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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俄罗斯国家杜马 !"日通过

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这意
味着俄罗斯将在一个月后正式
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图为反对者
在会场外抗议俄入世

野田或许“埋葬”
日本民主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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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医疗仪器
能救人也能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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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恐战争
失踪者要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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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亲密育儿或许太疯狂
乔安妮·博勒加德是个身心投

入的母亲，总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
最初打算要孩子时，她怎么都

怀不上，为此她辞去会计工作专心
备孕。怀上孩子后，她选择在家生
产，而且压根不考虑无痛分娩。第一
个孩子出生后，她严格按需母乳喂
养，只要孩子需要，随时随地喂奶。
博勒加德再次怀孕时，女儿已

经 !岁多，但她仍坚持母乳喂养，结
果险些因荷尔蒙失调而早产。即使
如此，她仍没有给孩子断奶。今年 "

月产下一名男婴后，她同时母乳喂
养两个孩子。
回首没有孩子的生活，博勒加

德感慨自己变化之大。她与软件工
程师丹尼尔 #$$%年结婚，之后二人
“过着典型的雅皮生活”。他们每周
都“约会”，各自有着精彩的社交生
活。有了孩子之后，这样的生活不复
存在。近 "年来，博勒加德只有一次
将孩子托付别人照看，那是她生老
二的时候。“我从没想到会这样喂养
孩子，”她说，“以前看到有父母这么
做，我觉得他们的育儿法太疯狂。”
在不少人看来，博勒加德的行

为确实“疯狂”，却符合亲密育儿法
主张。与以往注重培养孩子自理能
力的育儿理念相比，这种育儿法更
强调父母的全身心投入和牺牲精
神。亲密育儿法兴起于近 &$年，逐
渐为主流接受。即使未曾听说过这
种说法，不少父母的育儿理念也深
受其影响。母乳喂养、母婴同眠和
“孩不离身”被认为是亲密育儿法的
三大理论基石。
这种育儿理念认为，婴儿的每

一声啼哭都是求助的呼喊，父母万
万不可置孩子哭闹于不顾。笃信者
因此坚持母乳喂养直至孩子二三
岁，让孩子与父母同床睡觉，或者将
婴儿摇篮放置于父母床边，平日则
随时将孩子抱在胸前或背在身上。
亲密育儿法影响颇广，但也争

议不小。在美国，两年来已有 "本著
作专门反驳亲密育儿法的部分主
张。目前，争论主要集中于女性究竟
该如何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与
'$年前西方女权主义高涨时的社
会讨论相似。

推广者童年经历多舛
亲密育儿法惹来不少争议，其

主要推广者、美国儿科医生西尔斯
却逐渐为世人淡忘。&$年前，他与
妻子玛莎合著《西尔斯育儿经》时，
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儿科医生，玛
莎是护士。两人都出身于美国中部
小镇的天主教家庭，都由单亲妈妈
带大，童年生活都谈不上幸福。
西尔斯一个月大时，父亲就离

家而去，再没回来。他从小寄居外公
家，母亲忙着照顾服装店生意，将他
的教育完全托付给天主教学校。“妈

妈希望我守纪律，学校修女们让我
严守规矩，”他回忆，“我至今记得修
女掐着我的肩膀说：‘老实点儿。’”
他很早就开始勤工俭学，修剪

草坪、打零工，尽可能多赚些钱缴学
费。“老实说，我那时候觉得童年糟
透了。”他说。

西尔斯最初想成为一名神父，
高中毕业后考入一家神学院。由于
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他最终放弃
这个理想，转为学医。在就读的医学
院附属医院，他认识了在那里当护
士的玛莎。

玛莎的童年更为苦难，% 岁时
父亲溺水而亡，母亲因家庭遗传患
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家里没有片
刻清静。“我的家庭充满仇恨，不是
大声吵架就是动手打人，”她说。
西尔斯与玛莎认识 "个月后订

婚，(个月后结为夫妻。他们养育了
)个子女：玛莎在医院生了 %个孩
子，另有 "个孩子在家分娩，还有一
个女儿是两人收养的。他们养育孩
子时，亲密育儿法鲜有人知。当时盛
行的育儿法鼓励父母从严管教孩
子：按时哺乳、定时作息，切不可孩
子一哭就抱他、哄他……
西尔斯夫妻对此坚决反对。至

今，西尔斯仍在其网站上称，“长
期”、“过度”啼哭会损害婴儿大脑。
玛莎还以自己的一个亲戚为例，称
此人深受精神疾病困扰，正是因为
婴儿时代哭多了损伤了大脑。

*+,'年，西尔斯读了一本名叫
《闭联集》的书，初次接触亲密育儿

法的概念。此书作者注意到，不同于
西方儿童的乖戾任性，生活在委内
瑞拉雨林的小孩都很听话。她将这归
结于当地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在雨林
中劳作时总将孩子背在身上。
西尔斯从中颇受启发，结合自

己当儿科医生的经历和育儿经验，
他和妻子在 *++#年出版《西尔斯育
儿经》，并以此为基础打造庞大的育
儿产业帝国。如今，,#岁的西尔斯
每周两个下午出诊，定期更新自己
的网站，参加各种育儿电视节目访
谈，还代言从婴儿辅食到阿拉斯加
野生三文鱼等众多产品。

育儿经并无科学根据
西尔斯夫妻有丰富的育儿经

历：他们养育头 "个孩子很省心，第
四个孩子在婴儿时代常因疝气哭
闹，还有一个儿子患有唐氏综合征
……西尔斯常在书中以自己的育儿
经历举例，这无疑加强了该书的可
信度。“西尔斯夫妻啥没见过？”读者
们通常抱有这样的想法。
然而，西尔斯夫妻奉行的亲密

育儿法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全面认
同。他们认为纯母乳喂养最为有益，
母亲们应该依照婴儿需求予以哺
乳，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持续母乳喂
养至孩子 #岁或 "岁。美国儿科学
会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主张在孩子
(个月大之前纯母乳喂养，之后何
时断奶则因人而异；如果持续哺乳，
应在 (个月之后为孩子添加辅食。
西尔斯坚持，父母应该在第一

时间对孩子啼哭作出反应，否则可
能造成“有害神经的影响，进而对大
脑部分发育造成永久损伤”。然而，
他用以佐证的大部分学术研究仅以
幼鼠为实验对象。学术界目前较为
统一的观点是，适度、短时啼哭不会
造成婴儿脑损伤。
西尔斯反对使用任何带护栏的

婴儿床，称这是囚禁孩子的“牢笼”。
他主张，婴儿摇篮应该紧贴父母大
床摆放，或者让孩子与父母同床而
眠。公共卫生部门却郑重警告，同床
而眠极易造成父母压伤婴儿或令其
窒息，婴儿猝死发生的风险也显著
增加。
然而，亲密育儿法的诸多理念

如今俨然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母
乳喂养的益处已成基本常识。西尔
斯推荐的婴儿背带几乎成为必备婴
幼儿用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数据显示，不顾卫生部门警告，
#-$' 年全国 & 个月大的婴儿有近
两成与父母同床睡眠，这在 &$年前
不可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享受充足母爱

的孩子并非一定按照西尔斯的育儿
理念抚养长大。他们可能喝配方奶
粉长大，或许经常被放在婴儿摇椅
中，但与那些由母乳喂养长大、时常
被抱在母亲怀中的孩子相比并无显
著不同。然而，大部分阅读《西尔斯
育儿经》的母亲却不明白这个道理，
担心如果不随时抱着孩子、立即安
抚他们的哭闹，就会对他们造成无
法挽回的伤害。

婴儿过度哭闹影响大脑发育 父母必须全天候“有求必应”

孩不离身：育儿“圣经”还是“谬论”
! ! ! ! 对于亲密

育儿法引发的

争论%妈妈们的

反应大都分为三

个#阵营'( 一种

是西尔斯的 )死

忠派'(无论有关

争论如何激烈%

她们仍严格按照

西尔斯的建议抚

养孩子%几乎 !"

小时围着孩子

转(在她们眼中%

西尔斯堪称英

雄( !#岁的格吕

梅就是这样一位

母亲( 她有两个

孩子%现在还哺

乳喂养 $岁的儿子(

还有一些母亲认同增强母

婴感情纽带的必要性% 但认为

西尔斯的主张过于极端( 这类

母亲大都是职业女性% 她们希

望能有条不紊* 健康有效地养

育孩子! 因此乐于接受新技术

和服务% 为自己赢得更多时间

和个人空间(

第三种母亲则处于前两者

之间( 她们乐于遵从西尔斯的

建议%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

为自己没做到最好而内疚( 为

父母提供心理治疗的咨询师称

这种症状为典型的 +西尔斯创

伤后紊乱'(

或许% 错在有些母亲太把

西尔斯当回事儿(#每当有人提

起亲密育儿法% 我脑中就会出

现这样的妈妈, 手里抱着一个

新生儿% 腰上挂着一个 %岁孩

子%背后还背着一个 &岁的%自

己忙得 '(天都没洗澡( '西尔

斯的长子吉姆说%+我的父母可

不这样% 尽管他们的不少读者

如此抚养孩子( '

在最新出版的育儿书籍

中%西尔斯专门添加篇章%谈到

有必要平衡母婴需求(+你只需

尽你所能照顾好孩子%'他在新

书中写道( 他还建议丈夫们多

体贴妻子%为她们按摩*哄她们

离开家歇会儿--

美国儿科医生威廉·西尔斯是最
成功的育儿专家之一。他与妻子合著
的《西尔斯育儿经》畅销20年，18个
译本在全球售出1500万册。他们倡

导的亲密育儿法被不少父母奉为“圣
经”，但究竟有多少科学依据，无人追
究。《时代》周刊最近试图客观还原这
种育儿法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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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育儿法的推广者西尔

斯夫妇

文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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