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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要严而有度
“教育孩子还是严些好！”这可算时下人们的一

条共同认识。本无可非议。但这个“严”，怎么去把
握，倒是大有文章的。

严，有一词解叫“严格”。也就是说，“严”，要在
一定的“格子”里，出了“格”的“严”，那就达不到教育
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即便是不出格的严，也不
都是切实可行的，还要讲一个“度”，即分寸和策略。
适度的严才恰到好处，失度的严将贻害无穷。

“度”是什么？怎样把握这个“度”？愚以为，在
教育孩子上要有三度。首先要把握好“尊重人格”
的平等态度。孩子虽小，但也都有一个属于他（她）
自己的人格。人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
的，不可随意践踏。不然，造成创伤，便很难愈合。
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以“爱”为出发点，务必让孩子
的自尊心得以充分的尊重。其次是把握住“跳起来
摘果子”的难度。给孩子无论提出什么目标要求，
都要考虑到它经过努力能否可以达到。这样他才
能有信心，有上进心，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若目标
要求“严”得让孩子可望不可及，他便干脆却步，这
就明显失度了。再次要把握“体现个性特色”的力
度。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每一个具有个性特
色的物体，都要用适当的方法去激发。人，也是这
样。因此，作为家长和老师，在决定对孩子采用哪
种方式教育前，都应认真仔细地观察、分析、琢磨，
然后“对症下药”，真正做到因人施教，这样就会准
确有力，达到预期效果。

教子之道 贵在明德
孩童的观察力、可塑性都很强，不同的家庭教

育和环境，对孩童品德的形成和发展都会有不同的
影响。

为溺水老人主动实施人工呼吸的重庆“最美女
孩”余书华，从小就心地善良且乐于助人。她父亲是
一名汽车修理工人，母亲在餐厅打工。余书华五六
岁的时候，父母带她上街，只要看到有乞讨的人都让
她送点钱过去。夏日的一天突然下起暴雨，邻居盛
阿姨是摆露天摊的，12 岁的余书华立即冲出家门去
帮盛阿姨收摊子，而自己却淋成了落汤鸡。“最美女
孩”善举背后的这些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高尚的
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而家庭正是
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

现在有些孩子自私、狭隘、冷漠，处处以自我为
中心完全不懂得尊敬老人、礼让他人、帮助别人。这
些孩子并非生来就这样，而是父母道德教育的缺
失。不少家长，特别是年轻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中，
往往只重视智力投资，需要什么都尽量满足，而孩子
的品格如何，哪些缺点和不足则很少顾及，这样不好
甚至很危险。

德乃立人之本，做事之魂，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
人，家庭不会有什么福祉，对国家、对人民也不会有什
么作为，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做家长的，要经常将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关心他人等一些最基本的社会
公德灌输给孩子，并身体力行。孩子德智体美劳真正
地全面发展了，才会可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给孩子点幽默
不少家长教育孩子时，往往只知道板着面孔说

教，这固然能解决些问题，但如果不时来点幽默，效
果定会更好些。幽默是润滑剂，能融洽大人与孩子
的关系；幽默是兴奋剂，能使家庭生活增添欢乐情
趣。家教中，恰当的幽默不仅能使孩子免去在大人
面前的拘谨，也能使其在轻松的一笑中受到刻骨铭
心的启迪。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

苏联著名诗人米哈依尔·斯维特洛夫就是以幽
默的方法教育孩子的高手。有一次，诗人回到家，
见一家人慌作一团，诗人母亲正在打电话给医院请
急救。原来诗人的小儿子舒拉为出风头，别出心裁
地喝了半瓶墨水。诗人明白，墨水不至于使人中
毒，用不着惊慌，这正是教育舒拉的好时机。于是，
他轻松地问：“你真的喝了墨水？”舒拉得意地坐在
那里，伸出带墨水的舌头，做了个怪脸。诗人一点
不恼，从屋里拿出一叠吸墨水的纸来，对小儿子说：

“现在没办法了，你只有把这些吸墨纸使劲嚼碎吞
下去了！”一场虚惊就这样被诗人一句幽默冲淡了，
并在家人的嘻笑中结束。舒拉原想以此成为家人
的中心，但未能如愿。此后，他再没有犯过类似出
风头的错误了。

在我们身边，幽默教子的“佳作”也很多。我有
个朋友，是个十分风趣的人，秋收的一天，他带着疲
惫从田里回到家，想舀水洗洗脸，可水缸里已干得底
朝天了。表兄没有对正放暑假在家的孩子发火，而
是拿着水勺对孩子说：“小伙子，你到隔壁大妈家借
几勺水先用用吧！”天那！人们一般只听说有缺钱断
粮向别人家借贷的，却从未听说向人家“借水”的。
小家伙知道父亲是在批评他，便二话没说，红着脸，
急急忙忙去挑满了一缸水。你看，这幽默的作用有
多大。若是表兄劈头来一顿臭骂，这水，孩子未必肯
去挑，他的劳动观念更得不到提高。

幽默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表情和
动作。譬如，孩子要做的事情，你认为是好的、可行
的，不妨伸出大拇指，道一声“OK!”；认为是不好的、不
能做的，我就双手一摇，说一声“No！”。孩子们也就愉
快地接受了，或者积极行动，或者“紧急刹车”。当然，
行与不行的道理还是要给孩子们讲明白的。

育子感言
□ 王洪武

里下河水乡有一条美丽的西塘河，河畔有个村
庄叫大潭湾。在解放战争艰难岁月里，这个庄上出
了一名十六岁的小英雄陆才贯，为保卫土地改革的
胜利果实，死在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的枪口下。

陆才贯出生在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
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母靠为地主家打短工和捕鱼为
生，父亲陆广德 13 岁时就给本庄的地主薛兰山家做
长工。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里，父亲为地主撑船
外出，两只手冻僵了，回家后放在热水里泡了一下，
手指竟掉下了四节，终因积劳成疾，不到 40 岁就离开
了人间。这时陆才贯才三四岁，13 岁的姐姐被送给
人家做童养媳，年幼的陆才贯搀扶着哭瞎了双眼的
妈妈沿街乞讨度日。

1943 年，大潭湾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陆才贯母
子俩从此结束了乞丐生活。11 岁的陆才贯便参加了
儿童团组织，后来当了儿童团长。他积极把自己的
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协助地方干部开展抗日救国宣
传等各项工作，那瘦小的身影活跃在大潭湾的街头
巷尾，得到乡亲们的夸赞。1946 年实行土改时，陆才
贯带领儿童们成天敲锣打鼓，宣传土改的政策，斗地
主分浮财时，他发动儿童团员们站岗、放哨、送情报，
不分白天黑夜，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白天，他安排
儿童团员看守浮财；夜晚，轮番到地主的家前屋后，
监视地主的行动，一旦发现地主的异常情况，立即报
告村干部。

一天，陆才贯在村头站岗，发现有个人影在鬼

鬼祟祟地闪动，他悄悄地接近那个人影，发现原来
是地主陶三鉴，不由得大喝一声：“不许动！又有什
么鬼把戏？”陶三鉴一愣，转而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
元，假惺惺地说：“宝宝，我到姑奶奶家去一趟，你千
万不要告诉大人，这几块银元，小意思，送给你母子
用。”“谁要你的臭钱！”陆才贯愤怒地答道。陶三鉴
碰了一鼻子灰，见软的不行，来硬的了：“我姑奶奶
有病要我去一趟，你不让我去，要是姑奶奶有个三
长两短，我见不着，决不饶过你！”“你不要耍滑头，
跟我到村部去！”陆才贯坚定地说。陆才贯把陶三
鉴押送到村部后，经村干部审问，陶三鉴被迫交待
乘夜色外出活动，企图转移财产的阴谋。事后，大
家都夸赞：“陆才贯抓住陶三鉴抓得好！守护了土
改的成果。”

1947 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
反动派在作垂死的挣扎，驻扎在沙沟的还乡团三天
两头地下乡“扫荡”，大潭湾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与
他们暗中勾结，妄图打击报复地方干部，夺回被分掉
的田地和浮财。为了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陆才
贯更加忙碌。白天，组织伙伴们监视控制地主、富农
和坏分子的行踪；夜里，配合村干部值班，防止还乡
团的偷袭。所以，那些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把陆才贯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暗暗发狠要坚决把他除掉。对
共产党恨之入骨的富农分子陶宗湖偷偷逃到沙沟，
向还乡团头子告密，说陶三鉴家有一个共产党藏的
银窖子。

1948 年 2 月 6 日清晨，驻沙沟的国民党军队和
还乡团有二三百人，分三路围剿大潭湾，妄图将我
地方干部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夺回银窖子。而这天
夜里，乡长陶美国、乡干部陈志宏和陆才贯都睡在
儿童团员陶宗宏家。此时，听到枪声，他们立即转
移。陆才贯在藏好浮财以后未来得及转移，就躲到
不远处的祁善举家，由于坏分子陶三宝的告密，还
乡团高福喜闯进祁家，陆才贯见状，趁高不注意，一
头扎进门前的河里，屏气沉在河底。还乡团夏小三
赶上来，用竹篙戳中陆才贯的臀部，将他拖上岸来，
又往他的腰部猛踢了一脚，陆才贯当即昏死过去。
那些还乡团还不解恨，对陆才贯又是一顿拳打脚
踢，见他不再动弹，以为死了，将他抛在河边，又去
抢劫了。刺骨的寒风把陆才贯从昏迷中吹醒，刚刚
忍痛站起来跑了几步，又被一群还乡团成员用钢丝
绳捆住，拴在船上，带到后面的王家庄，被还乡团陶
志余又一阵毒打，逼他交出村干部的集合地点和银
窖子的地点，“呸！休想我告诉你们。”陆才贯斩钉
截铁地回答道。团团围住陆才贯的还乡团们望着
这个十分瘦小，浑身是伤而又异常坚定的小伙子，
一个个束手无策。

傍晚，还乡团结束了一天的疯狂抢劫，把陆才贯
带到塘河边，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取了年仅 16 岁的小
英雄陆才贯的生命……陆才贯用鲜血染红了家乡的
那片热土，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大潭湾的人民
永远怀念他。

用鲜血守护胜利果实
——记小英雄陆才贯

□ 凌 琪 任崇海

那年端午前一天，我们
还在送戏下乡惠民演出的
路上。

“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话是真的。看着车上的
同事们有说有笑，我始终
高 兴 不 起 来 。 娘 家 很 遥
远，不能说回就回。坐在
车上，心里空落落的。

送戏的时候，我拍完
照片，便躲在一角，呆呆地
看着夏风吹过金黄的麦浪，
思绪随着天空上的白云飘
向远方。

“妹子，和我一起去打
粽叶吧。”秀姐不知什么时
候来到了我的身后。不管
我愿意与否，她拖着我的手
便向河边走去。

河边芦苇多，她熟练
地捋过一把苇秆，在上面掐
着嫩绿的叶子，转瞬就是一
叠。而我，笨手笨脚地与芦
苇秆儿摔几次跤，方撕下几
片叶来，头发被芦苇刮得迎
风招展。秀姐看了，笑得前
仰后合，“妹子，你这粽叶打
得能包住糯米嘛？”听她这
一讲，我的气便不打一处
来，“谁要打这玩意的呀，我

又不会包粽子，是你死乞白赖地拽我来的。”她听了，
张大嘴巴笑起来，将粽叶放在包里，帮我理顺头发，
扎好皮套，又拽我回到演出地点。

说实话，我有点“怕”她。她是临时借用到我们
单位的。就在我隔壁的办公室。

秀姐喜动，做完手上的工作，就会跑到我办公室
来，扶着门框，来两下广场舞。动感十足的扭动，往
往看得我目瞪口呆，她却笑嘻嘻地跑来拽我一起跳，
并且说，一天不要总是对着电脑，要运动运动才好。
而我往往整理材料，一低头一抬头时便已经是午休
或下班了，习惯的确不好，不是腰酸就是背痛。她虽
到了半百之年，却依然满面红光，毫无黄脸婆之态。

秀姐率直，性格堪比北方人，有过之无不及。每
天早上经过我办公室的门，她都要评头论足地说我一
顿，你头发要扎起来，要不去做个发型，一天老气横秋
的，也不化个妆，再不美美都老了。丢下这一长串话，
她嗖一下“飞”走了，独自留下我，在空气中凌乱。

秀姐爱穿，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粉面朱唇，像一
只花蝴蝶，在办公区域里飞来飞去。每天都是兴高采
烈，好像从来没有烦恼。她在小区广场舞队领舞，我是
看过的，音乐响起，白色套服，英姿飒爽。秀姐带领着
一群老年人，活力四射，激情无限。

端午那天，我值班。正在微信上和家哥聊天，说
着思乡的情。秀姐挎着包颠颠地跑来，咚一下推开
我的办公室门，将装有十几个粽子的袋子放在我桌
上：“肯定没有包粽子吧，给你带几个尝尝，有咸肉
的、有红豆的、有葡萄干的，吃饱了不想家。”我还未
来得及道谢，她已经不见了踪影。

轻轻打开塑料袋，一只只胖嘟嘟的粽子出现在
眼前，翠绿糯湿，红绳相连，扒开一只，尝上一口，清
香软糯，甜而不腻，那种幸福的感觉慢慢在心底荡漾
开来，回味悠长。

不久，秀姐回到原单位去了，很少再看到她风风
火火的身影。而她曾经送给我的粽香，却一直芬芳
着我的流年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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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桂
媛

晚饭后，和爱人散步到岳父母家，少不了玩一局掼蛋。
以往只要我们一玩牌，上幼儿园中班内弟的女儿蓓

蓓一定会前来打闹，不是抢去牌，就是自己独占一席座
位，任凭怎么哄她，就是有意想吸引我们陪她玩，除非偷
偷趁她父母不在家打开电视动画片，她才肯离开。

我们牌玩起来了，蓓蓓还没出现，一时以为被她父
母带出去了，一问才知，这丫头在我们来之前就虚掩起
她父母房间的门，一个人在安安静静地在玩。或许岳父
母早嫌孩子无休止的喧闹，眼前片刻的清静，难得的放
松，就自顾玩起来。两圈牌打下来，孩子还没动静，喊她
名字也不回应，我怕孩子玩累了自己睡着了，若不脱衣
盖被，冻感冒了又要累着一大家子。于是趁洗牌的当
儿，我轻轻推开房门，没想到这丫头，也正欲出来，她抬
头看我，有点羞涩，我倒笑坏了——蓓蓓的双腮红彤彤，
双唇红盈盈，白衣服上红斑点点……再看她妈妈的梳妆
台被她鼓捣得乱七八糟，更为可笑的是，蓓蓓双脚正穿
着她妈妈尖尖的高跟鞋，或许脚太小，鞋太大，跟太高，
小丫头好不容易站稳了，不敢再向前挪一步……

岳母吵了起来，细丫头片子，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不
见声响，原来自己在臭美，看把你妈妈的化妆品弄得不
成样子，看她回来打你，可怨不得他人……岳父提高了
嗓门，小妖怪，看你嘴唇像在流血，大花脸，活像个丑八
怪，你爸爸回来不揍你才怪……

我蹲下身，用手机拍下孩子臭美的那一刻，爱人帮
孩子收拾起杂乱无章的梳妆台，岳母抱起不愿意离开高
跟鞋的蓓蓓去了洗漱间，洗洗埋怨道，这口红涂到了衣
服上如何是好？这么小就这么臭美……气不过来，给了
蓓蓓小屁股两巴掌。我连忙上前，从岳母怀中接过孩
子，一边帮她擦洗，一边慢声细语和她玩笑着，蓓蓓长大
了，学会了化妆爱美啦！孩子破涕为笑，我是学着妈妈

样子化妆的，妈妈每天美美地化完妆上班，我就是喜欢
看化完妆的妈妈……我继续和她玩笑着，蓓蓓爱美真不
赖！可是偷用妈妈的化妆品可不对呀，小孩子皮肤嫩，
用了会痒痛；试穿妈妈的高跟鞋，你脚太小，站不稳会跌
跟头，会很痛的呀！小丫头抬起湿漉漉一时洗不净的小
花脸，回了我一句，我不怕痒痛！让我哑然失笑。

我把丫头的照片发给在加班的内弟和弟媳，一是告
诉他们孩子调皮弄坏了口红，二是提醒他们不要回来给
孩子一顿训斥或打屁股！

其实，我们儿时何尝不偷偷学着大人的模样也做过
一些傻举，明明唇边茸毛在阳光中才看清，更谈不上胡须
了，一本正经试用起大人的剃须刀，结果划了血口子，大人
责问，谎说顽皮碰下的；父母不在家，仰慕已久他们的黄军
裤和绿裙子，男孩穿起爸爸的黄军裤，两条腿套在一只裤
管里，一条裤管甩在肩上当围脖；女孩穿起妈妈绿色连衣
裙，任凭脚尖再踮起，裙摆依然拖地如婚纱……

蓓蓓贪恋妈妈的口红，那是因口红里藏有妈妈
年轻美丽的容貌；小男孩偷用剃须刀、偷穿爸爸的黄
军裤，那是剃须刀、黄军裤上闪现着爸爸的阳刚和伟
岸；小女孩试穿妈妈连衣裙，那是连衣裙蹁跹着妈妈
的青春气息……

岁月就是这么轮回，当小女孩小男孩长大了，父母
变老了；当蓓蓓长大了，我们也变老了……

如果某个雨天，你遇到某位白领的中年人，一身
正装却配穿着一双半旧不合脚的阿迪达斯运动鞋，请
不要笑话他不懂得着装搭配，更不要笑话他对自己的
吝啬，他脚上那双被正青春孩子弃穿的鞋子，被他不
顾外界眼光勇敢地穿出门，正说明他是位懂得享受爱
的轮回的暖心男人，他只是贪恋着流淌在孩子衣鞋上
的青春气息罢了……

涂起妈妈的口红
□ 胥雅月

阳台上栀子花的花骨朵，
像颗颗青绿色的大水滴，夹杂
在圆形的小绿叶中间，一天天
饱满起来。昨晚回家，我看见
正中间一个花骨朵的半边，竟
然翻出了白色的花瓣，靠近轻
轻一嗅，一股清香沁入心脾，
立刻觉得神清气爽。

这不禁让我想起家乡端
午节飘着的悠悠粽香。

“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
送，生绡画扇盘双凤”，吃粽子
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而对于
儿时的我们来说，粽子不仅和
习俗有关，更是我们一年一度
不可多得的美食。

我们家乡的粽子是用芦
苇叶子包裹糯米做成的。每
年立夏之后，妈妈总是忙里
偷闲，挎着篮子去小河边，挑
选芦苇叶子。芦苇叶子需要
挑那些大小适中，老嫩适宜
的。去了多个小河边之后，
妈妈才能选出足够数量的芦
苇 叶 子 。 芦 苇 叶 子 摘 下 来
后，妈妈就把它们一张张叠
起来，叠到一定数量，把两头
靠在一起，用草绳扎起来，挂
在晾衣绳上吹晒。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到栀子花开的时候，
端午节就来了。

端午节的前一天，妈妈一大早就开始清洗糯
米。她把清洗好的糯米沥干水后，倒在几个小盆
里，然后在小盆里分别拌入泡过水的红豆，剔去核
的蜜枣，剥去皮的青蚕豆，还有花生米。我们吃粽
子时，就像打开盲盒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粽子
是哪一种。不过每一种味道，我们都喜欢。

芦苇叶子在裹糯米之前，先要在锅里煮一
下，煮过的芦苇叶子颜色重新变得鲜嫩，好像才
摘下来的一样。我们家乡的粽子，不是用绳子捆
的，而是直接用芦苇叶子包裹而成的。但是包出
来的粽子同样结实，因为我们包粽子有一个秘密
武器——粽针。

妈妈终于开始包粽子了。她拿起四根芦苇叶
子，用剪刀把硬头剪去，然后一根接一根依次排列
着，接着在水里蘸一下，四根芦苇叶子就乖乖粘在
一起了，形成一个较宽的平面。妈妈再用食指和中
指，夹住靠头部那一侧向里弯，形成一个圆锥形，由
左手捏住，右手用调羹舀米倒在“圆锥形”里。倒满
之后，妈妈抓住芦苇叶子尾部那一段开始用力缠
绕，粽子被绕成了一个三角形，妈妈紧紧拽在左手
里，然后再拿一根剪去硬头的芦苇叶子继续缠绕。
最后一根芦苇叶子，不但防止可以加固粽子的密封
性，还决定了粽子的形状。粽子一般有两种形状，
一种是有三个尖尖角的“三角粽子”，另一种大体上
是三角形，但是只有两个角是尖尖的，还有一个角
是扁平的，像斧子的头，所以叫作“斧头粽子”。

包粽子的最后一步，是穿粽针，这时候轮到
我出场了。我小心地捏住妈妈交给我的粽子，用
粽针对准最后一根芦苇叶子的尾部，刺到对面，然
后把芦苇叶子的尾巴从针眼里穿进去，再在对面
轻轻一拔，芦苇叶子尾巴就穿过粽子，到了对面，
再把叶子尾巴拽一拽、紧一紧，一个结实漂亮的粽
子就成了。

当煮粽子的水在锅里发出“咕噜咕噜”声时，
粽子的香味溢出厨房，和着栀子花的味道，一起在
空气里酝酿，让我们兄妹几个垂涎三尺。

如今，我们都已经住进了高楼大厦，家乡的旧
模样已经不见踪影，粽子也再不是当初那个味道，
但是我们对粽子的那份依恋一直都在。

吃粽子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文化。粽子的
寓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传承和出新，如今粽子
的寓意主要跟美好的事物相关。在我们家乡，一个
人从出生开始，在过生日、考试、结婚等重要的日子
里，都要包粽子，表达健康、幸福、成功等愿望。

粽子已经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成为我们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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