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析童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透析童年》

13位ISBN编号：9787511721591

出版时间：2014-6

作者：王树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透析童年》

内容概要

在生命开始的地方，看见孩子内在的丰盈，也看见我们自己的匮乏。
只有实现生命本质的真正连结，才能真正懂得孩子，也才能真正爱孩子。
父母只有进入自己的内在生命，重新经历自我生命和心灵的成长，才能以此来了解、伴随和支持孩子
的成长。
本书中，作者反复强调和展现的是，人拥有两个自我：一个是身体的自我，一个是精神的自我。每个
孩子的到来，都带着一颗精神的种子。这颗精神种子需要和身体一起成长，它所需要的养分，甚至超
过身体所需要的物质养分。因而，无论作为教育者，还是作为父母，都应该懂得：关注孩子的成长，
除了身体与认知发展以外，更需关注孩子心理与精神的发展，最终达成身、心、灵的合一成长！
而为了让孩子可以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能够以完整的人格状态幸福生活，家长所要做的，就是
重新了解自己，寻找生命中那些曾经丢弃的宝贵资源，并以此来了解、伴随和支持孩子的成长。与此
同时，也让自己走向真正成熟的生命状态。
●头脑中自以为正确的方式，让我们与孩子永远生活在两个频道中，难以通过心灵之爱与孩子产生内
在生命的连结，若想要进入孩子的内心，就需要先进入自己的内在生命。
●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他不仅是一个我们能够看到、触摸到的小身体。他的生命内部，同时带着宇
宙所赋予每个人灵性的能量和信息。他犹如一组密码，承载了一个生命成长的全部资源，这使得婴儿
的生命拥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性精神和具有创造力的生命特质。
●孩子在0至12岁，甚至到18岁时，父母、家庭和良好的教育环境，给予孩子的爱和安全感，犹如孩子
成长中的第二层皮肤——“心灵皮肤”，保护着孩子正常健康地依据自己的生命密码，来建构自己内
在的精神生命。
●成人们不知道，对于孩子来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内在资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独一
无二最好的自己。只是大多数时候，传统的教育方式，都成了孩子成为自己的障碍。
●儿童的到来，就是需要我们透过他们天使般的眼睛，重新去感受爱从其中流出。倾听，我们首先需
要让自己可以用心去正视对方，然后逐渐让爱在其中流淌。
●父母的心理状态是孩子心理成长的土壤。父母没有心理的自由不可能给孩子真正的自由，父母没有
安全感不可能给孩子真正的安全感。
●创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父母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孩子制造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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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童年》

作者简介

20年时间，是王树生命的一半历程，她却将之全部投入到新教育的事业之中。
1994年，王树已成为国内第一批接受体系化培训的蒙特梭利老师。1995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爱
和自由”学校，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学校的创立实属开创性的破冰之举。在前10年的实践中她发现
，存在于儿童身上的诸多问题，大多来自家庭环境和父母关系的投射，而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心
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因而，自2004年起，王树追随萨提亚、家庭系统排列、NLP、催眠等现代心理学
流派的国际顶级大师，深入学习，潜心感悟。教育和心理两大视角，使她能有进一步的洞察：儿童身
、心、灵发展的脉络如何；作为孩子成长的背景，父母的作用怎样发挥；孩子如何成为完整的自己，
而非父母生命的复制；教育者如何成为觉悟者⋯⋯时至今日，王树觉得，以自己生命的状态，和对生
命发展与教育之道的领悟，已可带领愿意成长的家长和自己在觉悟的道路上一同探索。
创办靛蓝纪教育机构、举办家长学校与夏令营、写作本书，对王树而言，都有着重新出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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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童年》

书籍目录

目录
第1版序言　打碎自己的童年　孙瑞雪
第1版自序　走向生命的成熟状态
第2版自序　这五年
引言　连结生命，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章
满足孩子的渴望，给孩子建立归属感
第一节　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我们的孩子！
第二节　探索生命，发现自己
第三节　对孩子说：“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
第二章
了解孩子的内在需求，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家
第一节　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我们的孩子！
第二节　连结滋养心灵的能量
第三节　对孩子说：“世界是安全的!”
第三章
放下你的期待,学会认同你的孩子！
第一节　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我们的孩子！
第二节　做自己的生命专家
第三节　对孩子说 ：“你真的很好！”
第四章
连结孩子的生命力，体验生命之爱！
第一节　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我们的孩子！
第二节　做自己的观察者
第三节　对孩子说：“我们爱你！”
第五章
尊重生命，让孩子成为自己！
第一节　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我们的孩子！
第二节　你是生命的舞者
第三节　孩子，你是完整的自己
第六章
两棵树的生命
第一节　孩子的世界
第二节　成人的世界
尾声　在经验中探索生命
附录　身、心、灵合一的成长体系
后记一　生命的连结
后记二　怀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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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童年》

精彩短评

1、同事推荐读的，感觉和孙瑞雪的“爱与自由”理念上一脉相承~  不过，深度上差了点。。。
2、这是一本很多人推荐的书，只可惜，我个人感觉一般。作者似乎想通过反例让人反思，却不知道
这种描述方式，让读者觉得压抑。我是越看越觉得不愉快。当然，这种不愉快不影响我对本书的认同
。书中太多关于我们错误的教育方式的描述和剖析，非常精彩和到位，指导性也很强，是一本值得去
阅读和思考的书。
3、没有期待中的金刚怒目，甚至没有菩萨低眉。有的只是文不对题，羊头狗肉。被《打碎自己的童
年》这一序言给忽悠了，原想乘势掏心掏肺一次的⋯⋯
4、再没有人像王叔那样，认识清楚孩子和大人的差别了。
5、被微博营销给忽悠了就买了，内容有点水，不太符合听上去很深刻的标题。无非是原生家庭的影
响和孩子的心理发育，然后拿冥想那一套身心灵的东西“升华”一下，顺便推荐作者自己开的幼儿园
。随便看看还行，治愈内心什么的还是算了，而且这书都再版了，居然还有文字语法硬伤，太不上心
。
6、观点并不新颖，已是自己平时所想的，但能总结起来，并找到出口且符合自己教育方面的观点。
7、这本书我一个小时不到便看完了⋯⋯干货较少，都是那些为人熟知的基础理论。个人觉得作者水
平不如武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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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童年》

精彩书评

1、童年，永远是自己心里那道坎。或许美好，或许邪恶。孙瑞雪告诉你，要“打碎自己的童年。”
肯.威尔伯在谈到“转化”这种人自我进化的过程时候说：转化，需要探索自我，深入观察自我，掐紧
自我的脖子，直到窒息而死。转化不是一种信仰，而还要信仰者死亡；不是诠释这个世界，而是要转
化这个世界；不是找到慰藉，而是要在死亡的彼岸找到永恒。《透析童年-探寻成人和孩子生命的内在
连接》是一本关于成人的书，透过孩子你去窥视我们如何变成大人，这是我的观点。只不过本书中，
一方面在发现儿童的成长，另外一个方面，他在了解儿童的哪些方面不顺，造成成人未来世界的哪些
不适当的障碍。编辑这样推荐本书：教育，从父母自己的心灵成长开始，一部帮助无数父母走出困境
的开创之作，引领父母与孩子协同成长。　　成长，不仅仅是对儿童而言，相信这个词汇将越来越多
地针对成人。当越来越多的成人，内在有了成长的愿望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这本书作为一个支持，使
他在打碎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发现曾经有人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将是一个安慰！关于作者
，我们看看她的经历就知道，其实是一个成人的大孩子，好朋友。1995 年：同孙瑞雪共同创办了中国
第一所“爱和自由”国际学校；2000 年：创立了孙瑞雪教育机构重要的教育研究、教学培训、家庭培
训、教育咨询单位——北京心智研究中心（现更名为北京孙瑞雪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这也是王树从
儿童心理教育研究正式转向成人心理研究与辅导的起点。　　2004年：开始接受国际萨提亚学院、国
际NLP心理课程专业培训，并根据多年的儿童心理研究，结合现代心理学方法课程，陆续设计了关于
成人心理调适、家庭心理调适以及儿童心智成长辅导的实操性课程多年以来，都在探究我们的童年，
这种探究形成了这本《透析童年-探寻成人和孩子生命的内在连接》。王树指出：为了孩子，大人们需
要走上一条探索自我生命成长的旅程，回到每个新生命的出发地。我想，实际上，每个阅读本书的读
者，都会去窥探自己的童年吧，试图来连接这个世界，解读这个世界，从而在成长中感知这个，进而
更好的转化这个世界，实现自己童年原有那种初衷的美好想法吧！
2、有天晚上，小家伙大晚上闹腾得厉害，翻来覆去怎么也不睡，那几天本就心情极差，烦得不行时
，在他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一下就哇哇大哭，事后很是懊悔。我想，很多父母都有失控的时候吧
，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因为孩子的调皮捣蛋，轻微的也许不至于构成孩子童年的阴影，而情节严重的
就成了孩子永恒的创伤。《透析童年》就是给像我这样的妈妈准备的吧，一边想要做个好妈妈，一边
多少会有点力不从心。王树是多年的儿童教育工作者，也是较早将“爱与自由”理念引入中国的尝试
者，全书围绕“连结”这个话题，从儿童心理学角度展开，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真正读懂孩子的内心
，怎样进行心灵的对话，怎样给予孩子需要的爱。通常地，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也侧面反映着父母的
个性特点，最糟糕的情形是把大人的价值体系和标准强加给孩子，从而扼杀掉孩子的天性。王树倡导
的方式是尊重孩子的自我，培养孩子的兴趣，无条件的接纳，鼓励和信任。满满都是正能量的词，于
父母而言，却是挑战。父母本身需要有健康的心理，才能给予孩子健康的爱，所以在陪孩子成长过程
中，父母的成长一样重要，父母同样需要发现自我，与过去的自己和解，从而获得正确爱的能力。个
人觉得这是本书较大的亮点。怎么说，对于全书的评价，只能说一般，可能跟我的阅读习惯有关，较
为理性，重逻辑和数字，对煽情的文字不敏感，甚至是反感的。我认同作者关于“爱和自由”、“心
灵对话”、“尊重自我”等等诸如此类的理念，但不喜欢她过于感性的用词，所举案例或者说故事中
用单字的称呼也很不习惯。也许从心理治疗师的角度，这更容易深入人生，遗憾的是，我难以接受。
所以，非常讨厌每一章开头部分的“在宇宙之光中诞生”，我引用一段：“男人，用白色长袍包裹着
健壮的身体，悠闲地躺在树下的摇床上。女人，被如海水般的兰缎包裹着柔软的身体，优雅而宁静地
编织着。孩子，被光围绕着，一身洁白，让你永远想不到的黑。”不知道其他读者会有怎样感觉，我
着实是非常不喜这种风格。童年是一生中非常特殊的阶段吧，于我而言，童年中一些破碎的记忆片段
，一直影响着以后的生命，那些创伤是永不能磨灭的印记。因着这些记忆，我曾一度不想要小孩，可
如今他还是到来了，对于他的期望，并不是说以后要多成功，有多大成就，我只是希望他在任何时候
回忆起童年，都能感觉到爱意和温暖，而不是像我一般，除了温暖，还有着伤痛的痕迹。读这本书，
只是想在妈妈这个角色上，能做得更好。幸好，还是有所收获。
3、看过了太多的育儿书，对育儿书也挑剔起来，这本《透析童年》却非常不同，孙瑞雪在序言中也
有提到，如果说其他育儿书是在“技法”上下功夫的话，那么这本书是让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来自生命
的连结的层面下功夫，讲述的是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等深层次方面的问题。正是孩子入园季，我们家
孩子也即将要上幼儿园了，当初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和身边的小婴儿一样，只知道通过哭来表达自己

Page 6



《透析童年》

的诉求，幸好我在恰当的时候一直努力学习如何做父母，而看着身边的很多父母从来没想过如何当父
母的问题，延续着他们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甚至把孩子交给老人，我总是感叹，有时候跟他们说，
也会遭到反对。但是我欣慰的是，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是否尊重孩子的生命成长规律，引导孩子成
长，已经能够通过孩子的行为看出来了。而当我看到《透析童年》中很多让人心酸的案例，作者也总
能分析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不恰当的教育，真是希望更多的父母在当了父母之后学习如何当
父母，而不要自以为是，或者不以为然。作者通过六个章节来阐述自己对养育孩子的一些心得：满足
孩子的渴望，给孩子建立归属感；了解孩子的内在需求，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家；放下你的期待，学会
认同你的孩子；连结孩子的生命力，体验生命之爱⋯⋯这几个章节中多次提到“生命”，这是一个比
较宏大的词语，作者是如何精心编织属于“生命”的故事呢？首先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生命来看待，有
自己的情感需求和生命成长规律，而我们父母需要付出的是爱和安全感，而我们大人因为心灵中缺乏
温暖、喜悦、安全与满足，出现了爱无力，我们需要做的是自我成长，以及给予孩子做够的爱。作者
在书中也提到身、心、灵成长体系，虽然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究这个体系对于自己是否合适，是有
有用，但我还是赞叹作者在这方面持续的努力，也可能已经引领很多个家庭和孩子在成长中找到了生
命的连结，让他们的生命不再枯萎，而是丰盈起来。
4、透析童年——王树文/onlineforever关于童年，总是有深刻的记忆，不管你多大年纪，在哪里，做什
么。像哲理一样，这个深刻的记忆一定会印记在你的内心深处，在某一个场景下，某些感情成分被激
活，便开始了漫长的回忆。我不记得小时候是开心的或不开心的，那个时候家里穷的不成样子，对别
人家的各种羡慕变成了人生理想，现在想来着实好笑。转念一想谁又会嘲笑你少年的梦呢，任谁也不
会做一个承接你过去可笑的当今后果，这就是人的成长吗？或许吧，每个人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哪怕只是在内心里。前段时间较为流行的一本书是北岛编撰的，书名是《给孩子的诗》。这本书的起
因不是因为孩子没有诗歌可以读，而是读的那些诗歌实在是参杂了太多大人的想法和思维，完全不适
合也不应该用大人的思维和想法去要求、束缚孩子的思维和想法。从这一点来说，这本书的流行是当
今父母们巨大的进步——开始研究和了解儿童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不一样，这一点难能可贵。在《我
的团长我的团》中，那个疯子一样的诗人弃笔从戎之前说的哪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我想让事情是他
本来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一个简单的句子，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人物，让事情是他本来应该是的
样子！在《透析童年》里当然有比较类似北岛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幼儿园园长的她，当然有许多亲身
经历与个人感想。从作者的视角来看，完全能理解清晰孩子们的世界，是简单的、无所求的。因为作
者的特殊工种性质与环境，或许理解孩子的世界起来较为“近水楼台”，但作为孩子父母的大人们，
难道不应该去认真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么？书中讲述了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连接。我们大多
数人都看过《阿凡达》的那种连接，如何让大人与孩子建立连接、完善连接、发展连接进而心灵交融
，其乐融融呢？答案全在书里面，你一定能找得到。在百家讲坛的《社交礼仪》离，金正昆教授讲授
了这么一个观点：当你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请别人喜欢吃的饭，而不是自己喜欢的。这个观点
非常重要，在礼仪彻底的解决了彼此需求的问题，而在社会和人际交往中也算是尊重了彼此。这样的
彼此尊重显然是比较简单的，但因为社会地位、个人价值与生活习惯的种种区别，朱元璋在皇帝的宝
座上一定再也吃不上他曾魂牵梦绕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而一个普通乞丐依然把“珍珠翡翠白玉汤
”作为最美的饕餮大餐。所以，彼此尊重在社会地位、个人价值和环境面前，贬值了、变味了。从金
教授的这个观点来看待父母与孩子的彼此尊重，在书中也有大量的案例和说明我就不一一举例引用，
我在这儿只想一个本质问题：重新做一回孩子，和你的孩子一起成长，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长大成人
的父母，大多开始在修炼成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谎言和虚伪面前完全抵抗不住孩子们的天真与无
邪。父母不喜欢吃的东西，就决然不做给孩子吃；父母不喜欢的东西，就绝对不出现在孩子的可选择
范围内；父母讨厌的人和喜欢的人，那非得像打印机一样导入孩子的大脑里⋯⋯如此这般，养出来的
孩子还是你的吗？还是孩子吗？这不直接沦为了个人的玩具了吗？这像极了如今的各种手机控一样，
把模式和喜好全部设置在那个小小的盒子里，最后的最后，要更新换代的重新换手机了——记住这个
最后吧。孩子是他自己的，永远只从属与他自己；他有自己的选择，也能做自己的决定；不管他多大
还是多小，让他自己做自己的决定吧；你可以帮助他完成不了的事情，你可以帮忙他暂时做不了的事
情，但绝对不要去代劳——你不能一辈子在他身边给他端茶倒水，而你能给的，能且只能是基因和建
议，仅此而已！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只有像作者那样的幼儿园园长才有专业的资格。话说回来，作
为一个社会交往和心里正常的人，让事情是他本来应该是的样子吧。
5、文/蓝莓兔子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叫做《教育的本质是父母的自我修行》：“我们对自己的觉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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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有多深，就会有多谦卑。看见孩子的前提，是看见自己。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不教育，如果你把
全部的认知教给孩子，孩子最好也不会超过你了。”“我们可以不懂得教育，我们不需要成为心理学
家才能生孩子，但是我们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就是你永远不比孩子更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　　想来，这也是《透析童年》的作者王树想要透过这本书告诉读者的观点。最优秀的父母，不是
拥有多么渊博的学识，多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能够在生命开始的地方，看见孩子内在的丰盈，也看
见我们自己的匮乏。只有实现生命本质的真正连结，才能真正读懂孩子，爱孩子。”这样的观点，当
然没有任何问题，也极易得到大家的认同。然而说到这本书，阅读的时候却几度感觉困惑。书中随处
可见“生命之光”、“灵性”、“连结”、“频道”、“身心灵”、“治疗”这样的字样，作为一本
上架建议为家庭教育的书， 令人颇为费解。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本适合所有家庭的普通家教图书，而
是一本治愈系的书，它有其特殊的读者群。作为国内第一批接受体系化培训的蒙特梭利老师和第一所
“爱和自由”学校创办人的王树，她的术业专攻在于心理学，而她所擅长的领域，则是对内心有创伤
的家庭与孩子进行心理引导与情感重建。如此看来，将其归类为灵修或心理学书籍或许更为适合。其
实书中的一些案例和观点我还是认同的，比如母亲参加幼儿园活动却又因公事缠身而对安琪儿大发脾
气的案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母亲的价值观以及情商的不健全。并不是说妈妈一定要随时放下手中
的一切去陪伴孩子，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妈妈完全可以弯下腰对孩子耐心地说一句：“宝贝，妈妈
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谈，请你给我10分钟时间好吗？”或者，她也可以拉着孩子边排队边打电话，这
样至少可以缓解孩子内心的焦虑。当安琪儿不小心把相框掉在地上时，母亲的本能是责骂孩子，而完
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没有试图去安慰孩子。母亲与孩子之间缺乏情感
上的沟通及理解，所以，才会导致案例中所述的不愉快的结局。这本书中我最最不能忍受的内容在于
每章的开头——在宇宙之光中诞生：“光，明亮而交织着，由白变蓝，由蓝变紫。白是那么清澈，蓝
是那么深邃，紫是那么剔透。爱，弥漫在整个空气里，散落在每一个角落，围绕着每一个人。海，宁
静而包容，一眼望不到边际，只有那一片湛蓝进入眼帘。花园，安逸而详和，花朵与绿树相互欣赏。
男人，被白色长袍包裹着健壮的身体，悠闲地躺在树下的摇床上。女人，被如海水般的蓝缎包裹着柔
软的肢体，优雅而宁静地编织着。⋯⋯”请问这是在写抒情散文还是在催眠病人啊？关键是，在每一
章开头都一模一样地放那么一大段！而且这和之前的案例分析、育儿观点是多么得格格不入！相对喜
欢的是第三章 放下你的期待，学会认同你的孩子。因为只有放下你对孩子的期待，试着去接纳孩子的
一切，原谅自己，也放弃自己无形中放在孩子身上的沉重的期待，才能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自
由成长。由于这章放弃了抒情散文及教条说教的写法，更侧重于案例分析，读来还算有所收获。个人
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可以分成两本出版，一本叫做《透析童年》，主要放简单的理论及案例分析
，但案例一定要好好组织一下，不能过于零散。上架建议：心理学。一本叫《探寻成人和孩子生命的
内在连结》，放作者那些修行啊灵性啊天使啊上帝之光啊之类的内容，上架建议：哲学宗教。当然，
后记1： 生命的连结一定要放在第2本书里，作者和那个假想孩子的对话感觉很别扭。作为凡夫俗子，
我实在缺乏慧根去理解和认同这样的一种说教方式。
6、我们是如何推开孩子、推开我们自己的文/Sofia昨天，我儿子从高处摔下来的时候将鼻子摔肿了，
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一边哭一边说：“我要妈妈。”其实，当时我就在他面前，但他依然说“我要
妈妈”，这不是矛盾，而是一种本能。在孩子幼小纯真的天性中，他觉得那个在子宫中给他温暖、给
他生命的人——妈妈一定会保护他，让他免受伤害、减轻疼痛。只是，并非所有的母子亲情都可以完
美地维系到最后。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他们出于自身成长、独立的需要，会渐渐脱离母亲的怀抱，
这是生命成长的规律。然而，有时候，并非出于这种内在的成长需要，而是一种外界的力量迫使孩子
离开自己曾经最信任的母亲。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这种外界的力量包括不可预见、不可控制的
突发事件，法律上叫做“不可抗力”，譬如说死别，譬如说孩子丢失。但是，还有一种让人觉得悲愤
而伤痛的外界力量，即，是母亲自己生生地将需要自己的幼儿推离自己的怀抱，她或者是故意或者是
不自觉。《透析童年》一书中提及了一个例子。一个妈妈陪女儿去幼儿园领奖品，当其他小朋友排队
等着领奖品时，这个女孩的妈妈却忙于业务，一直在打电话，女儿的催促只换来妈妈的不耐烦，最后
女孩只好拉着妈妈去排队，可妈妈依然要打电话，两股力量对峙之下，女孩手中的物品被摔坏，妈妈
却还责备女孩说不是叫你等一会儿了吗，你看，你要是等我打完电话，东西就不会摔坏了。从妈妈的
角度来看，妈妈百忙之中抽空陪女儿来领奖品，也算是尽责了。但是，孩子呢？从孩子的角度来看，
妈妈给予她的是爱吗？哦，不，孩子的世界很单纯，她只会想妈妈是不是不够爱她，也许妈妈更爱事
业。当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时，孩子会启动自我保护装置，她不会再让自己失望，她不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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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于妈妈。所以，当妈妈拒绝孩子的那一刻起，她已经在心中将孩子和另外一件事情排列了先后次
序，孰重孰轻。当她将东西打碎的责任推卸到孩子身上时，她又将孩子从身边往外推了一把。别说你
不会这样做，其实，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推卸责任，尤其是对方是无道理可讲的孩子，将打
碎东西的责任推卸到孩子身上，可以让孩子无法和自己继续胡搅蛮缠下去。只是，这样一来，标虽然
治好了，但是本的伤害却更大。我不敢说自己不曾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我觉得与孩子交往，时时刻
刻都是一种机缘。孩子是一面镜子，透过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可以照见自己的不足。完善自己，虽
然需要痛下苦药，却能够让自己的心灵更加丰盈，也能让孩子的人生更加圆满。而我们，其实，应当
珍惜这些与孩子相处的机缘，让自己、让孩子依然亲密如初。只不过，这样的成长之路比粗暴地推开
孩子要艰难百倍。
7、育儿中的成长与自我学习评《透析童年》我们大多数人会经常回忆童年，那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
事情，那时的天总是蓝的，水还是清澈的，儿时的伙伴一起无忧无虑地挥洒自己的童真。如今很多人
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童年联系起来。佛洛依德理论强调幼年的创伤对成年的
个体的影响，精神分析法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在从父母的孩子到孩子的父母角色转变过程中，
这种精神分析法同样可以得到应用，这种应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建立父母
与孩子的连结。《透析童年》一书中，作者一再说明的就是通过生活中的案例和哲理，证明父母与孩
子之间的连结是多么的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或者是肉体的长成和心智的完
善，或者是知识的学习和社会阅历的积淀。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扮演着一个重要的额角色，我们从
一无所知到学有所成，从天真幼稚到成熟理智，我们学会了生存的技能、生活的技巧以及如何面对自
己的人生。每个人都通过自我学习实现了成长，也通过成长验证了学习。对于成人们来说，学习已经
从书本上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这种学习更是全方位的，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从接纳心爱的人组建家
庭，到自己拥有自己的孩子，他的责任感逐渐强大。每个孩子的到来，都是为了激发父母的爱，他们
从那时开始无怨无悔地为孩子付出自己的全部所有。父母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孩子们成长初期的动
力。然而我们首先对父母们是否“合格”提出疑问，比如说父母的内心是独立的，还是有所依赖？这
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敏感的内心去感知你的模式，然后建立自己的
生存模式，这就是他们寻求与父母之间建立的连结。对于父母来说，要想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先完
善自己，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再成长，再建立自己与孩子的连结，然后谈及其他。对于父母们来说，
在教育引导孩子方面要做到合格并不容易，建立与孩子的连结同样困难。首先，父母们会经常回忆自
己的童年，并时常用自己的童年与孩子进行对比，当做自己教育孩子的一种“依据”，殊不知时代与
环境的变化，当年的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现在。其次，父母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带有情绪
的教导上，很难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问题，孩子需要的是什么？用什么方式教育他会更得当？自己的
成长经历造就了自己，但并不一定适用于引导孩子。第三，很少父母会去用一种学习的心态面对孩子
，在面对于孩子的抗争中，其实用心去总结再稍加思考，就可以避免下回再次出现类似的冲突。曾经
我们是父母的孩子，慢慢地我们成为了孩子的父母，在年岁增长和社会阅历的积淀下，如果还能带着
一颗学习的心，去和自己的孩子沟通、交流，对于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
8、《透析童年》的上架建议是：家庭教育，不过我读的感觉却更偏向于心灵灵修，也就是说，即便
是没有小孩子，其实书里有些东西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能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我一直相信，其
实每个成年人内在也是一个小孩子。“透析”这个词会比“分析”更加的人性化，毕竟每个人的童年
也是不一样的。王树在书里告诉我们，只有丰盈自己的生命才能传递给下一代最大的安全感。很多人
通过透析自己的童年，找回了那个童年受伤的自己，当自己和自己终于面对面的时候，才有可能看到
自己家庭教育中的缺失。我时常在这样的书里，反刍自己，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愤怒。有那么一段时间
，充满了要当妈的焦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害怕自己不够好，就像书里写的那些追求完美的母亲，
总是害怕心理分析那种家庭排序会重新演绎到下一代的生命中去。实际上大可不必，时间久了，自己
要调节自己，与其说接受一个陌生的生命并且对他负起责任，倒不如说，先接受自己，先对自己已经
成年的生命负起责任。上一代的父母，由于教育理念方面的缺陷，很多东西已经很难更改，如果成年
之后的你，还是沉浸在一种创伤中无法自拔，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很小的时候，也一直认为自
己不受欢迎，因为大人的情绪而迁怒自己，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资格拥有一些正面的情绪，幸福
的感觉。当王树也在书里探讨众多家长回溯的路，我仿佛也看到了自己，那种害怕被抛弃的感觉那种
不确定的不安全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我们需要给孩子什么呢？当你缺失的时候，是否能丰
富的给予自己的孩子？这大概也是很多家长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吧。爱有很多种，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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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之名的伤害的存在。忽视，诋毁以及指责，对自身价值的低估带来的对子女的期望过高，这些，
我们真的学习了心理学就一定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避免吗？灵修或者家庭教育的书籍无法根本解决我们
自身的问题，但是却提供了一个看清自己的契机，只要你认真思考并且想要去和自己内在的那个小孩
面对面。你孩子的童年和你的童年总是存在着某种奇特的联结，在孩子真正到来这个世界之前，需要
做的时，看清楚自己的童年，也许无法避免一些错误，但是至少在犯错之后知道错误为何。一边给予
爱，一边治愈爱。我相信，那个小生命，也会带给每位父母不同的感悟，更真实，也会希望自己更好
。
9、对于本书及作者的第一感觉来自于她时隔年的两篇序言。观其分别于2009年及2014年写就的出版自
序，发现作者的三观、取向越加集中和明确。2009年时，王树讲“我们都曾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封闭了自己的心灵”，“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可是重重封印之下的生命深处“它
们亦然还处于孩童状态”。所以，我们还有救。能够拯救我们的契机就是孩子。面对孩子之时，我们
“内心惶恐得一塌糊涂”，皆因我们对自己和对孩子都几乎一无所知，“这让我们与我们的孩子永远
生活在两个频道中”。作者强调重新了解自己，进而让孩子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让自己走向真正成
熟的生命状态。到此，王树尚在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大语境里讲儿童教育和父母成长。而到了2014
年时，随着王树来到了青海湖，“寻找一份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与和谐，让内心得到真正的安宁喜悦”
，这时候她的字里行间都是“修为自我”，创造一种“身心灵合一的艺术生活”。显然，王树跳脱了
原先的语境，进入了灵修一派。由此，可以引用豆瓣@阿咩的书评开头评价：“《透析童年》的上架
建议是：家庭教育，不过我读的感觉却更偏向于心灵灵修，也就是说，即便是没有小孩子，其实书里
有些东西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能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先入为主的观感就是如此了。 奔着家庭
教育、亲子互助成长的我，有点小失望呢。所以，我索性退了一步，把本书当做大人的灵修指导来看
。王树本书的关键词是“连结”。所谓“连结”，在王树看来“完全是一种心灵的感知和生命的相遇
”，无法言说，只能意会和顿悟。所以，书中有很多充满如佛家禅机般需要读者自己参透的故事呈现
，也有很多作者内心柔软念头的反复分享，至于具体的行为方法和说教指导却是没有的。基于“连结
”的概念，王树倡导由内而外的养育方式：“孩子通过建构自我的世界，让身体、感觉、情绪、心理
等各种内在的生命因素都得到完整的发展，然后再来探索我们这个外在的世界，这样才会拥有丰富完
整、和谐宁静的人生。”可以这么理解：父母站在成人的外在世界，孩子停留在尚未获得完满的内心
世界，两者的“连结”就出现了问题，家庭教育的矛盾随之而来。解决之道就是：为了孩子，大人必
须走上一条探索自我生命的成长之道。即所谓的透析自己的童年，简单的还原就是回想一下自己曾是
孩子的时光。到此为止，抽干一下王树在引言本分的观点，大致就是如此了。在此基础上，个人的感
悟即是：家庭教育的至理一言以蔽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接下来的正文部分，可能是灵修又身
为母亲的关系，个人感觉王树行文偏于冗长拖沓、闪闪烁烁，空有菩萨低眉的表象，言辞间又做不到
绵里藏针的力量，总体给人的观感就是柔软有余、韧性不足，所以在其观点处理上就显得格外粘腻散
漫，给诸如我这般期望一针见血的读者造成了读取信息的困难。因此，王树的理论固然有许多可取之
处，却在漫无边际的遣词造句、情感铺陈中无可挽回的“神散”了。个人感觉如能干脆利落的大幅缩
减不必要部分，就能够使本书获得新生，比如单单把各章节名列出即可。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厚道，但
实在是被本书的“文不对题”给晕乎到了。不用说，最大的不相符就是书名与本书内容。其次，是各
章节名与章节内容，如第一章名为“满足孩子的渴望，给孩子建立归属感”，但章节内容大部分是讲
人的阶段发展和家庭系统，讲成人如何悦纳自我。以此类推，诸如通过冥想净化身心、原谅自己等等
的灵修之道才是王树的重点所在，他们都隐藏在家庭教育的章节名之后，不免让人有名不副实、羊头
狗肉之感。另，忽略每章结构上的相似不提，本书甚至出现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一节内容一
模一样的硬伤。对于一本所谓的二版书来说，不应该的呀。快速跳过第一章至尾声部分，进入附录。
个人认为附录是全书唯一一个文不对题的正面材料。名为“身、心、灵合一的成长体系”，实际上前
半部分大多是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干货，至于后半部分的“佛说”这类，则是各家父母“乐山
乐水”的事情了。再提一句为第一版写序言的孙瑞雪，但从序言的只言片语来看，似乎可以去看看其
作品及观点。不瞒各位，我确是被《打碎自己的童年》这一充满金刚怒目之感的序言吸引了而决定看
本书的呢，但说好的直面人生呢？我原想乘势掏心掏肺一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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