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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调查表明：有42%的孩子进入青春期
后有叛逆心理，进入初高中，20%的孩子因为叛
逆与父母有过激烈争吵。大连瓦房店市的张成

富、王秀慧夫妇就曾遭遇这种情况。他们的儿子初二时开
始厌学并沉迷于网络游戏，拒绝与父母沟通交流。认识到
孩子的问题首先是父母的问题，夫妻俩决定从改变自己做
起，从此开启了他们的学习之路。通过不断学习，言传身
教，他们终于帮助儿子戒掉网瘾并考上大学。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
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
名 于 后 世 ，以 显 父 母 ，孝 之 终
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
终于立身……”上周五晚上，福
慧书院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20
多名大中小学生围坐在书桌两
侧，认真诵读《孝经》。这是福慧
书院每周五定期举办的《论语》
诵读和诗词写作公益课堂。一
旁陪伴的家长有的跟着朗读，有
的在静静地看书。王秀慧在一
旁用手机拍摄画面，然后在“福
慧书院文化乐园”微信群里和大
家分享。

“真的很感谢张成富夫妇创造
了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每周末我都
带孩子来这儿学习。通过学习，我
也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
子犹如一台复印机，有什么样的父
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所以父母
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
这样才能更好地引领孩子成长。”
一位学生家长感慨道。

王秀慧笑着说：“这几年我学
习了《弟子规》《孝经》等中国传统
文化经典，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我
每天坚持研读、体会、感悟、反思、
践行，原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学习改变
不了一个人的起点，但一定会改
变一个人的终点。”

在张成富夫妇的带动下，福慧
书院的志愿服务队伍日益壮大，他
们当中有大学教授、书法家、心理
学家、作家、中小学教师等，大家自
愿把周末闲暇时间奉献出来，在书
院无偿教学生学习国学、书法和绘
画，每个人都奉献着，就像一个快
乐的大家庭。

作为义工的小学教师曲嘉宁
为福慧书院写下这样一首诗：

寒梅绽放溢幽香，
朗朗书声盈满堂。
腕底生辉行雨露，
心中有善沐阳光。
千秋岁月留瑶翠，
万世家园育俊良。
福慧夫妻传雅韵，
施仁惠爱续华章。

面对这样的褒奖，王秀慧
说：“现在大家物质生活都比较
富裕，每个家庭其实都不缺书，
主要是爱看书的人少，福慧书
院只是在做一种引领，我们一
家人的愿望是希望有更多的阅
读场所，这样爱上读书的人会
越来越多。”

大连瓦房店市水果新城有座福慧书院，由张成富、王秀慧夫妻
俩创办。走进福慧书院，记者看到古色古香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满
了各类书籍，墙上挂着的“勤学志远”“厚德载物”的书法作品尤其
醒目。长长的书桌旁，十几名小学生整齐就座，书院里正在上《论
语》诵读公益课程。张成富和妻子王秀慧也在一旁静静聆听。课
后，王秀慧跟记者聊起办书院的初衷。

夫妻俩办公益书屋与孩子共同成长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并摄

张成富、王秀慧生于1971年，文
化程度都不高。夫妻俩从 1996 年
开始做服装生意，儿子张峰瑞从小
活泼可爱，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温
馨、幸福。

“儿子小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忙
着经营服装生意，对孩子在物质上尽
量满足，但陪伴他的时间很少。孩子
上小学时还算不错，但到了初中二年
级时开始厌学，特别贪玩儿。劝说几
次无效后，我对孩子就失去了耐心，
从以前的溺爱变成简单粗暴地对待
他，几次动手打孩子，打完后自己又
后悔，经常处于无奈和纠结之中。终
于有一天，孩子不再愿意与我交流
了，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进房间，还
把房间的门玻璃用纸糊上。这层纸
其实是在我们母子心灵之间建起的
一堵墙啊。我特别难过，整天以泪洗
面，幸福感一点儿都没有了。”回忆那
段时间，王秀慧仍感到揪心。

无可奈何、束手无策之际，2014
年春天，王秀慧偶然走进瓦房店“幸
福人生”公益讲堂。在这里，王秀慧

认识到，儿子的叛逆主要是因为自
己学识水平较低、家教方式简单粗
暴造成的。

从此，张成富、王秀慧夫妻俩开
启了学习之路。他们远到山东、河
北，近到大连市内，积极参加各种学
习活动。通过不断学习，夫妻俩认
识到，孩子的问题首先是父母的问
题，要想让孩子进步，自己得首先进
步。他们不再把焦点只放在孩子身
上，而是放在自身成长和孝敬父母
上。他们常回家看望父母，陪父母
聊天，给老人洗脚、按摩，每月定期
给父母赡养费。工作之余，夫妻俩
还经常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做一些
力所能及献爱心的事。夫妻俩当时
的想法是：帮不了自己的孩子，那就
帮助别人的孩子。

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2016年，
他们把自家用来经营服装生意的公
建房的二楼腾出一个70平方米的房
间，又购买了上百本传统文化方面的
书籍，招呼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家的
孩子们有空来看书。

叛逆儿子迷上网络游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也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不
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过程中，张成
富、王秀慧夫妻俩学会接纳孩子的
一切，学会用自身的言行影响并引
领孩子。

王秀慧把儿子张峰瑞也带进
“幸福人生”讲堂，让他听到很多从
不幸到幸福的家庭故事，感受生活
的可贵。王秀慧意识到，一个母亲
真正的力量，是她的慈祥、温柔、温
和，回想以前经常在孩子面前扯着
嗓门喊、绷着脸指责唠叨的样子，她
感到自责又内疚。

父母的心态平和了，孩子的心
态也渐渐平和了。高三时，张峰瑞
与父母的交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
懂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备考
当中。当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那一刻，张成富、王秀慧夫妻俩一
拍即合，决定关闭一楼的服装店，两
层都改作公益书院。

说干就干，张成富负责装修、
购买书架和桌椅，王秀慧负责购
买和收集图书，陆续投入了十余
万元。张成富说：“我自己读书不
多，现在一面打理书院，一面看书
充实自己，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看到每天有很多人前来看书、借
书，不但没有觉得吃亏，反而觉得

‘赚’了。”
2017 年年底，装饰一新的福

慧书院正式对外开放。由于夫妻俩
都是瓦房店幸福人生义工队的义
工，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向这里捐
书。书院现有教育、科技、历史、文
化、文学、医学等方面的书籍逾万
册，其中传统文化书籍占较大比
重。目前，书院的微信群已有数百
人加入。张成富介绍，书院的开闭
时间是根据中小学生的作息时间设
定的，每天能有二三十人来这里看
书、借书，还有一些中小学生来这里
温习功课。

改变发生在润物无声中

转眼，张峰瑞已经是一名大
二的学生。每当放寒暑假时，张
峰瑞就赶紧回家，担起书院负责
人的角色。每天不到 8 点，他就
打开书院的门，分类摆放好图
书，打扫房间，摆好桌椅，准备接
待来看书的人。来这里阅读的
孩子都很喜欢这个文质彬彬、开
朗健谈的大哥哥。

张峰瑞还邀请高中同学一
起在书院做义工，参加读书活
动。“我也没想到父母能把书院
一直坚持开下来，看到他们每天
忙里忙外的，我也要尽一份力。”
张峰瑞说。

“现在还玩网络游戏吗？”当
记者问张峰瑞时，他淡淡地说：

“现在是有节制地玩。希望大家
不要把网游想象成洪水猛兽，家
长、学校的正面引导很重要。”

王秀慧现在把主要精力用在
组织活动、协调老师上课上。书
院定期举办国学讲座、诗词写作、
书法绘画等公益课堂，成为附近
青少年读书学习的好去处。

闲暇时间，王秀慧会静静地
看书，也会做读书笔记。她曾在
笔记中写出如下感悟——

“其实家风，就是这个家庭
的父母或者长辈所倡导的，并
且能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言
传身教形成一个家庭的风气和
道德氛围。”

“爱的出发点在于引路。引
路，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心地坦
荡的大爱。”

“父母优良的品格和健全的
精神意志，才是子女们一生享之
不尽的财富。”

“不少父母爱得糊涂，爱得
错位，爱得过分。不要培养‘超
级婴儿’。爱是一门艺术，需要
表达，也需要行动。有时一个拥
抱胜过千言万语。爱要适度，不
要让你的爱泛滥成灾。溺爱的
结果是伤害。”

一些学生家长听闻这一家人
的故事后，困惑时会到福慧书院
咨询，张成富夫妇就会毫无保留
地将家教心得分享给大家。

“我们想把书院作为后半生
的事业来经营，希望更多的孩子
能爱上读书，希望更多的家庭离
苦得乐，走向幸福。”王秀慧说。

书院成为一家人
共同成长的平台

张成富、王秀慧和儿子张峰瑞在书院里合影。

福慧书院每周五举办国学诵读公益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