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近继女，
湘女作家独授 25 年心得

继母出书，继女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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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给她的书写序
1993 年 5月5日，闫玉兰永远记得

这个日子。那天细雨绵绵，闫玉兰去给

还在学校的安娜送伞。回到家，安娜问

她：“闫阿姨，我想喊你妈妈了，你同意

不同意？”闫玉兰立刻点头：“当然同

意！”那天，安娜兴奋地喊了好多声“妈

妈”，还跑去跟 7 个月的弟弟“炫耀”：“东

东，我比你先喊‘妈妈’了！”

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闫玉兰和她

的感情愈发深厚，女儿不再事事找爸

爸，而是喜欢来找闫玉兰商量。在女儿

18 岁前，闫玉兰总会在她生日时给她一

张卡片，内容是肯定她这一年来的进步

和对新一年的期望。作为回报，每逢节

日，女儿也会给闫玉兰送上爱的小卡片。

女儿外出求学后，两人常常通信，用文

字来表达情感。

和女儿的相处让闫玉兰感慨良多，

也让她决心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现

在市面上关于亲子教育的书籍很多，但

有关继子女教育的书却很少。”闫玉兰

说，“再组家庭其实并不少见，但继母

却被‘妖魔化’了。我写这本书，不仅

要向大家介绍教育继子女的方法，也要

为继母正名。”她还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教育方法其实是相通的，原生

家庭的父母也能从中得到帮助。

因为担心女儿心里会不舒服，在写

书之前，闫玉兰征求了她的意见。没想

到，女儿非常支持，还为这本书写了一

篇 4000 多字的序。

女儿写道：“每当我看到有关再婚

家庭夫妻或子女的悲剧报道，我都非常

难过，为他们痛惜，同时我也为自己庆

幸，庆幸我拥有一个好妈妈。于是，我

有了最美丽的梦想。我多么渴望天下所

有的孩子都像我一样拥有一个好妈妈，

我多么渴望所有的父母都学习教育方法

用心爱孩子，我多么渴望所有

的再婚家庭都能夫妻恩爱，

为孩子撑起爱的天空，让孩

子健康快乐成长，让家中充

满幸福温情。”

“我非常感谢我女儿，是

她让这本书得以面世。”女

儿的大气和善良让闫玉兰深

受感动。两母女一条心，这

本充满爱的书籍已经面世，

将传授更多人经营家庭、尤

其是再婚家庭亲子关系的秘

诀。

以下内容摘自闫

玉兰《温暖的爱，幸

福的家》一书：

1当自己选择做继母，

就必须喜欢孩子，

给孩子爱和幸福，这

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

自己负责。

2要能站在孩子立场

理解孩子对父母再

婚的反抗与愤怒，这是

父母给孩子造成的创

伤，应该给孩子时间疗

伤。

3再婚家庭子女的教

育，其信任尊重是

前提。继父母尊重孩子

信任孩子，孩子也会尊

重你。这种信任尊重必

须落到实处，让对继

母时刻戒备的孩子切实

地放心安心。

4继母必须严于律

己，有素质学识让

孩子敬佩，要求孩子做

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主动接受子女的监督。

因为成长本来就是两代

人共同需要面对的，绝

不只是孩子需要成长和

监督。

5孩子的问题，根源

是大人的问题，改

变孩子的不良习惯，应

该先改变大人，改变孩

子的生活环境。

6没有不好的少年，

只有没有用心的继

母。不要对孩子指责抱

怨，只要定下心做好自

己，做好自

己， 再 做

好自己，当

你 的一言

一行 都像

妈妈的 样

子了，孩子

就会真 心

地贴近你，

亲热地喊你

妈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人们常说，继母难当。管教过严，会使本就严峻的亲子关

系雪上加霜；管教过松，人们会说你对继子女不负责任，在背

后戳你脊梁骨。现在，再组家庭并不少见，那继母到底该怎么

当才合适？今年 59 岁的岳阳女作家闫玉兰就是一位继母，她

当年嫁给丈夫时，丈夫已有了一个 9 岁的女儿。她付出了巨大

的心血，才让继女从视她如洪水猛兽到爱她、尊敬她。现在，

她把自己 25 年摸索出来的教育方法写成了书籍——《温暖的爱，

幸福的家》。这本书已经面世。她相信，这本书不仅能对更多再

组家庭有所启迪，对原生家庭的父母也会有很大帮助。

■婚姻宝典

对再组家庭的建议继母与继女合力出了一本关于爱的书籍
教育要有爱，更要有方法

当闫玉兰得知自己即将有一个

9岁的继女时，其实很开心。

“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我觉

得自己很幸运，没有经过生养孩子

之苦就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10月12日，闫玉兰在接受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说，当年，为了

跟继女安娜有一个好的开始，她决

定把结婚时间延迟到寒假，让孩子

有更多时间接受她。

1991 年 1 月，闫玉兰结婚了。

她在结婚前就暗下决心，不仅要给

女儿爱和包容，更要注意教育的方

法：“重爱轻教育的继母其实也是

失败的，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要对

孩子负责。”

安娜爱哭，但闫玉兰发现，她

上进心特别强，就给她定制了一个

考核表。如果安娜没哭，她就在考

核表上画一朵小红花。闫玉兰还给

自己做了考核表，如果安娜对她满

意，可以在她的表格上画一面小红

旗。安娜兴致冲冲地行使自己的责

任和权力，爱哭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闫玉兰还以《画红花与插红旗》为

题写成文章，发表在 2003 年的《今

日女报》上。

父母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也

很重要。以前的安娜喜欢高声说话，

和父亲交流都像在吵架。闫玉兰就

从自身做起，在家从不大声说话，

而是轻声细语，还让丈夫也这么做。

这样安娜就发现，不管自己声音有

多大，家里人都轻声细语地回答自

己，渐渐地，她也能和别人耐心、

温柔地交流了。

“备课式谈话”是闫玉兰在教

育女儿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方

法。“她犯了错，我不会第一时间

指责她，而是思考先谈什么，后谈

什么，该怎么谈既能不伤她的面子

和自尊心，又能让她改掉这个缺点？

这个过程就跟备课一样”。闫玉兰

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女儿非常喜

欢这样的谈话，也能认识并改正自

己的错误。

“除了这些，父母的修养学识、

夫妻间的感情、对长辈的态度，都

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对你的态

度。”闫玉兰说，“继母不仅要当一

个好母亲，也要当好妻子、好儿媳。”

文 / 董智齐
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的内容多是

中国的封建礼教对其惨无人性的压迫，比如《祝

福》中的祥林嫂、《离婚》里的爱姑。看完这些

作品的女性朋友估计都会有一种“下辈子不再做

女人”的想法。难道鲁迅看女性都是这么悲观

吗？

鲁迅写过很多文章，但都没有“老老实实”

地写过自己会欣赏什么样的女人。萧红在《回忆

鲁迅先生》中，说她从鲁迅家出发准备赴一个

筵会，“为着取美”，萧红让鲁迅的妻子许广平找

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米色的绿

色的还有桃红色的一大堆，最后两人挑来选去选

了个米色的，可鲁迅一脸严肃地说：“不要那样装

饰她。”萧红有点窘迫：“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

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鲁迅说：“看过书的，

关于美学的。” 这样的点评，估计会让现在很多

女性朋友觉得鲁迅真无趣，一点装饰打扮，怎

么还牵扯到美学呢！

其实不然，鲁迅对女性是非常率真且绅士

的。同样是对萧红，鲁迅对其穿的新奇的大红

上衣说：“不大漂亮。”然后又接着说：“你的裙

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

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

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

起很浑浊……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

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

了。”随后鲁迅又很有兴致地把萧红的一双短统

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她的短靴是军人穿的，

萧红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

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

穿了吗？”“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

一说你该不穿了。”这不就是现在女性对男性要

求的“矜持空间”吗？

其实鲁迅谈女人的次数并不少，但是他对

女人的情感最接近他平凡人的一面，也是鲁迅

思想、鲁迅精神较独特的一面。1925 年，章士

刊以" 有伤风化 "为由，向段祺瑞提交《停办北

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阻止男女同校，并要求

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看了这等“荒谬之

词”，随后便在《妇女周刊》上发表《寡妇主义》

一文，讥讽章士钊为“寡妇主义”。在这篇文章中，

鲁迅以巧取直骂的方式，说那些认为女性“专是

家庭中物”，只需做贤妻良母的人为“寡妇主义”，

更是犀利指出质疑女性受教育权的人是“反改革

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

人，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而且鲁迅希望女

性能够寻求自立倾向，避免“自立之后，又转而

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

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

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创造

了那个时代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和一个相对完

整的女性世界，其中寄寓了鲁迅对中国妇女的深

切同情，挖掘她们被扭曲、被践踏的根源，深

刻地揭露了她们的主体意识被抹杀的社会现实，

并执著地为她们的解放寻找出路。正是在关注妇

女、探索妇女问题的角度上，鲁迅成为中国现代

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挑剔严厉的鲁迅眼中
女人是何模样

10 月 19 日是鲁迅逝世 80 周年纪念
日。鲁迅先生为当时危难深重的中华民
族忧虑且发声，对后世几代人都有不可
磨灭的影响。本报特刊发此纪念文章，
致敬其为中国女性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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