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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辈到祖辈

五十多年“漫长的破译”

其实个案研究并不鲜见。 上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

陈鹤琴对儿子一鸣进行了 808 天的连

续观察、实验，撰写的专著《儿童心理之

研究》被看作中国学前教育进入科学化

时代的重要标志；上世纪末，北京语言

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李宇明记录了女儿

冬冬从 1985年 1月 16日到 1991年 7

月 29 日生活、行为、心理活动等，集结

成了三本大书《人生初年》，开启了我国

系统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先河。

对梅仲孙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二次

对小孩子的个案行为、心理进行“漫长

的破译”———早在 1997 年，本报就曾报

道过他坚持 29 年对女儿的成长作跟踪

观察日记，并进行研究的事迹。 25年前

他提出，父母要在孩子亲情依赖最佳时

期对他们进行情感“投资”，当时他就呼

吁：“家庭是到处充满了远胜于几十倍

良药补品的情感之源， 年轻的父母们，

千万要珍惜！ ”

“但当时我自己也有做得不够的地

方。 ”如今 88岁的他在采访中对这两次

观察记录和研究进行了简短对比。 梅仲

孙从事教育工作近七十年，1968 年，在

那个特殊的年代， 他与一批优秀的骨干

教师遭遇了“特殊的进修”，他在这年年

底回到家，望着牙牙学语的女儿，他百感

交集———6岁的儿子出生才 7个月，就被

送到了外婆家。 由外婆带大的儿子对随

和、温良的外婆特别亲。 女儿则因为爸爸

归来后的持续关注，而与爸爸格外好。

当时他为女儿记的日记中有这样

一件事：女儿 4 岁时，他为给她买双称

心的小皮鞋（当然还要便宜），从沪东

第三百货商店走到沪西第一百货，那

么长的路，梅仲孙带着她走，走不动了

就抱，还一边走一边讲。虽只是买双鞋

的小事， 父女俩却都没忘。 女儿工作

后，常帮爸爸翻译资料、影印书稿。 一

次，女儿替爸爸买了件汗衫，对他说：

“还记得吗？小时候我调皮地撕坏过你

的汗衫。现在赔你。”女儿的深情，一个

多么珍贵的礼物。

“年轻时我是父辈，后来回头看，对

儿子女儿的养育过程和研究其实有些

小遗憾；如今我是祖辈，退休后有空了，

花在孙子、 外孙身上的精力也更多，就

想要尽量弥补那些缺憾。 ”

男性祖辈如何带娃？

“隔代抚育”有章可循

然而与父母教养孩子相比，祖辈教

养确有其特殊性。 如今一提到祖辈“隔

代育儿”，不少年轻父母会多少有点“头

疼”———的确， 在信息迭代如此迅速的

当下，祖辈之前育儿的老方法、老规矩，

和现代观念多少有点“格格不入”，加上

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年轻人听起来多有

“指手画脚”之嫌。 但同时，年轻人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到工作和社会活动

中，难以兼顾育儿，这也让祖辈参与抚

育孙辈的现象逐渐成为生活的常态。 不

同观念的碰撞，摩擦总是在所难免。

作为一位爷爷、一位外公，同时又

有专业儿童心理知识背景的教育研究

者，梅仲孙的“男性祖辈育儿视角”，又

是怎样的呢？

在《抚育者的眼睛》一书中，梅仲孙

卸下了长辈的包袱， 从亲身经历入手，

系统分析了隔代教育的利弊，结合实际

给出了颇具智慧的建议。 比如，祖辈在

家庭中的位置要摆正， 不能“倚老卖

老”；在教育孙辈的问题上，尊重子女，

在子女和孙辈有矛盾有冲突时，发挥协

调者的作用。

他倡导顺其自然的教育理念：“我

们要尽可能创造条件， 让婴幼儿在自

然、自主、自由、和谐又丰富的生态环境

中茁壮地成长。 ”他认为，两代人的育儿

要相辅相成，要把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放在第一位， 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孩子、

理解孩子，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这种尊重儿童发展规律，以儿童为

本位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调，但在实际

的教育过程中很难落实。 如何才能少走

“弯路”？ 实践后才有发言权。 在抚育和

研究孙辈这件事上， 梅仲孙亲力亲为，

同时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和乐感生态美

学等理论指导育儿实践，大量理论联系

实际的育儿实例能够给广大家长许多

启发。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他从前人

的研究了解到， 两岁是孩子的第一反

抗期， 开启走向自主独立的前奏，因

此，大人要予以尊重。“这件事发生在

我小外孙 2 岁 8 个月的一天清晨。 那

天，气温由 23℃下降到 18℃，他妈妈

要给宝宝添条裤子。 哪知宝宝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开始反抗，哭声不断。 于

是，他妈妈一手抱住宝宝的身体，一手

将裤子套到宝宝脚上， 而宝宝用双手

将套上来的裤子拉掉。 仔细分析这一

情景：从宝宝的角度来看，前两天，他

穿一条小的三角裤， 加上一条轻薄便

裤，轻松又方便。 如果添上这厚厚的绒

裤，势必给他带来诸多不便。 因此，宝

宝拒绝添裤合情合理。 而从他妈妈的

角度，气温下降，添裤保暖出于本能关

爱。 问题是，宝宝对气温感受不明显，

也不能体会妈妈的用心良苦。 邻居大

妈妈见这情景，提出建议：可否让宝宝

先去走廊走一下，让他感受一下寒冷，

再提给他增衣添裤的事， 可能更容易

接受。宝宝妈妈也就采纳了这一建议。

宝宝跟大妈妈一起穿过长长的走廊，

到大妈妈家之后， 大妈妈问他： 冷不

冷？宝宝回答：冷。又问：把你带来的裤

子穿上好吗？宝宝点头。这一矛盾顺利

解决， 关键在于要让宝宝有自己的感

受并得到认同。 ”

同时，梅仲孙还对祖辈抚育孙辈的

天伦之乐、“隔代亲”心理进行了细腻而

深刻的分析：“与父母相比，祖辈在照顾

孩子上的时间、精力、经验与教训，都比

较多，在抚育晚辈的情感需求上，也比

较强烈。 ”他还总结了“隔代亲”的“历史

原因”：“据我所知， 我家孙子的外公对

女儿特别疼爱。 由此，‘隔代亲’带有对

女儿亲情的延续，有移情机制在内起作

用。 他的外公一见这宝宝就眉开眼笑，

富有遐想和美好的回忆。 ”

俯下身多学习

“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们对孩子付出情感， 他们总会

还给我们更多。 ”几十年的相关工作，让

梅仲孙与孙辈之间似乎建立了一种较

其他人更为亲切而细腻的连接。

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要向孩子学

习，与他们共同成长。 ”倡导尊重孩子的

自然成长规律，要以人为本，尊重孩子，

切不可“本末倒置”———过早地把“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的功利性转嫁到孩子的

身上，让他们快乐的童年被过度教育压

缩得过早结束；同时，他也认为以人为

本的教育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需

要像园艺师那样给予细心、耐心和精心

培育。

在梅仲孙看来，如今关于科学育儿

的社会氛围较二十多年前已经大有进

步。 曾经“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家长

们已经开始逐渐俯下身来，去关注孩子

的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许多学者和

专家也愿意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研

究这些小不点到底需要怎样被理解、被

关注。

但他觉得，这些仍远远不够。

如今，梅仲孙 88 岁了，与儿女孙辈

走得很近， 晚辈们家庭事业也发展顺

利，一家人其乐融融。 因不为生活琐事

缠身，他嘴上说着自己“年纪大了”“要

多休息、多养生”，但仍然坚持每天阅读

教育科学前沿的信息，学习儿童精神现

象学、生态美学、发展心理学等，似乎做

儿童研究这件事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前些年我有白内障，

儿子带我去医院做了手术，现在读文字

完全没有压力。 ”梅仲孙说到这里笑了，

“对养育者来说，孩子就是金山银山，我

们要不断地去开发他们身上珍贵的潜

能和优质的宝藏，他们也永远都会给予

我们惊喜的回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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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仲孙，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学特级教师。 上世

纪 50年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之后一直致力于儿童心理

学研究。 退休前，他曾花 29年时间记录女儿的成长日记；退

休后，他对自己的孙子、外孙又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跟踪研究，

观察日记写了二百多本。

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由无数个瞬间构成的五十年间，

梅仲孙的目光和心思，始终追随小孩子的一举一动、解析他

们的一言一行。 近日，他提炼了两个孙辈从出生到 3 岁的发

展情况及其育儿策略，出版《抚育者的眼睛———一位爷爷对

孙辈的心理解密与成长纪实》。 这本书被中国教育新闻网评

为 2022年度适合教师阅读的优秀图书之一。

◆记者 郭爽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7年，梅仲孙和一岁的小孙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