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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特工》是勒卡雷出版于2019年的一部长篇
小说，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纳特是一名47岁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在
异国他乡的地下战线上为祖国奋斗多年之后，这位
老兵的外勤生涯似乎终于画上了句号。可是当英雄
回到了久违的伦敦时，迎接他的只有一位因分居多
年而感情淡漠的妻子、一个处处与他作对的青春叛
逆期女儿，还有一处供他发挥余热的十八线本土情报
分站——这就是老兵的宿命。

好在，当间谍并非纳特生活的全部——他还是一
位狂热的羽毛球爱好者。回国后不久，纳特就在俱乐
部的羽毛球场上结识了一位与他旗鼓相当、相逢恨晚
的年轻球友。而擦出火花的不仅仅是两人的球艺。
走下球场，这个年轻人热烈真诚的理想主义情怀，让
纳特那颗冷了半截的心竟也有所触动。然而，当友情
向间谍招手时，危险也就不远了。纳特很快发现，这
场忘年交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将他卷入一桩超级大麻
烦之中。

《战场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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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重卡雄风》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故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林焕海临危受命，
担任严重亏损的三线军工汽车制造厂“西汽”的厂
长。他强力挽留技术人才，并让大学攻读车辆工程系
即将毕业的儿子林超涵回厂工作。在厂长林焕海、总
工郭志寅、青年工程师林超涵等人的带领下，西汽克
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发7吨重卡，并通过高原试车，将
国外重卡击败，获得军方订单，赢得喘息之机。后来，
林超涵发现民用市场潜力巨大，建议西汽转战民用卡
车市场。西汽通过转型改制、自主创新进行二次创
业，最终由弱变强，再次击败国外竞争对手，成就了中
国制造的国际声誉……

《重卡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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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两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洁自小与母亲
相依为命，经历了不少坎坷。最困难的时候，母亲曾
经上街卖冰棍贴补家用。张洁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
幸福的晚年，不想因为脑垂体瘤手术后引起血栓，母
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张洁最真切的
文字，她写下了母女之间磕磕碰碰、琐琐碎碎的真实
情感，椎心泣血、如泣如诉，一唱三叹，情意深长。

“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
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母亲去后，张洁大病。几
度痛苦挣扎，书稿即将完成时却奇怪丢失，历经一年
多，她终于写完了这些不能不写的文字。追念最后的
日子里，母亲对女儿的顺从、依赖、忍让，女儿对母亲
的体贴、埋怨、痛悔……所有的磕碰、琐碎、缠绵，一夜
之间都不复存在，只有这些椎心泣血的文字，诉说着
永远的母女之情。

书中的照片，和文字一起讲述着母亲的故事、母
女的故事，以及母亲、女儿、外孙女的故事。

2022年1月21日，张洁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然去
世。她去天堂陪伴母亲，她的这本书，留在人间，留给
读者。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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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吐槽：因欠缺专业知识和
管用方法，课业辅导变成了“彼此折磨”，双方陷
入负面情绪，小问题变成大冲突。到底需不需要

“陪”作业？陪读就是让孩子把作业做完吗？如
何对青少年行为作出正向科学的评价？

《好好“陪”作业：学习辅导的秘密》中描述了
不少常见场景，比如要求孩子做作业时，他们有
时并不会立即配合，作为父母一般会一次又一次
要求……但往往重复的次数越多，孩子越没有动
力去听。书中指出：除了重复提醒、唠叨、哄骗、
威胁、大喊大叫，我们还有一个策略是，告诉孩子
我们想让他做什么——清楚、简单、只说一次。

“翻开英语练习册”“把你的数学作业给我看看”
“现在该背诵课文了”等指令，一旦清楚而简单地
说出，就不要重复了。这背后是家长传递给孩子
的一个理念——每个人对自己负责！

那当孩子遇到实际困难求助时，我们如何反
馈？“妈妈，明天要提交作业，我的作文还没有写，
数学题还剩10道。”说着说着，孩子可能会着急哭
起来。这时如果抱怨“早就让你抓紧时间，就是
不听，现在来不及了才知道哭，怪谁呀！哭什么
哭，还不赶紧写！”这种回答明显是火上浇油。潘
晓红建议，反映性共情倾听可以帮助孩子迅速平
复情绪，转向完成任务。

比如，我们不妨说：“你还有作文和10道数学
题没有做完，心里很着急，是吗？我们来看看还
有多长时间可用。”在她看来，父母经常使用这项

技术还会带来额外好处：孩子可以在不知不觉中
习得这项技能，掌握更多准确描述情绪的词汇，
在潜移默化中掌握反映性倾听的技能，并应用到
生活中。书中指出：犯错是孩子成长中必须走的
路，家长需尽可能保持心平气和，不要被着急、愤
怒等消极情感占据了头脑。否则，就会演变成一
场“情绪攻防”游戏的内耗。

毕竟，现实生活中，“中不溜秋”的孩子是大
多数，鲜少“学霸体质”，有的还调皮捣蛋、麻烦不
断。《我是怎样培养一个中不溜秋孩子的》作者就
由最初焦虑不堪，到放下“唯成绩论”的心魔，欣
然接受现实，学会发掘孩子的优点。《解码青春
期：如何陪伴十几岁孩子成长》《你好，小孩》《考
试脑科学》等著作也分析了类似现象，父母辅导
孩子时，需警惕总用批判性目光，一会儿说这个
字写错了，一会儿数落那道题计算有误，不停发
牢骚埋怨，揪着孩子短板，搞得剑拔弩张，让焦
虑烦躁气氛遮蔽了家庭港湾的温暖包容，得不
偿失。

而在孩子唱反调时，父母如果通过一味吼叫
来压制，那么十有八九孩子会愈加抗拒。“孩子的
叛逆是有根源的，真正去关心理解他们才是解决
事情的方法。对于拥有自我意识的孩子，父母可
适当进行冷处理，给双方平复情绪的时间。听比
说更重要，发自内心地尊重，或谈论一些孩子喜
欢的事情，都可以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作家萧
萍说。

疫情之下“学习主场”转战家庭，亲子教育、有效陪伴话题备受关注

一陪读就鸡飞狗跳？
先解锁表扬的正确姿势

由四川诗人、小说家凸凹创作的4000行长
诗《水房子》于近日出版，该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推出，已在网络平台和全国实体书店上架。

诗集共有288页，异形开本，由“序诗”“上
游：水之房基”“中游：水之房体”“下游：水之房
顶”“后记”，以及序、跋和附录构成。诗集扉页文
字为：“谨以四千行长诗《水房子》献给伟大的李
冰和世界的都江堰。”

北京中华世纪坛雕塑有上下五千年40尊中
华文化名人，李冰位居第六。排在他前边的5位
是管仲、老子、孔子、孙子、屈原。紧挨在他后边
的5位是司马迁、张衡、蔡伦、王羲之、祖冲之。
李冰在2000多年前创建都江堰，成都平原因此
成为天下闻名的“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
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
中……”李冰就这样来了，从《史记》中来，连姓氏
都没有。但他的水，流了2000多年，至今都在灌
溉着我们。

《水房子》是第一部叙写李冰的长诗，第一部
出版的“献给伟大的李冰和世界的都江堰”的诗
集，由72首相对独立又相互嵌合、浑然一体的诗
作构成。每首诗，均配有摘录自古今中外名人名
著中有关李冰或都江堰的一个金句，作为题记。
作品勾古连今，集诗艺性、思想性、科普性、稀缺
性、收藏性于一炉，呈现出其独有的文化价值景
观与儒释道同构的精神情怀。该选题获四川省
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全程支持。

凸凹，本名魏平，1962年春天生于都江堰，
现居成都东郊龙泉山下。诗人、小说家、编剧。
有长、中、短篇小说在《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
选刊》《作家》《北京文学》《芙蓉》等文学期刊发表
或转载。著有长篇小说《甑子场》《大三线》《汤汤
水命》，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与手枪》，诗集《大师
出没的地方》《蚯蚓之舞》，散文随笔集《纹道》，批
评札记《字篓里的词屑》等20余部。编剧有30集
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 （新华网）

《水房子》
4000行长诗带你走近“蜀守冰”

“不陪读母/父慈子孝，一陪读鸡飞狗跳”……疫情之下，“学习主场”从校园转战

家庭，亲子教育、有效陪伴话题备受关注。尤其当孩子的学习习惯、日常表现、作业

进度等诸多细节因居家上课“一览无余”时，两代人之间如何友好高效沟通，更是成

了一门学问。

近期陆续出版的《好好“陪”作业：学习辅导的秘密》《我是怎样培养一个中不溜

秋孩子的》《解码青春期》《赞扬与责备》《跨越式成长》等图书从多个角度“支招”，指

出陪读恰是观察摸索不同孩子个性与长短板的直观窗口。心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

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师潘晓红认为，比起“你真棒”“好聪明”等笼统抽象式赞

美，描述性表扬是塑造积极行为更有力量的方法。

别让亲子沟通演变为“情绪攻防”内
耗学会倾听，别让亲子沟通演变为“情绪攻防”内耗

在亲子沟通中，不少家长都会赞扬孩子，那
么一味表扬能促进自我实现吗？

心理学家特丽·阿普特在《赞扬与责备》中指
出，赞扬不仅能表达喜爱，还可能涉及利用与讽
刺。培养孩子的自尊并不是给他们无尽的赞美，
过犹不及。“你如果希望孩子成功、愿意接纳挑
战，就要赞扬他们的努力、刻苦和坚持不懈，而不
是他们的智商、天赋或能力。”她认为，要在人生
路上成功，孩子需要怀有信心，但这并非自己与
生俱来的能力，而是“天道酬勤”这个规律带来的
结果。

有学者指出，笼统夸赞像“通胀的货币，变得
一文不值”。恰如《最好的学区房是你家的书房》
中所说，“表扬和批评一样，难度都不小。不走心
的表扬夸不到孩子的心坎里，也无法激发他们的
积极性。”该书作者、日本全职妈妈佐藤亮子举例
写道：比如孩子考试取得好成绩，家长可以说“这
道题之前你做错过，这次做对了，真厉害”，而不

是空泛地说一句“你真棒”。有具体内容的表扬，
更能使孩子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帮他产生再接再
厉的动力。

解锁正确的表扬姿势，背后也意味着重新审
视所谓“好学生”的标准，跳出单一的成功评价体
系。《逆商》《内在动机》《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等
著作都提到了在面临不稳定、不确定性时，更需
培养青少年强韧的心理弹性，以积极思维重塑自
我，开辟人生更多的可能性。“焦虑往往是因为太
近的目标带来的，太在意分数，太在意比较和得
失，完全忘记初心。教会孩子享受和沉浸的过程
更重要。”《72招轻松家教》指出，成长的过程犹如
打怪通关，享受过程就会乐在其中，新场景、新事
件、新挑战会予人惊喜，乐趣无穷；但如果仅一味
盯住终极任务，以打赢为最终目的，只是为了通
关，整个过程容易变得索然无味，这对孩子、成人
来说都值得深思。

（文汇报）

跳出单一的成功评价体系，学会恰当地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