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提示

核

萧百佑将自己的打法

总结成 7 条

1. 初中以后少打， 因为性格已经定

型，但在幼儿、小学时期，定要严厉管教；

2.只用藤条或鸡毛掸，伤皮肉不伤筋

骨；

3. 只打手和小腿， 身体其他部位不

打；

4.打前先训话，讲明错误之处再打；

5.一个孩子犯错，其他孩子必须站在

一旁听从教诲，看着兄弟姐妹挨打；

6.打之前告诉孩子这次要打几下，让

孩子自己数，不多打不少打，数错一下罚

十下；

7.孩子必须主动伸手挨打，不能缩手

躲避，不能喊疼，缩手一下多打一下，喊

疼打得更重。

天下 / 深读

2011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二

08

编辑 / 王娜 见习美编 / 张帅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淇河晨报

他的妻子虽然对丈夫这套教育方式不完

全赞同，但看见孩子的学业进步，也就无条件

支持了。

她会在孩子被打出伤痕之后， 行使母亲

的柔情，为他们上药。 外涂的万花油，4 个孩

子有时候轮着用，有时候一起用。

萧百佑对孩子的惩罚没有上限，因为“错

误没有上限一说”。 有一次他打完小女儿萧

冰， 萧冰的姑妈边哭边给侄女洗澡。 因为要

练琴， 萧冰只能被打腿， 上面全是血印。“姑

妈你别数了，”萧冰冷静地说，“28 下。 ”“这证

明我在打她的时候，她头脑是清晰的，知道自

己是错的，应该受罚。 ”萧百佑对女儿的表现

充分认可。“狼爸”萧百佑效法的是自己的双

亲。 他的爸爸在家中极具权威， 母亲则每天

两顿以上， 不说道理地打自己的儿子。 “当

时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 物质一穷二白， 精

神则完全疯狂， 母亲对我有暴打的成分，她

又不认字，但把我教正了。 ”萧百佑说，“她打

我和我现在打孩子唯一相同的地方， 就是对

孩子的爱。 ”

常备藤条鸡毛掸 灌输考不上北大就是失败

“狼爸”教子 20 年打出“一门仨北大”

将 3 个孩子送进北大，香

港商人萧百佑跻身成功父母行

列，出版教子经《所以，北大兄

妹》。“美国虎妈”已让西方人大

面积质疑，以“打”为法宝的“中

国狼爸”，再次掀起对中国传统

教育模式的讨论。

内地教育

是个很好的体系

记者：孩子要严格教育，但有

没有打以外的好方法？

萧百佑：在中国没有。 人首先

是动物性，其次才是人性，小孩是

不具备完整的人性的，所以我们要

用动物条件反射的方式来教育他，

加强他们的记忆， 打是最好的方

式。 我见到很多 3 岁左右的小孩，

就为了让他吃一口饭， 还不是一

碗，他的父母或者保姆绕着桌子追

三圈，这太恐怖了。 我的 4 个孩子

只打了一次， 他们就好好吃饭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来管中国足

球，两年，绝对拿亚洲冠军。

记者：你把孩子“打进北大”的

做法， 在中国是否具有普适性，值

得效法？

萧百佑：如果平常和孩子很少

聊天， 小孩对你就只有畏没有敬，

你打他， 他肯定逆反。 如果爸爸

妈妈天天吵架， 自己身不正， 你

打他， 他就觉得你像欺负妈妈一

样欺负他。 夫妻之间的爱、 父母

对长辈的孝顺和兄弟姐妹之间的

团结， 这些对小孩很重要。 他为

什么要听你的， 为什么你打他他

都认同， 有一条， 他服。 良好的

家庭氛围， 我觉得是可以采用极

端教育方法的前提。

记者： 你的孩子都有香港身

份，却并没有送去香港读书。

萧百佑：我认为中国人的孩子

还是在中国内地接受教育好。我更

反对的是把小孩送到国外，尤其是

上小学、初中时就送出去，孩子最

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家庭。现在

出国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也不排

除其中会有很成功的，但我认为起

码父母不快乐，见不到孩子，孩子

再优秀也没用。

记者：出去的孩子也是因为对

内地教育不信任。

萧百佑：内地的教育还是有一

个很好的体系，只不过这几年大家

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打烂了一些

好传统。以前像奥数这样的国际大

赛，中国学生都是顶呱呱的，但现

在很多人怀疑中国学生的创造性，

我认为这是中西方国情的差异。我

们的父辈都没有创造性，你根本不

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有创造性。这

种体制下，创新本身就是不被鼓励

的，中国最鼓励的是中庸，这个社

会的价值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首

先是守好规矩。

记者：你觉得孩子考上北大就

是人生的成功了？

萧百佑： 在读书这个阶段，北

大就是成功，但这还不是人生的成

功。 （据《半岛晨报》）

“萧式民主”

孩子是民，家长是主

有赖于一种质地坚韧、 弹性极佳的藤本植

物，香港商人萧百佑幸运地跻身“成功父母”行

列。

他的长子萧尧和长女萧君在 2009 年分别

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法学院录取。 今年

夏天， 二女儿萧箫紧随其后， 成为了哥哥姐姐

的校友。 最小的三女儿萧冰目前正读高二， 她

有古筝特长， 目标是同样位于首都的中央音乐

学院。“狼爸”在全国各地做奢侈品生意，家境早

已中产。 他并没有细读过有关“虎妈”的任何报

道。 在被记者问到“狼爸”与“虎妈”的差别时，萧

百佑错误地以为“虎妈”只是用严苛的方式教育

别人的孩子，而他教的孩子则是自己的。

萧百佑坚定地认为， 只有中国传统教育才

是最正统、最优秀的教育方式。 这或许也是他与

“虎妈”的共识之一。 当自己的教育理念被一帮

朋友群起攻之时， 他大声反驳道：“中国几千年

的礼不可丢，父亲就要有做父亲的威信，孩子不

对，就要打，打，他们才能记住。 ”

在过去近 20 年中，萧百佑无数次从家中的

仿古花瓶里取出藤条，来到客厅，然后变身“圣

斗士”，杀气腾腾地立于儿女面前。 没有任何商

量余地，孩子犯了错误，必须要打。

孩子们当然有过反抗， 何况联起手来就可

四对一， 不过人数上的优势从未影响结果。 萧

尧曾据理力争说：“现代社会要讲求民主。 ”萧百

佑则不屑地回应：“你是民， 我是主， 这就是民

主。 ”

社交控制

去同学家须提交申请书

萧家的教育模式就是孩子不允许自由看电

视和上网，不允许随便开冰箱喝可乐，家在广州

时，孩子的房间也不允许开空调。 从刚会说话开

始， 几个孩子的必修课就是 《声律启蒙》《三字

经》《琵琶行》。

萧百佑不停地向几个孩子灌输， 考不上北

大就是失败。 哥哥姐姐同时被北大录取，二女儿

萧箫自然有了要延续这一传统的额外压力。“所

以我给你一个条件，”萧百佑在考前对她说，“考

不上爸爸不批评你，但是你必须重考。 ”

孩子们上学后， 与同学的交往一直被严格

限制。 为杜绝被同龄的孩子带坏，萧家子弟若想

去同学家串门， 必先提交一份格式完整的申请

书，列明去哪位同学家，这位同学在班级担任的

职务，学习成绩如何；同行的同学有哪几个，都

在班上担任什么职务，学习成绩如何；大概要待

多久，何时可以回来；同学家长的姓名和电话。

最后，申请书还必须由班主任签字。 孩子们当然

不好意思为了找个同学还去见老师， 申请书大

都断于签字环节。

孩子在上大学之前不需要朋友。 这是萧百

佑众多不近人情的坚持之一。 因各种原因，萧家

搬迁过 5 次，每次转学、搬家后，萧尧与之前的

同学便完全失去联络， 他的小学同学如今一个

也联系不上。 在萧百佑看来，以前的同学既然已

经不“同学”了，又有何可交流。 从小到大，萧尧

只在学校参加过两次春游， 对如此严格的社交

控制，萧百佑得意洋洋，因为这“为孩子们在同

学圈中圈起了一个最纯洁、最安全的环境”。

专注学习

任何课外活动都被禁止

任何课外活动在萧家都被禁止。 小学时

代的萧尧曾沉迷于植物研究， 家里的阳台上

摆满了他种植的各类花草。 但在一次幅度不

大的考试成绩下降后， 萧百佑命令儿子把全

部植物扔进垃圾桶。为此，萧尧不顾必然被打

的命运，与父亲发生了少有的争执。萧百佑拿

着藤条对儿子喝道：“我本来不想管你， 但是

你太不争气，有兴趣可以，考上大学再来给我

谈兴趣！ ”

打完儿子，萧百佑又布置了 10 遍《滕王

阁序》的抄写。回忆这段往事，萧尧称，自己对

植物的兴趣， 如今也只限于帮妈妈种些葱、

姜、蒜了。

“素质教育是重要的，但是在中国高考普

遍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 又怎么能保证素质

教育和谐发展呢？ ”萧百佑说。

萧家四兄妹一直不被允许参加校内的比

赛活动，被同学誉为“三分王子”的萧尧也不

能随心所欲地去打篮球。 父亲对他说：“古有

文官与武官，若选择做文官，便不许做武官。 ”

在孩子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前， 萧百

佑也不给一分零花钱， 因为有了零花钱便会

有新鲜好玩的东西， 对学习也就越发没有兴

趣。“荒废了学业，父母反而埋怨是教育制度

之过，试问这教育制度又何罪之有？ ”

因为父亲的“暴政”，萧尧曾经想过离家

出走，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没有钱，没有朋友，

他想，能走到哪儿？

虽不赞同

妻子支持他的棍棒教育

4

3

“我是被母亲打出来的，所

以当我看到无数人狂热推崇西

方散漫式教育而无情抨击中国

传统教育方法时，我感到心痛，

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向大家证明

点什么。 ”

———萧百佑

▲

萧百佑和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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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萧百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