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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华
《正面管教》 是美国教育家、心理

学家简·尼尔森写的一本关于儿童教育
的书。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严厉也不娇
纵的方法，它以相互尊重与合作为基

础，把温柔与坚持融为一体，在孩子自
我控制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各项技能。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教
育孩子的好方法，忍不住想分享给大家。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
读完这本书才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爱存
在太多的控制。比如我规定孩子不吃早
餐不能去上学，哪怕迟到也必须吃早
餐。我认为早餐对健康非常重要，把孩
子的健康看得比学习还重要，应该是一
位好妈妈了，可事实是孩子确实没胃
口，也不愿意迟到，他感受到的只有控
制，总想和我对着干，我还觉得孩子越
大越叛逆。

读完《正面管教》后，我改变了自
己的做法，只对孩子表达爱与尊重。我
对孩子说：“天这么冷，喝点热粥暖暖
身，别把我的宝贝冻着了。如果你担心
迟到，可以带着路上喝。”孩子感受到
妈妈的关心，自然就乐意接受早餐了。

我也深深地明白了“爱要如其所
是，而非如我所愿”。不是我们的孩子
长大叛逆了，而是家长需要反思：我们
是否给了孩子爱与尊重？

我还以为我帮孩子指出缺点是为
了让他全面发展，甚至在孩子做错事
时大声斥责他，没有想到这样会打击
孩子的自信心，使孩子越来越不自
信。读完 《正面管教》，我才明白我们
要做的是“温柔而坚持”。即使孩子做
得不对，我们也要恰当地表达自己的
愤怒，而不是愤怒地发泄情绪，甚至
出口伤人，让孩子感到自己一无是
处。每个人都是在被人看到自己好的
一面时才有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想法，
而不是感觉很糟糕时想要变好。所以
我们要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关注孩
子做得好的方面，这样孩子才会有信
心、有力量做得更好。

最后，要让孩子自己想办法解决问

题，而不是家长包办代替。我曾以为，
爱孩子就要努力为他扫除一切障碍，让
他成长的道路都是坦途。读完此书后才
深深明白，这样做不是爱孩子，反而是
害孩子。我们越是包办代替，孩子就越
无能。正确的做法是鼓励、引导孩子，
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孩子。我们要相信
孩子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起和孩子商
议如何去解决问题，让孩子参与其中，
自己想办法，培养孩子积极解决问题的
良好品格。

总之，“温柔而坚持”是这本书的
核心理念。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却很
难。这就需要我们做家长的不断学习、
与时俱进，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是否
有效，是否给了孩子归属感，是否让孩
子感受到了爱与尊重。

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智慧的家长，运
用正面管教，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得越来
越优秀！

在这本书里找到教育孩子的好方法

先读为快先读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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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老先生您好！请让我先为您测量一下
体温，您登记后再看书。”1月13日下午2
时许，在市区建设路双汇广场西南隅一座造
型别致的“字圣书苑”城市书房，管理员袁
新华一边提醒刷身份证进入书房的市民，一
边为他测量体温。

测温、登记后，应老先生高兴地说：
“自从去年年底书房建成后，我几乎天天泡
在这里，既能取暖又能学习，还能放松身
心，可谓一举多得。”

记者看到，书房里已有十多位市民在
读书学习。书房面积大约 130 平方米左
右，分为成人阅读区和少儿阅读区。图书
种类繁多，有政治、法律、文学和养生等
内容。此外，书房还配备了完善的智能化
借阅设备，有自助办证机，市民可轻松办
理借书证。

袁新华向记者介绍说，这座“字圣书
苑”城市书房是源汇区文化馆与市图书馆
合作建设的，目前有图书6000多册。这里

的借书系统与市图书馆的借书系统是互联
互通的，读者可以在这里办理借还、续
借、账户查询等业务。另外，城市书房使
用的是中央空调，一年四季恒温，全遥控
卷页窗帘可根据温度、光线进行升降调
节，为读者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

源汇区文化馆馆长曹俊丽告诉记者，新
年伊始，源汇区新投入运行了5座城市书
房，至此已经有9座城市书房。这是市文广
旅局、市图书馆、区文化旅游局和各街道办
事处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
提供的公共读书场所。所有城市书房均配备
有完善的智能化借阅设备，有成熟的社区服
务体系，配备了直饮水、空调，实施了各种
便民措施。

记者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共
建成各类城市书房25座。社区中的这些城
市书房是市委市政府为全市人民办的一件惠
民实事，旨在打造15分钟阅读圈，给群众
提供更优质、更丰富、更便利的阅读环境，
更是为实现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漯河”、
提升市民文明程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卢春霞
再读《平凡的世界》，内心还是被一种

感情激荡着，汹涌如海。
孙少平是一个平凡的人，生活在一个

平凡的世界里，但苦难没有将他打倒，反
倒让他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如果能够深
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
生活中的每一次苦难都让孙少平变得更加
崇高起来。

父辈辛苦劳作，却依然在饥饿的边缘

挣扎。贫穷如同一个无底的黑洞，站在洞
底的孙少平觉得自己应该过一种不一样的
生活。因为他“突然感觉到，在这群山包
围的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更重要的
是他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
管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活得那么好
啊！”正是这种渴望美好的心让孙少平走出
大山，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

高中的生活对于他来说仍旧是一种苦
难：土得掉渣的衣服，站不到人前；每日
的“黑非洲”，他也只能等到没人之后才敢
去领；刮剩在菜盆子里的菜汤，用水冲
冲。能够改变这种现状的办法只有读书。
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改变了他在班级中的
地位，成为备受关注的人。“是的，他除了
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还有什么呢？
只有这些书，才能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
有意义的。”“一个中学生就要开始养成每
天看报的习惯，这样才能开阔眼界：一个
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
些什么事，这是很可悲的……”当这些给
孙少平的精神带来满足的时候，他毕业
了，不得已又回到了那个穷得让人窒息的
双水村，苦难再一次向他袭来。但是他知
道，“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的

和穿好的，还应具备许许多多他现在也不
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这种模糊却清晰的
意识，让回村后当上老师的孙少平再次享
受了苦难带给自己的崇高：打破父辈们之
间的仇怨，去给仇家的孩子补课。

然而生活再一次把苦难推到孙少平面
前：学校停办了。怎么办？每天跟着父亲
劳作的孙少平内心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他不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
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
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终
于，他走出了大山。然而等待他的是更加
沉重的苦难：找不到工作，没有住的地
方，借住在亲戚家遭白眼；在曹书记家帮
工把脊背磨烂……但是这些苦难没能挡住
孙少平的崇高：揭发舅舅不合适的做法，
主动为雇主家的孩子补习功课，主动申请
最低的工钱并退回雇主多给的工钱。就这
样，苦难再一次让孙少平的人格得到了升
华，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了从
未有过的满足……当他只是临时给孩子们
做夏令营老师的时候，他依然尽力做到最
好。因为在孙少平的人生字典里只有“努
力”二字——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努力！

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孙少平一

路走下去：去煤矿做工，给爸爸盖最好的
窑，让妹妹拥有与别人一样的大学生活。
也正是这种永不放弃的信念，这种把苦
难当成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品格，让孙少
平苦难的生活之树开花了，结出了幸福的
果——他收获了甜蜜的爱情，那看似永远
都不可能的爱情：他的执着与人品赢得了
高干子弟田晓霞的爱。

孙少平，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直到最
后他的面容被毁，还依然是普普通通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感人肺腑的事
迹，没有别人眼里的成功。即便失去了最
爱的人，他依然选择帅气地生活。“生活总
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
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即便痛苦，也
应该看作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
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呢！”

孙少平是平凡的，他的世界是平凡
的。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如果没有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
求，孙少平还是那个窝在山沟里穷熬的后
生。那我们呢？我们对于平凡的生活有什
么样的追求？对于平凡的世界，我们又要
用什么样的信念去面对？读完《平凡的世
界》，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幸福是苦难的花结出的果儿
——再读《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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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位于双汇广场的城市书房读书学习。

■安小悠
《心居》是我今年读的第一本小说。

是滕肖澜花了两年时间创作的最新长
篇小说，全书27万字，主要描写在上海
这个日新月异的大都市里，顾家三兄妹
围绕房子而衍生出的种种悲喜交加的人
生故事。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过上优
渥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精明算
计、充满野心，又绝不害人，在小日子
里演绎出大味道。

小说从顾家的家庭聚会开始写起。每
周六，大哥顾士海一家、妹妹顾士莲一家都
要赶到顾士宏那里参加圆桌聚会，陪着老
母亲，折叠圆桌打开，活色生香、人情冷暖、
矛盾纠葛也像荤素搭配的冷热菜被端上台
面，烟火气息随着腾腾雾气散开。聚餐的
主题是买房——顾士海的儿子顾昕要买婚
房，与顾士宏的女儿顾清俞刚好买在同一
小区，而顾士莲却要用大房置换小房，用差
价供女儿留学。房子造成的现实落差成为

滋生矛盾的导火索。
大哥顾士海年轻时在黑龙江插队，回

沪后无房，妹妹顾士莲把房子让给大哥。
大哥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二人由此生出嫌
隙。顾士莲患病后全家筹钱，大哥却不愿
拿钱出来。因为顾昕的婚礼并不顺利，亲
家下马连累顾昕，儿媳葛玥又孱弱不中用，
房子最终也没买成。顾昕职场失意出轨，
后又因其他事锒铛入狱。而顾清俞为了买
房和施源结婚，不久又离婚。顾家的第二
代人，都有各自的失意。

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海纳百
川，兼容并蓄。顾家是老上海人，顾士
宏的儿子顾磊娶的是外来妹冯晓琴，在
一次吵架中，冯晓琴离家出走，顾磊追
她时意外身亡。平静的生活因为这出悲
剧出现裂痕。展翔名下有十几套房产，
是名副其实的暴发户。展翔一直仰慕顾
清俞，而顾清俞爱的却是施源，爱而不
得。顾磊死后，冯晓琴和展翔合伙开了

托老所“不晚”，后展翔退出，冯晓琴独
自撑起“不晚”。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能
依靠的只有自己。

顾家的故事是一幅浓缩的“上海人
文图卷”，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娓娓道
来的都是身边的故事，离合悲欢也是人
之常情。作者的叙述不疾不徐、细腻软
糯，没有主角，出场的每个人物都是主
角，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命运，
每个人都在向生活妥协，每个人又都在
妥协中极力抗争。对所有的人来说，房
子是家庭的港湾，但若港湾里没有爱
人、没有家人，再豪华的房子也只是水
泥钢筋堆砌的空壳。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
是流浪。”小说名为《心居》，我想作者
写的不仅仅是房子，更是心灵的居所。
小说最后，一向孱弱的葛玥为了搭救
入狱的丈夫顾昕不惜放下自尊，对着
镇长的侄子唱起越剧。隔着纸张，读

者 听不见她的唱腔，可分明又听到
了，并且看到她笑脸背后隐藏的坚强
的泪痕——那是被生活磨砺之后的成长。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此心安处是吾家
——读滕肖澜长篇新作《心居》

在腊月，品一碗热乎乎的腊
八粥，读作家笔下的腊八佳作，
别有一番滋味。

沈从文的腊八粥：闻到
香味就得咽三口以上的唾沫

沈从文在 《腊八粥》一文中
这样描写孩子喝腊八粥的场景：

“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
洋车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
白胡胡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
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甜的腻
腻的感觉呢。把小米、饭豆、
枣、栗、白糖、花生仁儿合并拢
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让它在锅
中叹气似的沸腾着，单看它那叹
气样儿，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
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大碗大碗
地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塞灌呢！
锅中的栗子已稀烂到认不清楚了
罢，花生仁儿吃来已是面了！枣子
必大了三四倍——要是真的干红
枣也有那么大，那就妙极了！糖若
多了，它会起锅巴……”

冰心的腊八粥：蕴含对
母亲最深的怀念

冰心的散文 《腊八粥》以清
丽优美的文字，把对母亲的怀念
之情娓娓道来：“从我能记事的日
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
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这
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

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里大
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
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
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
起来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要煮
一大锅，不但全家大小都吃到
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
友。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
教寺院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
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
便在民间流行，因为借此机会清
理橱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
子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

老舍的腊八粥：粥里有
各种豆，像“农业展览会”

老舍在 《北京的春节》一文
中这样写道：“按照北京的老规
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
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
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
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
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
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
人家里、寺庙里，都熬腊八粥。这
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仔细
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
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各种米、
各种豆与各种干果——杏仁、核
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
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等熬成
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
展览会。”

据人民网

沈从文冰心老舍笔下的腊八粥

今天是腊八节。
腊八节，每年农历十二月初

八，北方俗称腊八，有喝腊八粥
的习俗。民间说法是，过了腊八
就是年，意味着拉开了过年的序
幕。每逢腊八，老百姓一家人齐
聚，泡腊八蒜、喝腊八粥，一派
热闹的节日氛围。

腊八节起源于两晋南北朝时
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腊八本
是佛教的盛大节日，因佛祖释迦
牟尼当天成道，腊八节又被称为

“法宝节”“佛成道节”，后几经演
变，逐渐成为民间流行的节日。

家喻户晓的腊八粥最早的文
字记载见于宋朝，南宋吴自牧
《梦粱录》载：“此月八日，寺院
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
粥，名曰腊八粥。”腊八粥是一种
由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
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
类熬制而成的粥，又称“佛粥”

“大家饭”。每逢腊八，无论官
府、寺院、百姓家都要做腊八
粥，成为一种习俗，明清时期达
到鼎盛。

今日就撷取几首古代诗词，
从中一窥古人如何过腊八节。

去哪里喝腊八粥？雍和
宫里最热闹

《腊八》
清·夏仁虎

腊八家家煮粥多，
大臣特派到雍和。
圣慈亦是当今佛，
进奉熬成第二锅。
清朝，腊八节的庆祝活动到

达鼎盛，雍和宫作为皇家寺院，
自然成为熬制、分发腊八粥的最
著名地点。夏仁虎的诗作描写了
腊八节的热闹氛围：腊八节一
到，家家户户煮起了腊八粥，而
皇帝皇太后也将雍和宫的腊八粥
赏赐给王公大臣和妃子。

此作虽有曲意逢迎的动机，
但无碍我们通过这篇诗作想象腊
八节皇家出动、万人如潮的盛景。

杜甫的腊八节，纵酒狂
饮来一醉？

《腊日》
唐·杜甫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
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诗中写道，往年的腊八节一
般还很寒冷，今年的腊八节却温
和，冰冻全部消散，萱草在雪里
冒尖，柳条有了生机，天气中已
经有些许春天的感觉。杜甫心情
很好，纵情饮酒，欢庆节日，高
兴之余准备回家，但感念唐肃宗
的恩泽，久久不愿离开。

这首诗创作于大唐至德二
年，此时郭子仪收复长安、洛阳
两京，平息了安史之乱，唐肃宗
心情大悦，士大夫阶层欢欣鼓
舞。“大寒之后，必有阳春；大乱
之后，必有至治。”腊日而暖，意
味着冬天的结束、春天的来临，
这对于刚刚经历战乱的大唐王朝
来说无疑是“乱极而将治”的喜
兆，杜甫便有了“纵酒一醉”的
兴致和感慨。

冬日山行，腊八节也有
无限浪漫

《行香子·腊八日与洪仲简溪
行其夜雪作》

宋·汪莘
野店残冬，绿酒春浓。念如

今，此意谁同。溪光不尽，山翠
无穷。有几枝梅，几竿竹，几株
松。

篮舆乘兴，薄暮疏钟。望孤
村，斜日匆匆。夜窗雪阵，晓枕
云峰。便拥渔蓑，顶渔笠，作渔
翁。

这首宋词清新淡雅、风格活
泼，词人描述了一番腊八日登山
的雅趣：郊外的小店歇息，几盏
美酒下肚，酒浮绿色泡沫犹如春
色，沿途的山川和小溪一派好风
光，夹杂着几枝梅花、几竿竹
子、几棵松树。乘着竹轿，不觉
夜色已晚，夜宿孤村，又逢大雪
拍窗，寒风凛冽。到了天明，便
着蓑衣、戴斗笠，做一个渔翁，
去体验“独钓寒江雪”的情怀。

雍和宫里食腊八粥，长安城
里纵酒一醉，踏雪孤舟蓑笠翁，
诗词的背后都体现了古人对腊八
节的喜爱。在这个美好的节日
里，您有什么有趣的安排呢？

据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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