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耀伍
渴望儿女成才，天下父母同心。孩子

能否成才，父母责无旁贷。教育孩子是一
门很复杂的学问，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去
思考、去总结。

为人父母者，应尽量抽时间多陪陪孩
子。央视有这样一个公益广告：有时间多
陪陪孩子。可见孩子多么渴望父母能抽出
时间陪陪他们啊！李嘉诚说：一个人事业
上再大的成功也弥补不了教育子女失败的
缺憾！我们要尽可能推掉一切不必要的应
酬，和孩子一起吃饭、聊天、读书、散
步，检查作业、锻炼身体，去踏青、去郊
游……想孩子所想，忧孩子所忧，乐孩子
所乐，让孩子与我们亲近，愿意把内心的
秘密告诉我们，避免孩子和我们产生隔
阂，别等孩子的心理发生变化了，我们还
毫不知晓。

父母应注重环境育人。“孟母三迁”的
故事告诉我们：家庭是学校，它对孩子产
生着潜移默化、深入骨髓的影响。家庭最
初灌输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为人原
则，将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要严格要求
自己，时时处处作孩子的表率。我们要营
造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家人之间和睦
相处、互敬互爱、语言文明，尊重孩子的
人格，给孩子表达想法的机会。同时给孩
子布置一个安静舒适、清洁整齐、充满书
香的学习环境，让孩子学习时不受任何干
扰。

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现在社会
上有这样的说法：生了女儿，就有了招商
银行；生了儿子，就有了建设银行。好像
有女儿的家庭是多么轻松。殊不知“男孩

穷养，女孩富养”是养儿育女的“金科玉
律”。要教育好女儿，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
金钱、时间和智慧。富养女儿，一是要在
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满足她不过
分的愿望，比如带她去吃她喜欢吃的各种
小吃，参观她想看的景区景点，带她去逛
书画展、看电影、看演出，带她去参加各
种活动、聚会，开阔她的视野，增加她的
阅世能力，增长她的见识。二是要注重感
情投入，文化投入。多创造条件，让她柔
弱而单纯的心灵充满光明、温暖、坚信、
乐观……让她的生活充满爱与幸福。让她
通过多读书，参加舞蹈、书画、器乐演
奏、文体活动等从小培养气质，逐步成为
自信阳光、心怀感激、善解人意、性格温
和、举止优雅的淑女，而不是娇气、蛮横
无理甚至颐指气使的“小公主”。三是让勤
俭成为孩子的主动意识，如果无限制地满
足孩子的物质需求，有朝一日她自己的收
入不能满足需求，或者家庭突然发生变
故，她就很容易被各种浮世的繁华和虚荣
所诱惑。日常生活中该花的钱不要吝惜，
不该花的钱一元一角都要计较，让她清楚
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让她吃着鱼
翅坐着大奔不笑，啃着馒头骑着单车不
哭，穿上礼服能上厅堂，系上围裙能下厨
房。四是有意识地让孩子多参与家庭事
务，尤其是关于孩子自己的事情，把各种
选择的利与弊分析给她听，旁敲侧击地去
影响她，通过长期的锻炼，力争孩子成为
坚强独立、独当一面的人，而不是事事依
赖别人的人。

父母亲要善于借力。荀子说：“君子性
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意思是说一个水平

很高的人本身并不一定很高明，关键是他
善于利用别人的高明！家庭教育很重要，
但不是万能的，我们家长要千方百计借助
学校教育来弥补家庭教育的短板。如何向
学校教育借力？就要引导教育孩子热爱学
校、喜欢老师、亲近同学。要向孩子灌输
学校的引人之处，如高耸的教学楼、宽阔
的运动场、环境幽雅的花园、知识渊博的
老师、活泼可爱的同学等，让孩子时刻对
学校充满向往，而不是提到学校就不愿意
去。亲其师、信其道。在家庭中，要引导
孩子多发现老师的可学之处、可亲之处、
可爱之处、可敬之处。孩子喜欢老师了，
也就喜欢上课了，学习的效果自然而然就
会事半功倍。我们做家长的，平时要和老
师勤沟通、多联系，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的优势互补。与小伙伴的关系如何，
影响着孩子在校的心情，进而影响着学习
的效率。要引导孩子养成宽以待人、乐于
助人、微笑对人的习惯和品质。怀着“三
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多发现同学的优
点，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多想别人的好处，
既能与人关系融洽，又天天拥有好心情，
不知不觉中就保持了浓烈的学习兴趣。家
长万万不可在孩子幼小且纯洁的心灵中播
种冷漠、敌对、偏激甚至仇恨的种子，那
将会给孩子一生的命运带来不良的影响。

要因势利导，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
择，孩子喜欢了，就愿意去学，就会学得
很好。我的女儿上幼儿园中班时想学跳
舞，我给她报了舞蹈班。一年后，她不愿
意再继续跳，对书画产生了兴趣，于是我

让她去了书画班。每到周六，她就照常起
床，高高兴兴去上书画班，中午吃过饭，
认认真真完成书画班的作业。现在的她，
不论是楷书、隶书，硬笔、毛笔，颜体、
柳体，都能写得大小均匀，顿笔到位，像
模像样。她的画也获得了国际青少年儿童
书画世界巡展特别金奖。这样既提高了她
的审美意识，又增强了她的自信心，激发
她更加努力地去做好每一件事。

父母要做一个善于把握教育时机的家
长。打仗要讲究战机，教育孩子也要讲究
时机。孩子遇到困惑，特别渴望得到问题
的答案时，家长应及时解答。孩子取得成
绩时，引导孩子乘势而上，并让他懂得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当孩子
做了好事时，要肯定和表扬，培养他良好
的品德。孩子犯错时，帮助他去分析错
误，面对错误，改正错误。待客时，让他
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发现孩子对某一事
物特别有兴趣时，要及时激发出他的智慧
火花，引导他沿着自己的兴趣走向成功。
吃饭时，讲讲美味佳肴的生产过程，让他
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闲谈时
鼓励他发表自己的“高见”和“新闻”，借
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教育的时机很多，
这需要家长用慧心去发现、用耐心去等
待、用宽容的心去创造……

父母要成为一个聪明的“懒”家长。
常言道 “勤父母，笨儿女；懒父母，巧儿
女。”只有让孩子自己多动脑、多动手，他
们 才 会 变 得 聪 明 能 干 。 我 们 要 适 当 的

“懒”一点儿，不做贴身保姆，让孩子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该懒不懒也不对，“懒”，也是一种智慧！

培养孩子需要爱心与智慧 ■云樵
《极限挑战》 开始了新一

季的播出，但是曾经的极限兄
弟却少了黄渤，当所有关注节
目的人都好奇黄渤去哪里时，
黄渤却悄然在深圳的海边小镇
开了家餐厅。这家餐厅的五位
服务员非常特殊，他们都是年
过花甲的老人，来自天南海
北，年龄加起来超过 300 多
岁。他们中有曾经的妇产科医
生、修理工、退伍军人、老年
大学教师等。他们都是阿尔兹
海默症的患者。这家餐厅名叫
忘不了，这些老人却可能什么
也记不住。

阿尔兹海默症，这个非常
熟悉却又十分 陌 生 的 病 症 ，
我们身边或多或少会有这样
的病人。但因为迄今也没有
医学研究能证明这个病的发
病原理及医治的方法，所以
面对一天天蜕化，乃至有一
天 可 能 不 再 认 识 我 们 的 亲
人，我们能做的最多的，就是
爱与陪伴。公益综艺节目《忘
不了餐厅》，就是这样一档关
注这一特殊人群的节目，目的
是让他们能融入社会，并收获
更多的爱与陪伴。

你是否能想到，当你走进
这家餐厅，服务员可能会忘记
了菜名，也可能会忘记上菜，
还可能面对他们上错菜、忘记
收钱的囧态。正是这群特殊的
老人，让我们看到了时间故去
的可怕。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
的“公主姐姐”，第二天早

晨，当前一天和她一起跳舞的
女孩来和她告别时，她却怎么
也想不起来女孩是谁了。来自
上海的“小敏爷爷”写信邀请
结识一辈子的好友来餐厅做
客，但当好友站在他的面前
时，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
是谁了，当在别人提醒下想起
时，他不住大呼“老朋友！老
朋友”，此时老友早已泣不成
声……这些令人感动又令人深
思的场景，都让我泪流满面。

也正是这群特殊的老人，
他们有的记不起客人，却不忘
记自己故去的爱人和曾经的工
作；有的记不清客人点的菜，
却可以快速口算出顾客的消费
金额；有的说话断断续续，却
始终用微笑温暖他人……

当面对前来探访的好友
舒淇，说起参与节目的由头
时，黄渤坦言说出了真相，
他的父亲也是中度的阿尔兹
海默症患者，他担心，有一
天，当自己走进家门时，父
亲会不认识自己。

近几年，面对或近或远多
位亲人的故去，我自然而然地
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看着
节目中那些惹人流泪又令人感
动的老人，我愈发觉得，面对
改变不了的时间，我们更要珍
惜时光，珍惜现在，给予亲人
更多的陪伴与爱，这要比未来
的后悔、惋惜实在得多。

忘得了的事，忘不了的
爱，让我们相约忘不了餐厅，
珍惜那个爱你的人。

忘得了的事
忘不了的爱
——由《忘不了餐厅》聊起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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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慧敏
今年五十三岁的建国是我的远房堂

兄，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叫猎豹，是一
位泥瓦匠，他人如其名，火爆性格，高高
的个子，人很瘦，干起活来风风火火，又
会一手好手艺，过去，附近三里五村，谁
家修房盖屋准少不了他。那时，尽管帮忙
没有什么报酬，只是管个饭，或是一天一
包低档香烟，但他也乐意给别人帮忙。用
村人的话说：“吃在外，省在家，省的
钱，自己花。”在那个吃得还不宽裕的年
代，也挺让人羡慕。

猎豹叔叔有两个儿子，所以他早有计
划，为两个儿子各盖一所瓦房，将来各娶
一房媳妇，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谁知天
有不测风云，就在建国读高中的时候，猎
豹婶子突然被查出患了癌症，这对一个贫
穷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为
了挽留她的生命，猎豹叔叔四处托人，到
处求医，最后到省城医院给她做了手术，
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花光了微薄的积蓄，
还欠下了不少外债，最终也没能留住她的
生命。辛辛苦苦那么多年，一下回到了解
放前，这对猎豹叔叔的打击很大，所以干
活时经常走神，有一次，他在建房时不小
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部骨折，之后便
干不了重活了。

为了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脑瓜子灵
光的建国也就不再念书了。对他的退学很
是惋惜的老师说：“这孩子还是很有潜力
可挖的，加把劲考学，还是很有希望
的。”我也替他难过了好长时间。建国不
上学后，农忙时间在家帮父亲干地里的农
活，农闲季节就跟父亲学习泥瓦匠的技
术。也许是遗传，建国对这项技艺有天生
的悟性，只要经父亲稍加指点，他就立马
能悟到。如砂浆灰号的配比，他只要随便
用铁锨一翻，就能知道配比大小，合不合

适。大伙都认为他天生是做泥瓦匠的好材
料。

猎豹叔叔被人誉为“砌墙专家”，一
天能砌出1000多块砖，1平方米240号墙
体，需用砖132块，1天他就能砌出10平
方米，且把墙体砌得横平竖直，砖缝上下
一致，个个缝隙灰浆饱满，合规中矩，墙
体平坦可靠尺杆。建国那时不到二十岁，
练习了才仅仅几个月，砌砖速度每天就能
达到 700 多块，砌出的墙体也是一墨一
线。有人说，他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干的
活让人服气。猎豹叔叔说：“这孩子，睡
觉说梦话都在喊着上砖块！”我听后一阵
心酸。

后来，我去到外地念书，与建国的见
面次数就少了。记得学校春节放寒假，我
们在一起聊天，我问他平时在家都干啥。
他自嘲地回答：“头戴破草帽，手拿钢铲
头，干活高架上，手不离砖头，手掌硬似
铁，热汗顺脸流，起早又贪黑，天天盖房
楼。”他家的外债还有很多没有还上，弟
弟卫国也不念书了，跟着他干泥瓦匠。他
说，在农村当泥瓦匠，挣不到多少钱，现
在改革开放了，城里人有钱，时兴个人盖
房。春节过后，他们兄弟二人计划投奔城
里的亲戚，到城里建筑队干活，听说一个
月能挣200多元。

1986年春节放假，我听父亲说，建国
为照顾猎豹叔叔，娶了一个带孩子的小媳
妇，兄弟俩人去洛阳建筑队干活去了，春
节城里建筑队放假，需要有人看场子，他
把父亲和老婆、孩子都接去了，一家人都
在工地过年了。他家的外债还得也差不多
了，真是争气的两兄弟啊！我知道建国脑
子活络，为人实诚，又肯吃苦下力，一定
会有出息的，心里也默默地祝愿他们：日
子能越过越好。

毕业后，我在城里参加了工作，结了

婚安了家，把父母接来了，也就很少回老
家了，建国的消息也就中断了。

十年后，听说他成立了自己的建筑
队，村里有二十多个青壮年都投奔他去
了，每年都挣了不少钱，很多人还在村里
建起了小洋楼。他在村里口碑很好，村民
都夸他有本事，肯下劲，心眼好，人实
在。我知道这个蒿草丛中长大的孩子，心
地善良，不走歪门邪道，又肯下力气，赶
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到哪里干都不会
太差劲。

有一次，我在省城办事，偶然碰到
他，问他在城里建筑队活好找不。他微微
一笑说，他们的建筑队是“土八路”，无
法跟人家的正规军相比，所干的活都是别
的大公司不愿意干的、费工、费时的小
活，是小包工、小包段，琐碎活。他说他
正在上建筑方面的函授班，学习这方面的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将来能看懂建筑图
纸什么的，不然很难生存下去。都 40 多
岁的人了，我真佩服他那股进取精神，那
股从骨子里喷发出的干劲。后来，听说他
真的拿到了大学文凭，还考取了建筑工程
什么证，取得了承揽工程的资质。因为他
为人正直，干活宁可吃亏少赚，也绝不投
机取巧，所以深得几个建筑公司领导的青
睐。他中标的工程都不算很大，但有几处

都被评为优质工程。他在夹缝中求生存，
还添置了不少建筑资产，购买了吊塔什么
的，正朝正规军迈进。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再见他时，看到
他身体发福了，穿着得体的西服，春风满
面，人显得绅士派头多了。他自豪地说，
他在城里购买了一套房子，两个孩子都在
念大学，都学的是建筑专业，一个念本
科，一个念研究生。

“祝贺你，伟大的建筑师、大老
板！”我开玩笑地说，“为祖国的建筑事
业，你们一家人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
啊。”他笑着说：“什么大老板，咱就是一
个盖房子的，这些年摸爬滚打，能有今天
这个模样，主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好。这
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时代，不撸起袖子
甩开膀子大干，就对不起这个好时代。刚
好，孩子们也喜欢这一行，所以就让他们
也念了建筑专业。”他说，去年村里开展
文明创建活动，因为要硬化整修村里的大
街小巷，他一下子拿出了二十万元钱。从
这个普通的泥瓦匠身上，我感受到祖国的
伟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伟
大变化，深切地体会到：幸福是我们领路
人带领我们奋斗出来的。真诚地祝愿奋战
在伟大祖国各条战线上的追梦人，都能圆
梦！

一位泥瓦匠的追梦历程

■王春红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最
好的老师。然而，现代社会的
忙碌生活使得很多家庭经常面
临“爸爸去哪儿”的尴尬，男
人们都忙事业去了，很多女人
虽也从事繁忙的工作，可一颗
心仍挂在孩子身上，心随孩儿
动。孩子从在母体中孕育开
始，母亲的性情便会影响他
们，在他们的成长中，孩子心
理上最依赖最信任的多半是母
亲。记得有一年春节晚会上的
一个相声节目，孩子回家第一
句话往往是大叫一声“妈”，
一旦妈妈不在家，孩子就会对
着父亲脱口而出：“爸，我妈
呢？”让人捧腹的同时不得不
承认这种对母亲的依恋现实。
我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或
者“性格即命运”，但性格的
培养和塑造，固然与很多因素
有关，可母亲的学识修养、脾
气性情、胸怀眼界甚至处事能
力都时刻影响着孩子。

妈妈爱孩子，不是为他们
提供事无巨细的保姆式生活照
顾，而是要以自己的能力去影
响和教育孩子。作为妈妈，我
不应该只会给她做熟悉的一日
三餐，也需要偶尔露一手自己
新学的厨艺；不只给她置备冬
暖夏凉的衣装，还要引导她提
高着装搭配与审美水平；不只
能骑电车去学校接送她，也能
自寻攻略开车带她来个自驾
游；能让她耳目一新、偶尔让
小嘴惊诧成“O”型、让她鼓
掌喝彩……我想成为能让孩子
自豪的妈妈！这就需要不断的
成长进步，要想给孩子一瓢
水，自己必须有一缸水，甚至
应该是永不枯竭的“源头活
水”。为母要思学，是为孩子
的成长，更是为自己。孩子的
思想和学识终有一天会超越
我，待她有一天转身拥抱已不
再年轻的我时，我希望自己不
只会问孩子飞得累不累，也能
偶尔陪她飞。教育孩子是一门
艺术，不是我们正确孩子就会
相信，而是我们找到了正确有
效的方式和途径，孩子才会欣
然接受，所以需要通过学习提
高的，不仅是自身素质，更有

各种教育孩子的方法，会爱才
是真爱。现在的很多孩子思想
活跃个性十足，如果没有真功
夫，还真的难以招架呢。

自古说“妻贤夫祸少，妻
贪夫招罪”，可见女人是一个
家庭的风向标。提到父亲，各
种 语 境 中 都 多 说 “ 父 爱 如
山”。较之于男人的理 性 沉
默，女人则比较容易感性善
言。所以，母亲的语言、情
绪，无形之中感染着家庭氛
围，主导着家庭一方天空的
阴晴变幻，进而影响孩子的
性情。母亲性格平和，家庭
关系和谐，孩子内心就有稳
定 的 安 全 感 ； 母 亲 易 怒 易
悲，家庭的小船犹如在海浪
上颠簸，孩子的心灵则易陷
入恐慌和缺乏自信。很多做
出一番事业的人在回忆自己
的成长时，无不是受母亲的
性情影响。朱德母亲在家中
的勤劳、聪明能干伴随他的
成长；胡适的母亲虽年轻守
寡，却有着善良、宽容的性
格，她刚柔相济、严慈并进，
勉励儿子一心向学，最终鞭策
儿子学有所成，一个母亲撑起
了一个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家风建
设时有很多话让我为之一震，

“妇女在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具
有独特作用”。他还引用德国
教育家福禄培尔的话：“国民
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到掌权者
手中，还不如说掌握在母亲手
中。”细细思忖，母亲能培育
出一个社会所需的栋梁之材，
这是对人类多大的贡献啊！苏
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

“一位母亲，如果你在家教育
儿子，你就是在培养公民；如
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
培养整个民族。”中国亦有古
语说：“闺阁是圣贤所出之
地，母教是天下太平之源。”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兴衰，
母亲在其中起着多么大的作
用。

作为一位母亲，在不断读
书学习的路上，我会继续上下
求索，在生活的处处留心中涵
养性情，在人生的风雨坎坷中
反躬自省，不负“妈妈”那声
让我内心甜蜜的呼喊。

力争做个好妈妈

■■品评品评

■池玉枝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以色

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一部历史学
著作，融合了考古学、生物学、心理学、
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讲述了地球
和人类自己的故事，引领我们思考“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等问题。

在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
类最终登上生物链的顶端，成为地球的主
宰。在浩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力
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假如，有一
位先人沉睡了上千年，醒来的时候听到的
是21世纪的iphone铃声，看到的是街上奔
流不息的车辆，身边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
楼，他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
法理解的世界。我也很难设想N年前的人
类生存场景，这本书给我打开了一个看历
史的视角，让我了解到作为一个物种的智
人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我们生活在科技时代，冰箱电脑电视
机等各种电器数不胜数，交通工具从独木
舟变成帆船、汽船、飞机、航天飞机，连
人工智能主持人都有了，其形象和声音足
以以假乱真。有一天，我在电视节目中看

到，央视主持人小撒边上站着“小小撒”，
能说会道，惟妙惟肖。先前，人类寿命很
短，往往死于无法治愈的疾病，而现在，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很多疾病都可以治愈，人们的健康有了保
障，知识和科技的力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之所以还要学习
历史，就是要拓宽视野，认知自我，审视
真实的自我，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践行
生命的意义。

从老子到苏格拉底，哲学家不断告诫
我们，要认识自己。追根溯源，每一代人
都是继续上一代生活的方式，在不断地改
变中前行。大家都知道，高热量食物对人
不好，但为什么很多人老是戒不掉？我们
不妨从这本书中，回望一下祖先的饮食习
惯，一个 3 万年前的采集者，他吃到的甜
食可能是熟透的水果；一个生活在石器时
代的人，碰到一棵长满甜美水果的树，最
聪明的做法是立刻就吃，一直吃到吃不下
为止，否则等到附近的动物也发现了这棵
树，他就吃不到一颗了。这种想大口吃下
高热量食物的直觉，本能地深植在我们的
基因里。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碰

到最甜、最油的食物就难以抵抗，我们的
DNA 还记着久远的那些原始的日子。当
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拥有智慧，我
们要健康，要活得更长寿一点，要给亲人
更多的时间陪伴，就会理智地控制这种贪
吃本能，少油少盐，甜咸适度，粗细搭
配，科学饮食，这已经被大家普遍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资富足的时代，今
日人类所享有的财富在过去只有可能出现
在童话里。各种财富的积累能否填满我们
的欲望？我们能否知足常乐？我们追求快
乐和幸福，究竟什么能使我们感受到快乐
和幸福？是金钱、权利、名誉、珠宝、时
尚衣裳、美貌、家庭、健康、美德？还是
其他能让我们感到舒适和愉悦的东西？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答案。对于我来

说，身体健康，无病无灾，吃得下睡得
着，有心情游山玩水，有闲暇读书写文，
家人平安健康，和睦相处，就是快乐和幸
福。

过去是现在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
史，我们终将从历史走向未来，未来的诸
多可能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美好是
我们对未来共同的向往。作者表达了对人
类命运的担忧，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了极
大便利，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而随着全球人口剧增、城市蔓延、消
费膨胀，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过度地
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人类的发展给地球
生态带来了不堪承受之重。爱护环境，善
待地球，责无旁贷，多一份努力，世界就
会多一份美好，未来就会多一份美好。

从历史走向未来
——读《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