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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4 人文4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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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长河中徘徊，那些关于教育的故事
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记忆深处熠熠生
辉。从自己成长中的点滴，到女儿抢手机等小
事，我深刻领悟到：教育孩子，堵不如疏。

女儿一岁半时，一个新的挑战悄然来
临——她开始对手机表现出浓厚兴趣，频繁
地抢夺手机。起初，我采取强硬措施，直接
从她手中抢回。但这一举动却换来她尖锐
的哭叫。我曾多次严肃地告诉她，“小孩子
不可以看手机”，但这样的制止没有起到任
何作用，她依旧执着地想要拿到那个在她眼
中充满神秘感的玩具。

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明确告诉她，
“妈妈工作时你不能抢手机”，并且每次使用
手机时，我都耐心地跟她解释用途，如“妈妈
在跟外婆讲事情”“妈妈要来拍照”“妈妈给
你放音乐”。当她想要拿过手机按一按时，
我不再拒绝，而是引导她和我一起操作，让
她有参与感。我也会严格控制她使用手机
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时间一到就温
柔地提醒：“宝贝，不可以看太久，眼睛会痛
的，我们下次再看。”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方式逐渐奏效了。
她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也明白使用手机是有
原则和条件的。慢慢地，她学会了理解和接
受规则，学会了等待和分享。每当我说，“妈
妈要用手机工作啦”，她都会主动将手机交
还给我，然后笑着跑去玩其他玩具。

看着女儿的变化，我不禁想起自己小时
候的经历。那时候，爸妈对我管得特别严，
几乎不让我喝饮料，更别提奶茶和咖啡了。
每当看到其他同学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饮
料时，我总是羡慕得不得了。那种对未知事
物的渴望和好奇，就像女儿现在对手机的好
奇一样。于是，当高中有了零花钱、可以自
由支配时，我就陷入了“报复式体验”，几乎
每天都要买一杯饮料，弥补童年的缺失。类
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那些被父母禁止的事
情，在有机会尝试时，反而变得更有吸引力。

这些亲身经历让我意识到，教育孩子
时，简单粗暴的“堵”并不能解决问题，反倒
可能会取得相反效果。有时候，我们出于对
孩子的保护，会本能地禁止他们做一些事
情。我们担心他们受到伤害，担心他们走弯
路。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
受。孩子们是充满好奇心的，他们对这个世
界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当我们一味禁止
他们做某些事时，他们的好奇心并不会消
失，反而会在心底不断发酵，等到有机会时，
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倾泻而出。与其简单
地对孩子说“不行”，不如通过合理引导，让
孩子有机会接触、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正确的认知与习惯。这种方式不仅能减少
孩子的逆反心理，还能让他们在体验的过程
中学会自我控制，也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我
们的教育。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是初
学者和探索者。在与女儿相处的日子里，我
学会了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问题，
同时也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教育不仅是
传授知识，更是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那
条既能保护他们又能让他们自由飞翔的道
路。通过鼓励、支持与引导，让孩子在爱与
自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最终成为有责任
感、有担当的独立个体。

热爱生活的人，大多喜欢逛早市。早市无相，
是无相之相。无相，是百相，是杂相。夏天的早市
尤其如此。

早市通常是依托菜市而生的，有自然生长的
特性。早市一般在菜市周围，多在交通不甚繁忙
的路边、空地上。早市多是因循、聚集而成，应时
应地应运而生，聚散自然。老百姓的生活，多图个
便利，只用双脚“投票”，他们常聚在一起买菜卖菜
的地方，就形成了早市。早市是周边的百姓用脚
踩出来的。吾乡小城，有南北两处菜市，菜市附近
均有早市，规模不同，各具特色。南边的早市靠近
大河，多鱼虾之类的河鲜；北边的早市邻近城郊，
多是新鲜蔬菜瓜果。

早市妙在一个早字，好在一个鲜活。那种鲜
活，简单纯粹，贴近日常。活色生香在早，新鲜泼
辣也在一个早字，去迟了，早市也就散了。在早市
上，有昨天布下网笼、凌晨才从河湖里捞起的鱼
虾，渔人趁着夜色晨曦，跨过河湖，越过阡陌，送到
市集上来，鱼虾仍活泼泼的。有深青灰色脊背黄
鳞的鲫鱼，有明黄色的昂刺鱼，有银白的翘嘴，也
有黄鳝、泥鳅、小龙虾、螺蛳之类，还有不少杂色小
鱼。鱼养在水盆里，几茎水草和它们一起游动，偶
尔扑一下水，鲜活得很。河虾、湖虾，伸手碰一下，
它们就乱蹦乱跳起来；小龙虾装在桶里、网兜里，
不厌其烦地爬着，始终也爬不出它们的围城，直到
被顾客抓起，装在袋子里拎走。渔人是农闲时的
农人，捕鱼捉虾偶或为之，渔获当然也不会多。逛
早市，遇上鲜活中意的鱼虾，是幸运的。逛早市的
人，常会交流一些信息和心得，或是炫耀自己某次
买到的鱼虾有多么好。听到了，也像是自己遇上
了一样开心。

蔬菜是装在篮子里的。如今的早市里，竹编
的篮子少见了，多是塑料编织带编成的篮子。茄
子、辣椒、黄瓜、西红柿、四季豆、瓠瓜之类，大多放
在一起，或是相邻的篮子里。上海青、苋菜、鸡毛
菜、木耳菜、生菜之类，也挤着挨着。豌豆、毛豆、
蚕豆大多放在一个个袋子或篮子里，等着人们挑
拣。藕带、芡实梗、茭白、菱角菜，还带着刚出水时
的水灵。早市里，菜有百相，却百相归一，归于生
活之相，生气之相。

早市，是杂而乱的。女儿小的时候，我曾试图
带她去逛早市，感受早市氛围，可是只带她去了一
两回，她便再也不愿意去了，她怕那种杂乱和吵
嚷，怕菜叶上的露水和泥污。我希望在今后的某
一天，她会喜欢上早市的杂乱。喜欢逛早市的人，
才能触碰到生活的内核吧。

早市的杂乱里，是有序有规可循的。菜农的
菜篮，圆形的、长方形的，大的、小的，挤在一起，不
违和，也无违碍。这种挤是见缝插针式，不想也不
愿留多余的空地。前面的人，菜篮空了，人走了，
马上会有人将菜篮移过来，围拢着聚在一起，直到
早市里的人渐少，最终散了。篮子里的菜也是，堆
着、挤着、码着、摞着，也不留一丝空间。卖菜的，
蹲坐在菜篮边，买菜的，则穿梭于菜篮间空处。早
市里，菜挨着菜，人挤着人，看似无序，却有另一种
规则在。买菜卖菜的，会给逛早市的人留一条路，
逛早市的人，也不会影响到人家买菜卖菜，彼此相
安无事。

有时，我会站到离早市稍远些的地方，看着眼
前的热闹，听着年纪大的人说着我熟悉的方言，好
生羡慕，好生欢喜。

桂花香里甜酒酿
■许国华

共好书 赏

——读《善读者：孩子阅读力重塑手册》有感

《善读者：孩子阅读力重塑手册》
丘河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教育孩子，
堵不如疏

■庄艺瑾

杂风物 谈

懂阅读的父母，成就善读的孩子

■李凤敏

朱永新教授指出，提升“善读书”
的阅读素养，是每个人应该自觉训练
的技能。经过学校多年的阅读教育，
有多少孩子达到“善读书”的目标？读
了丘河《善读者：孩子阅读力重塑手

册》一书，我对孩子阅读力的塑造有了
新的认识和理解。

谁才是孩子阅读的第一责任人？
我们知道，将孩子培养成自主阅读
者、高效阅读者和终身阅读者，是阅
读教育的最终目的。但究竟谁能够
帮助孩子实现这一目标？曾经，我
也像很多家长一样，觉得这是学校
和教师的责任。然而，《善读者》让
我真正明白，孩子的自主阅读能力
只能在课外主场获得，而且需要专
业的阅读指导，尤其需要父母的支
持和指导。无论是新西兰教育家黛
安娜·墨菲，还是特级教师张晨晖，
抑或儿童文学家艾登·钱伯斯，他们
都提醒我，父母应该成为孩子最有
力的阅读指导师。

对大部分父母而言，他们并不清
楚如何有效地参与孩子的阅读教育。
正如作者所言：“如果家长采取放养式
阅读，孩子就会迷失方向；如果缺乏阅
读指导，孩子很难成为高效阅读者；如

果孩子接受不专业、错误的指导，阅读
就会误入歧途。”作者认为，父母应该
积极介入，以阅读者、支持者和指导者
的身份，直接、主动、全面地参与，帮助
孩子激发动力、建构知识、培养能力，
有为地静待花开。

父母应以身示范，做孩子阅读
的榜样；父母要为孩子营造有书读、
能读书、读好书的阅读环境，提供必
要的倾听、交流等阅读陪伴；父母应
阅读关于阅读理论、指导的书籍，学
习教育学、阅读学等理论，掌握阅读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父母应坚持参
与但不干预孩子阅读选择、引导但
不主导孩子阅读行为、配合但不越
位等原则。这些都为父母智慧参与
孩 子 的 阅 读 教 育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指导。

这本书还让我认识到，孩子的
阅读教育是慢养和顺养的过程。首
先，父母要有长线思维，从阅读教育
的高度看孩子发展，不能急功近利，

更不能拔苗助长；其次，要有责任
心，无论是激发孩子阅读动力、建构
知识体系，还是传授策略方法、提升
阅读能力，都是为了培养善读者和
终身阅读者；再次，父母要遵循阅读
规律，尊重孩子个性、现状和需求，
不能依照自己的标准、设想和期望
指导孩子，更不能按照固定性要求、
标准化动作对孩子的阅读进行强制
塑造。

《善读者》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这
些。例如，书中谈到阅读的底层逻辑、
阅读认知的陷阱、阅读力重塑的理念、
知识体系的建构、策略方法的学习等。
我以为，它不仅是一本专业、实用的孩
子阅读指导手册，更是一本充满思想
性和引领性的家庭阅读教育必备书。

“我不想骗你，说‘成为善读者，是件轻
而易举的事’。”我相信，作者的提醒是
真诚的。我更相信，阅读这本书可以
让我们成为懂阅读的父母，进而成就
善读的孩子。

我家晒场的一隅栽了两株
金桂，花开时节，枝丫间一片金
黄，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桂花
香，一直飘袅到村口。母亲在桂
树下铺被单，微风起处，花落无
声，被单金黄一片。几天下来，
母亲能收获很多桂花，将它们洗
净蒸透，放在太阳下晒成金灿灿
的干桂花。

西风起时，新糯谷上场，母亲
便忙着做甜酒酿。新脱谷的糯
米粒粒饱满，洗净浸泡一夜。母
亲在蒸屉里垫上纱布，将糯米放
入铁锅上隔火蒸，不多久，雾气
腾腾的柴灶间溢满糯米的清香。
母亲守候在灶间，一刻也不敢离
开，火候到了，立即揭开锅盖将
蒸熟的糯米饭倒入竹匾冷却。
半温半凉时，撒上一把晒干的金
桂花，拌入捣成粉末的酒曲，再
一捧一捧装入陶瓷缸中。然后，
母亲轻轻用手撸平糯米饭，在中
间挖一个凹槽，略略浇上一点温
水，盖上蒲草盖，用棉被严实地
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阴凉
处密存。

要不了几天，一股诱人的甜香
就丝丝缕缕钻出来，一直钻进我鼻
中。我寻香而去，偷偷掀开蒲草
盖，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蒸熟的
糯米颗粒变得润滑剔透，乳白色的
酒酿凹槽中间，映着浅浅的一汪
幽光。

甜酒酿！我等不及甜酒酿完
全发酵，便用一个小匙沿着酒酿中
间的凹槽，舀一匙入口，糯糯的口
感、酸甜中带有一股清新的甜酒
香，让我口齿留津。

“过几天，妈妈做桂花甜酒酿
团圆。”不知何时，母亲站到我身
后，轻声地说。在母亲的吴侬软
语中，“桂花——甜——酒酿——
团圆——”悠长的拖腔，把“甜”
与“圆”字的尾音拉得很长，就像
戏曲中抑扬顿挫的唱腔，很有
韵味。

尽管母亲没有责备，但我知道
做错事了，顿时涨红了脸。民间酿
酒，凭的是家传的技艺，靠的是多
年的经验，故而讲究也多，忌讳也
多，任何一个酿造环节都很关键，
若不小心出了一点小问题，往往前
功尽弃。因此，在未开缸前，母亲
不允许我私自掀开盖在上面的蒲
草盖。

又过了几天，酒香越来越浓，
酒液越渗越多，一团团缠结成饼
状的甜酒酿漂浮在酒液之中。母
亲轻轻掀开蒲草盖，小心翼翼地
舀起十几勺甜酒酿，连同甜酒糟
一起盛入小汤锅，一股沁人肺腑
的甜酒酿特有的香味，弥散在整
个屋子里。

母亲在糯米粉中加温水，和成
面团，再搓成细长条，然后切成一
粒粒小团。待柴灶上汤锅的水烧

沸，同煮糯米团和甜酒酿，片刻汤
水即沸，再撒上一把干桂花，一锅
酒香四溢的桂花甜酿团圆就做
好了。

看着桌上满满的一碗晶莹润
泽的酒酿，珠圆玉润的团圆，其间
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桂花，金黄色桂
花在酿汁中或起或落，如同一个个
可爱的小精灵翩翩起舞，色香形
俱全。

我迫不及待地啜了一口。浓
浓的桂花香伴着清清的甜酒味，
直钻味蕾，随之一股暖意流遍全
身。酒酿香、团圆香、桂花香，交
织在一起，包蕴在酒酿汤水中，
每啜一口我都如同闻到新绽放
的 缕 缕 桂 花 香 ，周 身 扑 满 了
芬芳。

香在味蕾，甜在舌尖，暖在心
窝。一碗酒酿团圆连汤带水下
肚，酒香扑鼻，桂香沁人，有谁能
抵挡得住呢？一碗不够，再来一
碗，我把碗中剩下的汤水一股脑
喝干净，舔净碗中最后一粒甜酒
糯米，意犹未尽地抹抹嘴巴。

一碗桂花甜酒酿团圆，拴住了
多少人的乡愁。时至今日，我依旧
怀念那些桂花酒酿飘香的岁月，梦
中仍会响起母亲唱腔般韵味悠长
的拖腔。桂花季风起风落，如今，
母亲年事已高，无力再去收拾那些
飘落的桂花，一如我无法重返的
童年。

听听，秋的声音

■谢春芳

听听，那落叶轻触大地的轻响，

是秋风在低吟，还是时光的轻唱？

金黄的叶，如舞者裙裳，

在空中旋转，缓缓落向远方。

听听，那果实成熟的欢笑，

是自然的馈赠，还是农人的骄傲？

红彤彤的果，似少女脸庞，

在阳光下闪耀，诉说丰收的喜悦。

听听，那秋雨轻敲窗棂的旋律，

是思念的流淌，还是寂寞的回响？

滴滴答答，如古筝弦音，

在夜空飘散，勾起无尽的遐想。

听听，那秋虫的鸣叫，

在草丛中回荡，诉说季节的更替。

秋啊，你的声音如此丰富多变，

像一首诗，一幅流动的画。

撷诗苑 英

行教育 思

随闲庭 笔

早市无相
■章铜胜

▲草原金秋 李海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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