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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目前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不容乐观。9月 22日，沧州安定

医院组织的一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讲座及会诊”活动，将目光聚焦这

一问题。

医院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儿童青

少年心理专家、中残联副主席、北京

安定医院郑毅教授，河北省精神卫生

中心张欣教授，沧州市中心医院刘焕

珍教授进行授课。来自团市委、市教

育局及多所医院和学校的相关人员共

160余人，集聚一堂，共同探讨青少

年心理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我与张之先生的友情
已近半个世纪之久。上世
纪 80年代初，我在黄骅剧
团工作时，我们就开始了
通信往来。1984 年 10 月，
因工作需要，我与张之先
生一并被调到原沧州地区
展览馆工作。不久他被提
拔为副馆长，我被地区人
事局录用为国家干部。但
我们都有自己的爱好，他
喜欢书法，我爱好篆刻，
且一起筹备过各类书画和
篆刻展览。1985年4月，又
一起筹建成立了沧海印
社，他力荐我任社长，他
与孙铁宝先生为副社长。
后来他被调往市文联，我
被评为副研究馆员、研究
馆 员 。 2006 年 到 2016 年
间，张之任中国书协第五
届、第六届刻字委员会副
主任，我在 2013年西泠印
社第九届社员大会上高票
当选为理事。我们都在不
懈地努力工作，相互勉
励，共同进步。

张之先生向来做人低
调、做事高调。一路走
来，我们在工作上配合默
契，感情上惺惺相惜。有
时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
时，也会发生争执，甚至
面红耳赤。但事过如初，
相知如故。

1984年冬，我与张之先
生共同编印沧州有史以来第
一本《沧州书法篆刻选》。
1991年，为不留遗珠之憾，
我们又克服种种困难，编辑
出版了“全国第四届书法篆
展”落选作集——《墨海遗
珠》，当时在中国书坛上引
起了强烈反响。1993 年，
张之先生任市书协副主席
兼秘书长，我任副主席。
1997年，他当选河北省书
协副主席，我当选为主席
团委员兼篆刻委员会主
任。2007年 12月，沧州市
书协换届，张之先生当选
主席，他又聘我为市书协
名誉主席。2008年1月，他
创刊了河北省首家书法杂
志《沧海书法》，又聘我为
特邀编委。当年8月，世人
瞩目的第 29届奥运会在北
京举办，我策划、沧海印
社发起了“刻冠军印 扬
冠军名”活动，我与张
之、冯宝麟、李泽成、吕
铁元、姚海宽等8位中国书
协会员共创作了 60方“中
国奥运冠军印”、20方主题
口号印在报纸上连续刊
发，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
注。随后，应邀到央视
《鉴宝》栏目做专题节目，
播放后，在全国一炮打
响。2015年，沧海印社成
立 30周年庆典，张之先生
主持了庆典大会。沧海印
社成立 35周年社庆时，聘
请他为艺术导师，我亲自
为他颁发了聘书。合作的
事还有很多，数不胜数，让
人难以忘却。就这样，我们
在一起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
冬，直到今天。我从满头黑
发的青年变成了现在的秃顶
白发老人，小我4岁的张之
先生也年逾古稀、头发稀
疏。光阴荏苒，似水流年，
我们彼此的情谊，像经过时
光岁月陈酿的美酒，醇香无
比，回味无穷……

我们不仅是同乡，还
是近邻，都住在一个小区
里。张之先生住在北楼靠
西侧，我住在南楼最西

端。去年，他为了出入和
搬运东西方便，在小南房
开了个朝南的门儿，门前
又修了两级台阶，正好与
我家北楼口对着。有一
日，我好奇地用米尺量了
一下，不多不少正好 3米。
所以说，我家离张之家只
有 3 米远。实际上，我从
2007 年就不在这里住了，
旧居成了我的工作室。我
如果不去外地，就会天天
来工作室“上班”，中午饭
也在这吃，一待就是一
天，晚上才回家。所以，
我们仍然还是邻居。如果
想与张先生见面，每天都
能朝夕相处。

3米远的邻居与“一丈
邻”印又有何关系？今年 8
月 12日，沧州籍书法家贾
乾初先生回沧办个人书法
展，山东大学威海书法研
究院院长单国防先生等有
关教授、学者、友人一并
来沧祝贺。主办方安排我
与张之先生一同陪单院长
吃午饭，席间叙谈，原来
他们二位在 20年前就相识
且是好友。单院长因是山
东省原书协副主席兼刻字
委员会主任，张之时任河
北省书协副主席也兼刻字
委员会主任，他们之间工
作上常有交流，成为朋友
就不足为奇了。

席间我们无拘无束、
畅所欲言，单院长既是领
导、书法家，又是京剧票
友，且精于操琴，可谓多
才多艺，是位才华横溢的
艺术家。与人交谈，他又
是一位谈笑风生、平易近
人且好交朋友的人。

我说起与张之先生数
十年的友情，又说起和他
为近邻，单先生说：“近邻
有多近？”我说：“3 米不
足。”我接着说：“我计划为
张先生刻方闲章作纪念，印
文拟定‘三米邻居’。”单先
生随口答道：“韩先生这方
印文可否刻‘一丈邻’？”张
之 先 生 听 后 即 刻 称 道 ：
“‘一丈邻’好，就这么定
啦！”我欣然应允，心想：
刻印印文字数越少，笔画
越简就越好刻。实际上，
我不在意笔画繁简和字数
多少，而是单先生所提出
的“一丈邻”比起“三米
邻居”既简练又文气，且
同样能表达内容，不得不
佩服单先生的才学。

前几天，张之先生选
好了一块平头巴林石给我
送来。在我设计印稿时，
特意选用 《中山王铭》 中
的简笔“邻”，与另“一
丈”二字很协调，就这样
便刻成了这方小印“一丈
邻”。为了记载这方印的来
历，我特意刻了两面边
款，用篆书刻此印名称

“一丈邻”，用楷书刻边
款，其一：为张之先生刻
闲章存念并正之。西泠印
人 焕峰刻于瓦斋灯下。其
二：余与张之先生为近
邻，近得难以相信，仅三
米不足丈。有道是：远亲
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也。癸卯秋月 焕峰刻並
记。

在张之先生送来石头
的 同 时 ， 还 顺便赠送我
一幅字，无意中又成为我
们的情谊加深艺术的交
流，也在文化界传为艺坛
佳话。

篆刻篆刻““一丈邻一丈邻””的故事的故事
———我与张之先生的半世友情—我与张之先生的半世友情
韩焕峰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承载着社会和家庭的
希望，也承载着现代化建
设、民族复兴之重任。然
而，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
却令人担忧。”从事精神医
学临床、教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工作已 30多年的郑
毅教授，说起这一话题，
不无忧虑。

2021年5月，第一份有
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
病率的流调报告，发表在
《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
杂志上。该研究就是由郑教
授等学者牵头开展的。

这项工作从 2012 年底
启动，选取了地域和经济文
化有代表性的北京、辽宁、
江苏、湖南、四川 5 个省
（市）约7.4万名儿童青少年
作为样本。调研结果显示：
6至16岁在校学生中，中国
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
病率为17.5％。其中，流行
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碍包括：
注 意 缺 陷 多 动 障 碍 占
6.4％、焦虑障碍占 4.7％、
对立违抗障碍占 3.6％、抑
郁障碍占 3.0％、抽动障碍
占 2.5％。患病率高，却只
有不足 1/5的患者得到了适
宜的治疗。青少年自杀占全
球死亡原因的第3位。

而据 《2022 年国民抑
郁症蓝皮书》显示，目前我
国 患 抑 郁 症 人 数 为 9500
万。在抑郁情绪患者群体
中，50%为在校学生，学业
压力已成为压在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身上的一座大山。半
数精神问题在 14岁之前已

初露端倪，而在 24岁之前，这些问题
中的75％已经显露出来。

郑毅教授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并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
所学校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共同的
公共卫生问题。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
对患者家庭以及社会均造成了巨大而
深远的影响，已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
焦点。但是目前国内对青少年精神障
碍及心理问题的识别率较低，专业人
员数量及能力根本无法满足社会需
求。同时，国民对于抑郁症的了解也
知之不多，抑郁症患者依然面临着病
耻感强、疾病教育缺失、就医困难等
问题。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
势，这需要引起社会的重视。

刘汉祥在创作中刘汉祥在创作中

从市区新华桥西河沿往南走，有一
大片平房，这里就是白家口村老百姓的
旧居。60岁的刘汉祥就住在这里。烙葫
芦、写书法、刻版绘图，他的生活自在
而惬意。

“我家在市区西边有楼房，可我
还是喜欢住在老宅里。老宅接地气，
还紧挨运河边，住着舒心。”刘汉祥
说。他把南房打造成自己的工作室，
桌子上摆满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葫
芦。

采访当天，他正在一个中型葫芦上
烙制一头牛，牛的形象已具雏形。“还
有很多细节没有完善，怎么也得再等几
天葫芦画才能完工。”刘汉祥烙制的葫
芦画姿态各异，依葫芦大小，画风也有

所不同。小葫芦上烙的多是小动物，一
只蝉、一只蜻蜓、一只蝴蝶，画幅不
大，却精巧可爱、栩栩如生。中型葫芦
烙的多是人物，老寿星、仙女、卡通人
物、戏曲人物等，不一而足。大葫芦烙
的多是大幅的作品，题材以中国民俗画
为主，有一种生动热烈的美。

刘汉祥烙葫芦画，纯属业余爱好。
朋友们知道他有此雅好，种了葫芦，也
多送他。他烙制好后，也常分送给朋
友。

刘汉祥兄弟三人，世居大运河畔，
他住的老宅，人称刘家大院，在白家
口颇有名气。刘家大院如今分为三
处，刘汉祥住在中间。年轻时，他曾
在工厂上班，后来辞了职，靠着绘图

刻版的手艺，供孩子上了大学、买了
新房。可他还是舍不得离开老宅。在
他的简单改造下，老宅冬暖夏凉、舒
适干净。他说，住在这里没有一点儿
拘束感，抬脚迈步就能进门出门，老
街坊见面说话透着一股子亲近，有一
种说不出的自在。

他心灵手巧，烙葫芦外，还写一
手好字。除了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书法
外，刘汉祥还自制了一支特大号的软
笔，常蘸上水在地上写字。屋子一角
挂着一块《一帆风顺》的木版画，一
问，也是他的杰作。

“生活本就平凡，何不潇洒一点，
活出本真和自我？”刘汉祥说。各式各
样的葫芦画里透着他对生命的感悟。

刘汉祥刘汉祥刘汉祥：：：葫芦上烙出五彩生活葫芦上烙出五彩生活葫芦上烙出五彩生活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立新 摄影报道

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

当天的讲座，几位专家都提到了一个
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对青少年患者而
言，父母是其就医前极为关键的一环。他
们能否及时察觉孩子的异动，并给予有效
关注和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
来的病情走向。

然而，遗憾的是，很多家长都只看到
了孩子的行为表现，却看不到背后的情绪
和精神因素，把问题简单定性为不爱学
习、青春期叛逆或者意志力薄弱等。调查
显示，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了

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
许多孩子之所以出现各种心理问题，是因
为他们都是在“战争”中长大的。“焦虑
暴躁的妈妈＋责任缺失的父亲＝出现问题
的孩子”，已经是很多中国家庭的模式。

孩子是看着家长的背影长大的，原生家
庭对青少年的心理行为影响非常显著。和谐
家庭的孩子，性格会比较开朗，整体表现乐
观积极；不和谐家庭的孩子，会因父母长期
争吵，很容易出现焦虑、敏感、多疑、自
卑、孤独等消极的情绪。另外，父母对孩子

的关爱多少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也有突出
影响。现在隔代监护多，老人照顾孩子，只
能照顾生活，甚至无原则溺爱，却很少有心
灵沟通。如果父母与孩子有良好沟通，孩子
的性格一般会比较开朗，交际能力也会比较
突出；如果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比较少，甚至
常对孩子恶言相向，那么孩子的整体状态就
会大受影响，很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状况。

而毁灭和疗愈，在于父母的“一念之
差”。如果父母重视孩子的病症，觉察家庭
和自己的错误，缓解孩子的痛苦，接纳孩
子的异常，给予孩子力量支持，那孩子不
再如即将关机的手机失去电量，而是拥有
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注入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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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十把刀”，刀刀是伤害

讲座互动环节，沧州市迎宾路小学副
校长兰香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提出了自己
的思考。1980年出生的她，在沧州教育界
影响力很大，她把教书育人的感悟与收获
写成了好听的故事，出版发行过多部儿童
文学作品。

同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她，多年
来一直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
她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孩子的情商比智商
更重要，品德比能力更重要。家长要成为
学习型家长，想改变孩子，首先要改变自
己。

她说，现在的小学生父母大都是“80
后”甚至“90后”，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许
多都还没有学会如何科学而理性地做家长。
业内人士曾总结过现代家庭教育的“十把
刀”，这“十把刀”可以说刀刀是伤害。

比如，给的爱太多，甚至超出自己的
能力范围，使得孩子从小习惯了索取，不
懂得珍惜；把唠叨当教育，孩子一旦听烦
了，就会故意对着干，越来越叛逆；总觉
得孩子还小，所有的事情都替孩子做主，
使得孩子缺乏主见；期望值太高，使得孩
子难以承受，一旦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
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就会过度自责、备
受打击；责备得多，鼓励得少，使得孩子
失去学习和生活的动力；太过宠溺，没有
底线，使得孩子缺乏约束力；过分在意，
使得孩子反过来以此要挟父母，达到满足
自己的目的；生活奢侈，使得孩子不知节
俭；无限满足，要什么给什么，使得孩子
很难感知到幸福和快乐；动不动就打，使
得孩子也学会了用暴力解决问题。

而在她接触的有心理问题的孩子中，

追溯源头，都是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许
多家长仍在以孩子的成绩好坏论成败，不
惜重金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甚至为了陪
伴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弄得自己和孩
子都疲于奔命、压力山大。一旦孩子达不
到自己的预期，双方都很容易出现焦虑等
心理问题。

她说，《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
为《教育改革要从家庭教育开始》的文
章，这篇文章提出家长有五个层次。第一
层次：舍得给孩子花钱；第二层次：舍得
为孩子花时间；第三层次：家长开始思考
教育的目标问题；第四层次：家长为了教
育孩子而提升和完善自己；第五层次：父
母尽己所能支持鼓励孩子成为最好的自
己，也以身作则支持孩子成为真正的自
己。

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反问一下自己：
“如果做家长是我的事业，那我的这个事
业现在走到了哪个层次？”

没有精神健康没有精神健康没有精神健康 就没有健康就没有健康就没有健康
本报记者 周红红

“五育并举”，筑牢心理健康防护墙

沧州安定医院副院长李钊对青少年心
理疾病诊治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介绍说，
近年来，太多“小患者”因出现故意割
腕、烫伤等自伤行为被父母带到医院就
医。这些小患者胳膊上划得都是密密麻麻
的刀痕。多数小患者会否认这些自伤行为
的目的是结束生命。他们会告诉医生，他
们反复自伤的目的是用躯体的痛苦缓解情
绪的痛苦、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获得他人
的关注，或者是为了惩罚自己、逃避令自
己感觉痛苦的处境或者责任。

这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患者主要集中
在 10 至 19 岁。这种行为的涵盖范围很
广，包括划伤、刺伤皮肤、伤害性搔抓身
体、啃咬指甲、撞头、非运动性或非娱乐
性地击打自己、拔头发、故意烫烧皮肤

等。
李钊提醒大家，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

自伤行为，就应该鼓励孩子跟自己谈论自
伤问题，真诚共情孩子的困境，及时陪伴
青少年到精神专科医院就医。家长不要一
味劝导孩子“想开点”，而是应该表达自
己感受到了孩子面临的委屈、痛苦、愤
怒、悲伤等负面情绪，自己有能力帮助孩
子一起面对。而专业人士的帮助会降低非
自杀性自伤转化为自杀行为的风险。此
外，学校和社会还应该为这些孩子提供更
多的支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减少校园
欺凌、对精神障碍和自杀的污名化等危险
因素，共同寻找启动“改变”的按钮，让
系统重回“稳态”。

郑毅教授在讲座最后提到，国家近年

来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越来越重视，出
台过不少措施。到 2025年，配备专（兼）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将达到
9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点比例将达到60%。

“五育并举”即以德育心、以智慧
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健心，促
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规范心理健康监测，完善心理预警干预，
建强心理人才队伍，支持心理健康科研，
优化社会心理服务，营造健康成长环境，
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他说，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
只有培育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和
不懈奋斗、荣辱不惊、百折不挠的意志品
质，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才能培养出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作者（（左左））与张之与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