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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孩子不妨狠一点 □鲍海英

□汤飞冬天里的一堆火

□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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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沾沾自喜地唱过“我在宽敞
的空调房里四季如春”后，自然地接上
一句“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冷冷兮兮”。
这个“你”，既不是恋人也非死对头，而
是另一个我——年少的我。

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里，有山有水有树林，当然也有寒冷的
冬天。被窝内外的两个世界是如此的
界线分明，即使毫无睡意，我也愿意赖
在床上，任爷爷奶奶一遍又一遍地催
促，任肚子反复地唱空城计。实在装
不下去时，便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脑袋，
给爷爷说“生堆火吧”。

烤火是邻里乡亲们冬天取暖的主
要方式，至今依然。一堆旺盛的火四
周，围坐着爷婆婶叔、兄弟姐妹，大人
们唠闲嗑、拉家常，国家大事、今秋收
成、人情世故、别家长短无所不聊，简
直就是一个新闻交流社。

我们小孩子往往是插不上嘴的，
只好自己玩。或者扮成一个伙夫，手
持刨火棒专心致志地侍弄火堆，不时
拨它几下、加一把干柴，但绽起的火粒
很容易跳上旁人的衣服，留下“到此一

游”的痕迹，闯下大祸。或者把一根长
长的树枝递到火里烧焦，以地面为作
业本，写字或画画，有时“墨”尽，反复
烧制，乐此不疲。或者抓一把被霜润
过的泥土，精心捏成似是而非的玩偶，
小心翼翼地放进火中，想象如景德镇
的窑工一般烧出惊世名品，可一次都
没有成功过。

最实用也最常做的活动是烤红
薯，自从它埋入炭灰，小伙伴的眼睛再
没离开过。渐渐地，香气夹杂在温暖
中扑鼻袭来，馋得人直咽口水。刚想
刨出来，长辈却说“还没熟呢”。如果
这份等待可以计算，我想是一万年。
焦黑的红薯千呼万唤始出来，剥开外
面的皮，里面的苕肉金黄，直冒热气，
狠狠咬上一口，那滋味可与满汉全席
相提并论。

若谁家有尚在襁褓的婴儿，多
半会用瓷盅乘了适量的米和水，放
上腊肉粒和调料，坐在火边，慢慢熬
成又稠又香的腊肉粥，用勺子喂小
孩。让人恨不得穿越回去再享受一
次。

去年回家，还是那一堆温暖的
火，然而围坐的人已不再和从前一
样：有的人漂泊他乡，已许久不见，有
的人头发白了、皱纹多了，有的人变
得不那么健谈了，有的人已经永远地
缺席了……

火堆四周的人稀稀拉拉地坐着，
像老人的牙齿，风轻云淡地闲聊。那
些长大了的小朋友，更多的是盯着手
机，聊天、上网、看电视，甚少参与话
题。即使所有人同时开怀大笑，原因
亦有所不同：长辈们笑是由于聊到了
儿孙给自己买的礼物，年轻人笑只不
过是因为看到了一则笑话。这就是面
对面的不同的两个世界。

过去的一个个冬天里的一堆堆
火，如同古老的纪事方法，映照着每个
人的面庞，记录下乡村的温暖时光。
无论此后身在何方、面临多大的困难，
那堆火、那个家、那些人，都藏在心底
温暖着自己。

进城后，我在街头看见叫卖烤红
薯的商贩，总会嘴角上扬，满足地回
味：我吃过比这更香的烤红薯。

表妹家小孩读高二，上个周末，班
主任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家长会，整个
家长会，由班主任提问题，家长来回
答。

班主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
孩子，在家会不会做家务？”

表妹是那种老母鸡型的妈妈，什
么事情都替女儿想，替女儿做，平时生
怕女儿吃半点苦，受半点累。她女儿
今年 17岁，内裤还要她洗。早晨起床
后，她总要帮她把牙膏挤好，出门时，
她总要替女儿把衣服、鞋子准备好，替
她穿好，连衣扣、鞋带也要为她系好。
她的女儿除了读书学习以外，别的什
么也不会。在回答班主任的问题时，
表妹突然意识到她这种只要女儿学
习，不要女儿学做家务的做法多么错
误，因为这样的孩子，以后上了大学，
走上了社会，她怎么可能开始一个人
独立生活？

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在学校
附近租房？如果有，对你生活有哪些
影响？请列举你因为在学校附近租
房，给你生活带来的困难。”在回答这
个问题时，表妹发现她身边的家长，个
个欲言又止的样子。家长们并不是因
为这个题目有多难回答，而是因为自
从在学校附近租房后，虽然小孩方便
很多，自己却遇到了很多困难。表妹
本来在一个不错的单位工作，自从女
儿考上重点高中后，为了陪读，她就辞

去了原来一份待遇好、又安逸的工作，
把家从原来的西区，临时搬到了东
区。为支付高额的房租费，现在，女儿
白天上学后，她就在学校附近打零工，
不仅待遇差，而且又苦又累。

还有第三个、第四个问题：“你每
天晚上是在孩子睡觉后睡觉吗？每天
早上，是不是都由你来叫醒孩子？”“你
每次帮孩子挤牙膏、洗衣服、系鞋带，
孩子有没有抱怨过你做得不够好？”

对这些问题，表妹都如实作了回
答。表妹说，她发现，班主任问的这几
个问题，有时候他不等家长说完，就打
断家长们的话头，气愤地说：“好吧，你
们就照这样培养孩子吧！如果你们想
让你们的孩子在将来成为一个废物的
话！”

“成为废物？”教室里突然静了下
来，大家面面相觑。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有一
天，你们老了，或突然遇到了变故，你
们这样培养的孩子，他们没有一点自
理能力，你让他们怎么活下去？”

大家都摇了摇头。
“如果有一天你不能照顾你女儿

了，你女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
像你一样的人来照顾她。可是，有谁会
像你这样照顾她？”班主任接着反问。

表妹看看班主任，一时无语。见
表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班
主任的口气缓和了一些，对大家说：

“你们都知道，虎是动物之王，可你知
道它是怎么抚养自己孩子的吗？”

大家摇了摇头。
“母虎抚养幼虎有三个过程。开

始，它出去捕食回来，把最嫩的肉用爪
子撕成碎片，喂给幼虎吃。后来，它捕
食回来，自己把肉吃掉，把剩下的肉骨
头扔给幼虎啃。再后来，它捕食回来，
自己把肉吃掉，把骨头扔掉，幼虎上前
要吃，母虎就冲着它怒吼一声，伸出爪
子阻挡住它，不让它吃。这样过不了
几天，幼虎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就会离
开母亲，自己出去找食物。开始，幼虎
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见母虎在后面
望着它，就折回头来往回走，母虎就冲
它怒吼，扬起尖利的前爪，幼虎又转过
头去往前走。这样反复几次，直到幼
虎真正离开，以后，它们就再也不相
见。”

“这太狠了！”大家感叹说。
“是狠了些。但是，如果不狠，幼

虎就永远学不会捕食，永远无法长大，
也永远不会在动物王国中称雄。所
以，在孩子成长中，有时候，需要像老
虎那样爱孩子，比起你们的所作所为，
这要管用得多！”

是啊，家长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
为了爱，有时必须要学会像老虎那样
爱孩子，这么浅显的道理，连动物都懂
得，可惜，我们做父母的，做起来却是
那么难。

今天远在北京的同学打电话来，
说她明天回家乡，让我陪她去见一见
我们的高中教师吴老师，我一口答应
下来。我这个同学只要一回家乡，就
让我陪她去看吴老师。她说她上学
时老实孤僻，常常一个人独自坐在角
落里，欢乐与她无缘，上课也是静默
的，心不在焉。细心的吴老师发现了
她的颓废，和她谈心，还时常鼓励她，
让同学们帮助她，渐渐地，她性情大
变，不但活泼开朗了，学习也积极进
取了，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她非常
感激吴老师，一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心细如发的慈爱的吴老师。是呀，关
注每一个学生，把每一个学生都放进
眼里的好老师，谁也忘不了。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昨天家里
来了两个小客人，为了哄他们吃饭，
老公不停地夸奖他们，他们吃得可欢
了。忽然，我发现儿子抱着饭碗无精
打采，把米饭慢慢地杵到嘴里，看样
子食之无味。我明白了，碰碰老公，
小声说不要冷落了儿子。老公望了
儿子一眼，会意一笑，于是大声夸起
儿子来，我也随声附和。儿子坐直了
身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我还趁
机给他夹了一个鸡腿，最不爱吃肉的
儿子竟然也没有拒绝。这就是关注
的力量，把别人放进眼里，有时它能
改变一个人的心情，而且它还可能会
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性格，甚至还能救
人性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工人
不小心被锁进了冷库内，他在里面痛
苦地挣扎了五个小时，突然一个保安
开门救了他。过后大家问这个保安，
这也不是你的工作，你怎么想起去开
冷库的门？保安说，我在这家工厂工
作了35年，每天数以百计的工人从
我面前进进出出，他是唯一一个每天
早上向我问好，下午还跟我道别的
人。今天他进门跟我说过“你好”，但
一直没有听到他说“明天见”，我想他
一定还在工厂里，就进去找他了。每
天的一声问候：你好明天见，热情和
尊重让双方住进了彼此的眼里，拉近
了心的距离。

我们都想被关注，住进别人的眼
里，朋友不想彼此疏远，员工希望被
领导重视，亲人之间渴望相互关心。
那不妨给别人一个微笑，送来一杯热
茶，紧紧握一下手，热情地问候一声：
你好明天见。这些都会触动我们最
柔软的内心，让我们感到温馨幸福，
从而变得激动兴奋、自信进取，会更
积极更努力地工作生活，温暖地对待
回馈对方，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们
精心照顾的树苗，会长得高大壮实；
细心呵护的鲜花，会开得娇艳多姿；
努力保护的环境，不会有沙尘暴和雾
霾，我们头顶上的天空才会更蓝更清
新。一声你好明天见，洋溢在我们周
围的是温暖和爱。

所以让我们一辈子刻骨铭心的，
是那些眼里有你的人。

你好，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