这本书指导下，她在育

儿过程中也始终坚持《母子之间》传递

出的育儿三大法则：第一，和另一半组

成坚不可摧的“作战同盟”；第二，做好

陪伴者和观察者，挖掘出孩子的潜力；

第三，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做能和孩

子谈心的人。

听了陈云靖的分享，很多家长意识

到亲子关系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有读者表示，陈云靖的分享让自

己受益匪浅、刷新认知。一方面反思自

己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也

要重新认识自己孩子的特点，更加客观

地评价孩子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不足，

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陪伴孩子的成

长之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供图

新年伊始，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
人陈先发的最新长诗力作《了忽焉》在

《十月》杂志2024年第1期首发。《了忽
焉》以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室出土砖块
上的残留文字作为书写主题，主标题及
分节标题“了忽焉”“作苦心丸”“涧蝗所
中不得自废也”“欲得”“亟持枝”“沐疾”

“顷不相见”“勉力讽诵”，就取自其中八
块砖上的文字。

对千年前声音的回应式写作

诗人陈先发凝视这些断砖残瓦，仿

佛听到了历史传来的耳语，看到了一口

真气充沛激荡、凝而不散，徘徊于历史

和语言的边界。那些早已淹没在时间

长河中的无名无姓的窑工的内心密纹，

通过陈先发的书写，得以重新发声，接

通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再造。

近日，“历史的耳语——从陈先发

长诗新作《了忽焉》说起”分享会在北京

一家书店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

评论家李敬泽，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欧阳江河，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李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以及《了

忽焉》作者、诗人陈先发，在青年评论家杨

庆祥的主持下，以《了忽焉》为样本，共同

探讨了诗歌、历史、语言等诗学议题。

李敬泽说，东汉人与现代人存在不

同的生死观和时间观，东汉人生死相

通，时间无限延伸。汉砖的书写将文字

放置进了无尽时间之中，《了忽焉》是对

千年前声音的回应式写作，是两种不同

声音的碰撞。此外，他认为汉砖上的

“了忽焉”三个字，是东汉无名诗人对时

间和生命的感叹，是生命基底的直接流

露，是直白、朴素的汉诗动人之处。

欧阳江河从决定问题和匹配问题

两方面谈了对于《了忽焉》的理解。他

认为陈先发对《了忽焉》的写作决定，是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决定，是对一

生写作的交代，也是历史与现实塑造下

的综合行为。他认为诗人存在地域和

读者的匹配，陈先发在诗歌“江南”拥有

广泛的影响力，而诗人的读者，某种意

义上也反过来哺育、决定、影射诗人，对

诗人的写作形成互文性影响。

将诗歌带入了更开阔的场景

李舫认为所有文化的刻痕背后都

有工匠的操作技艺或技术，陈先发使用

诗歌的艺术，使用窑工对生死的解读，

带来自己对窑工生死之问的认知，带来

时空穿越的冲击力。她还认为，陈先发

抓住了大时代中的小细节，也就是窑工

刻在汉砖上的八组词。我们今天对汉

砖文字的解读或许失真，但陈先发使用

生死的切入点，成功将诗歌带入了更开

阔的场景之中。

敬文东认为与拥有“抒情传统”的

古代文学不同，现代汉语拥有更高的写

作难度。根源于西方的现代诗强调阐

释或者表达经验，逃避情感表达。而

《了忽焉》可以被视为独白和倾诉，被

“壬寅年”的气场笼罩，是一首忧世伤生

之作。它的写作，回归了中国传统汉语

的“心”，在发明新的现实，在回归伟大

的诗教传统。

陈先发谈到创作这首长诗背后的

心路。他透露，是曹操宗族墓的墓砖带

给了他写作长诗《了忽焉》的想法。墓

砖的文字蕴含着古人的体温和心跳。

当代诗人在面对历史的物化（墓砖）的

时候，需要展示出对历史的想象力，复

活历史现场，用诗歌将这种体温和心跳

给予艺术再现出来。此外，陈先发还提

到，博物馆中的墓砖和我们时代的现实

共同构成了“混合现实”，自己试图呈现

现实感受与历史物化间的对话关系。

此外，陈先发还分享他所体会到的长

诗写作难度，“一是对诗中空白的营

造，为作者和读者留下转身的空间。

二是长诗内部需要一种推进关系，推

动读者阅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十月》杂志供图

《母子之间》：
一位母亲为儿子制定“雏鹰飞翔”计划

如何培育良好的亲子关系，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是备受广大家长高度关注的话题。陈云靖是一位18岁男孩的母亲，她还是一位有30多年
教龄的优秀老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形成了自己的心得：学会欣赏孩子的与众不同，不断发现孩子的特长和优势，是在人生起跑线

上，妈妈送给孩子的一份大礼。一个好的玩伴对孩子的影响超过一位严肃的老师，艺术地养育孩子，才能养出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孩子。近日，陈
云靖的新书《母子之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陈云靖从山东入川，在成都举办了四场关于亲子共同成长的新书分享会。

陈先发长诗《了忽焉》艺术“再现”历史的体温和心跳

《了忽焉》发表在《十月》杂志今年
第1期。

陈先发

《母子之间》。

《母子之间》成都分享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