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副刊 2024年9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胡家容 编辑：次旦央吉 校对：党世友

当自己的小孩已经不再是小孩
的时候，心情就过于“丰富”和“婉
转”了。

造物在赋形每个生命的时候，
绝对遵循最严格的“个性化”标准：
每一个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不
得不承认，“天赋”是每个生命的特
权，非常神奇：有些人天生就适合于
干这个，有些人则适合于干那个；对
于有些人而言，这是最艰难的事情，
但对有些人而言，却易如反掌，而他
们之间却不能互相替代，如果勉为其
难，也无法企及，这就是爹妈的恩
赐。如果不给其扣上“宿命论”的大
帽子，那就要明白：顺应一个人的天
性有多么重要！无论对于家庭育儿，
还是学校培育，这都应当是一条被尊
重的“铁律”：尽水之变，随物赋形。

每位孩子都是父母的杰作，并
将最美好的希望寄托于上。尽管如
此，父母并没有权利将自己未曾实
现的梦想强加给自己的孩子，或者
按照天才的规格去完美打造。父母
的最大责任，就是“发现孩子”，理解
脾性和天赋，并创造条件顺应天性，
选择最适合于自己孩子的人生道
路，从而塑造独特的自己。没有任
何必要与其他孩子攀比，更不能随
波逐流。孩子最终做成了自己，因
此“与众不同”，这就是最大的成就，
无需以世俗的标尺衡量成败。人生
的节奏有快有慢，有的如烈火，瞬间
燃爆；有的则如岩浆，在地下蕴藏，
然后喷发，但结果不约而同：爆发。

成功的节点，也不必强制划定，只要
坚持，就会油然而至。“水滴石穿”是
一个司空见惯的俗语，但事实证明，
这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并不
起眼、有力的小小雨滴，正是在并不
起眼的持续滴落中，最终将坚硬的
石头穿凿成洞，天遂人愿，这就是坚
持的魔力。

如果父女同属一种职业，那可
就有意思了。只要不是强制，这种
职业同轨也很有趣，比如在我们家，
就两个站讲台的“周老师”。按照学
校的习惯，在这个校园的所有人，都
可以享受“老师”的尊称，于是我们
家的身份区别就相当困难。大周老
师不仅不能完全获得小周老师的敬
仰，而且时时遭遇挑战和无视，正因
为父子无隔，即使有幸获得敬仰，也
显得毫无仪式感可言，仅有的表扬
往往以娱乐方式表达。

家庭可不比教室，大周老师的
权威时时被削弱，而彼此喜笑颜开
的场景却司空见惯，大周老师显然
不自觉地沉迷其间，公然调侃严肃
历史知识，导致爸爸、老师的双重威
信丧失殆尽：面对小学生关于岳飞
身份的询问，竟然一本正经地指认

他是“某市市长！”女儿信以为真，后
来就不免出了一点洋相，决然发誓

“再也不信爸爸的话了！”果然，此后
只要爸爸说话，女儿必定转身求证
妈妈：“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这种
情形一直延续到升入高中。

爸爸身为大学中文系老师，竟
然在女儿读初中时就被断然剥夺了
阅读女儿作文的权利，而引发这个
严重后果的原因，是爸爸在接受女
儿邀请指教女儿作文时，一时作妖，
竟在字里行间随意插入自己的“胡
言乱语”，而这些话语与女儿原作内
容不仅毫不相干，而且逻辑乖张，把
一篇好端端的作文“篡改”得面目全
非，岂能不怒？从此以后，这位可怜
的爸爸就再也没有机会拜读过女儿
的大作了，直到高考。周围的朋友
常常推测，觉得女儿的作文写得还
不错，肯定是教语文的爸爸辅导的
成就，这完全是误解！如果要给指
导女儿语文学习的导师庆功，那一
定是出色的小学语文课申锡忠老
师、初中语文课苗欣老师和高中语
文课何亚阁老师的功绩。女儿太幸
运了：在基础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有
最优秀的语文老师耳提面命。

爸爸的另一次严重失误所导致的
后果，也相当“触目惊心”！在女儿进
入高中读文科后，爸爸似乎想炫耀一
下自己的人文素养，就自告奋勇地承
担起辅导女儿历史课程学习的使命。
开始确实不负众望，在将历史知识以故
事化呈现之后，“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也许是有点得意忘形，爸爸就在女儿并
没有特别注意的时候，悄然开始口头创
作，将严肃的历史故事演绎成无案可稽
的民间传说，这种神话故事一般的精
彩，解除了女儿应有的警觉，等到醒悟
之时，爸爸已经蒙混过关几个教学周
期，女儿同样愤怒异常：竟然敢拿你女
儿的前程开玩笑？如此复习下去，还能
考上大学？于是，具有硕士导师资格的
教授爸爸，随即就被剥夺了辅导高中生
史地课程的资格，在女儿最紧张的高考
备考期间无奈“赋闲”，无所作为。

爸爸非常清楚自己的错误，意识
到给小孩子无底线开玩笑的后果有多
么严重！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同龄人，
以防“悲剧”重演，还写成小文章《幽
默：幼儿不宜》，刊发于报纸副刊，引来
读者们会心一笑。

在回忆这些情节的时候，就像是
与女儿一同又回到了娃娃的童年，不
由沉湎其中。

岁月如流。女儿如今已过而立，
教书育人，跻身光彩事业，让家庭成为
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共享荣幸！

祝福女儿：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
事，就是最好的事，而最好的事，也必
定是最成功的事。

静 水 深 流
□周德仓

八月初，三姑来我所在的城市游玩，在屋里待了一整
天，她便唠叨着要去实现看海的愿望。

七十多岁的三姑，大多时间都在大山里与庄稼打交
道，见惯了山，所以向往海，也羡慕在海边生活的人们。汽
车顺着沿海大通道一直往衙口沙滩的方向驶去，三姑一边
感叹着沿途的风景，一边跟我们念叨着自己对大海的喜爱
之情。我笑说自己的喜好与她不谋而合，尤其是海水轻轻
抚摸脚丫的感觉，总让我念念不忘。

我们开车穿过喧嚣的都市，一路辗转，终于抵达海
边。当汽车停稳后，三姑便迫不及待地朝海边走去，老人
看到大海的兴奋模样，和孩子初次接触新事物时一样，兴
奋中夹带着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我们一家人陪着三姑
赤脚漫步在沙滩上，感受着海水的清凉，享受着海风的吹
拂，任由细软的沙粒挤满脚趾缝，让双脚在身后留下一行
行、大小不一的脚印。不同于通过书本领略大海的风情，
不似从电视里听到大海的咆哮，这次近距离地接触，让大
海的样子在三姑的心里变得清晰而鲜活。

识字不多的三姑，有时面对新事物会感到迷茫，就像
当看到海边矗立的施琅将军石像，她就以为是哪位菩萨罗
汉或是天兵天将。后来还是妻子在一旁耐心地讲解施琅的生平事迹，三姑才
知道这石像的来历，也对这一历史人物产生了钦佩之情。三姑一边赏景观海，
一边笑着感叹说：“种田人一到城市就蒙圈，不知道东西南北，还好跟着年轻
人，才可以长不少见识。”

此行也是我们第一次带宝宝来看海，不同于三姑的兴奋，宝宝一开始对陌
生的环境有点害怕。不过当他惊讶地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扑打着沙滩，感
受着海水来回冲刷着脚丫时，他就渐渐发现了看海踏浪的乐趣。我与妻子拉
着宝宝的小手，陪他在沙滩上嬉戏玩耍，回头瞧见自己留在沙滩上的一排排脚
印，宝宝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兴奋不已。或许是在屋里待闷了，又或是海边游
玩的经历很特别，宝宝对一切玩法都感到好奇，小小的他，也鼓起勇气，一次又
一次与海水进行亲密接触，模样可爱极了。不过最可爱的时刻，还是我抱着他
在海里玩水，他玩累了便趴在我的肩上打盹，那一刻，我也感受到无与伦比的
幸福。

站在海边看着烟波浩渺、起伏不定的苍茫大海，静静聆听大海深处的声
音，无论是躁动的还是忧伤的心，瞬间都变得宁静而平和起来。在我看来，大
海就像是一位智者，有着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豁达情怀，总是以开阔的
胸襟去迎接每一天的日出和每一位到来者。在大海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自己想要的感觉，都会有所收获，就像三姑在此实现了几十年前许下的看海愿
望，宝宝来到这里完成了自己首次与大海的亲密“互动”。而我在陪伴他们的
过程中，也借着轻拂脸庞的海风，放飞了心情，享受着难得又惬意的相聚时光，
感受着亲人同游带来的无限快乐。

看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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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赋闲在家，
每天不是接送孩子上下学，就是做三
餐和打扫屋子，虽然事情繁多，做完
却毫无成就感，整个人情绪很低落，
过得非常不开心。为了排解压力，我
只能不停地“刷剧”，试图用虚拟世界
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不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影
片《肖申克的救赎》里看到了一句醍
醐灌顶的台词，那就是“如果你自己
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深受
启迪的我痛定思痛，决定不再沉沦自
己，而是要换一种心态来面对生活。

之后我特地买来烹饪书，每天精
心准备餐食，花样百出的菜肴让女儿
惊喜不已。我也经常骑着电动车载
女儿去上学，任由微风吹拂脸颊，享
受惬意的兜风时刻。我还会播放喜
欢的歌曲，和着旋律边哼边干家务。
我不再长时间地窝在家里，而是时常
迎着夕阳的余晖，去公园里挥舞羽毛
球拍，享受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的畅快
淋漓。

平时，我还抽出时间去学习插
花、瑜伽，练习弹琴和绘画。渐渐地，
我变得乐观起来，也重燃了对生活的
热忱。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鸡毛蒜
皮的小事，不值得拿出来讲。但我觉
得，生活本就平凡且不易，若能以达
观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的一件件杂
事，人生或许就会变得顺畅很多，正
所谓心态对了，一切皆顺意。

记得曾看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
正在备考的青年，经济拮据的他只能与
其他人合租房子。由于人多嘴杂，屋里
总是吵吵嚷嚷。但青年对此并不在意，
反而每天都乐呵呵的。有人不解地问
他：“这么嘈杂的环境，你无法静下心来
读书，不会感到生气吗？”青年答道：“人
多不是坏事，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可以
畅所欲言，也能交流思想，是一件快乐
的事呀。”

后来，合租的人陆陆续续地搬走
了，最后屋里只剩下那位青年，而他依
旧开心地过每一天。上次问话的人又
跑来问他：“现在你独自一人，不觉得孤
单吗？”青年笑道：“难得清净，正是用功
的好时候，有什么可烦恼的呢？”读完这
个故事，我不禁为这位青年喝彩，心想
不管他的考试是否会高中，拥有乐观心
态的他，之后的人生定能过得甜美幸
福，顺遂得意。

诚如吉格斯所说的：“态度决定成
败，无论情况好坏，都要抱着积极的态
度，莫让沮丧取代热心。”毕竟人生中许
多结局很美妙的事情，其实开始都非一
帆风顺，而遇到挫折或痛苦时，好心态
往往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怀着乐
观心态的人，拥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他
始终相信自己，无论是面对困难或是遭
受痛苦，他都能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尝试成为
这样的人，或许我们就会懂得在逆境中
寻找希望，也能以一种进取的姿态，去
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

让乐观伴生活前行
□陈 萍

这是一个周日的中午，我正准备煮午饭，却发现米
用完了。我是个懒散的人，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一贯认为买东西是举手之劳，好在家门口就是超市，买
米很方便。

正餐的主食，我一般都选择吃白米饭。若没有吃米
饭，就会怅然若失，无论吃多少东西，都觉得饱腹感不
强。但如果以另外的主食来代替米饭，身上那个“爱吃
米饭”的胃，又会有所抗拒，难以适应，没有认同感。

现在，似乎每个超市都有卖大米，它们被摆放在显
眼的位置，堆放整齐划一，可供选择的品种也不少。这
些米的角质层大多被“打磨抛光”，显得晶莹剔透，惹人
喜爱。当中有些袋装大米还不是单一品种，而是将几个
品种拼配一起，说法是混合的品相更佳，口感更为软糯，
但实则尝起来米香会弱一些。

小时候，家附近没有超市，也买不到袋装米。那时
候卖米的地方只有粮站，卖的米也是散装的陈米，品质
一般。印象中过去农户吃米通常是自行解决，因此当时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储存稻谷的设施，有的是水
泥砌筑的稻仓，有的是木材做的稻桶，还有的是陶瓷做
的稻缸。每当采收的稻谷晒干后，乡亲们就会把米一担
一担地挑进屋里，倒进那些储粮设施中。平时需要稻米
时，再从储粮设施中舀出一些盛到箩筐中，挑到村里的

碾米场进行加工处理。稻谷碾好后，稻壳就成了糠，之后人吃米，糠则用来
喂养家禽家畜。

儿时吃的大米，都是单一的品种，也没有抛过光，虽然质地粗糙，但是米
香浓郁。这些新收的稻米煮成粥，表面会浮起一层粥油，不仅口感黏稠，味
道也香醇，吃进肚子里，备感清爽。这碗可口的新米粥，也是我尤为难忘的
童年滋味。

前年，大姐送来一袋大米，可惜口感稍差一些。我问起原因，大姐笑说：
“今年雨天太多，阳光不足，产出的稻米自然就差些。”听了这话，我恍然大
悟，一合计，才发觉自己已经作别稻田五年有余，难怪忘了好吃的稻谷需要
阳光的加持。

故乡的夏末，天气炎热，也善变，特别是下午经常有“西北雨”来袭，前一
分钟还阳光明媚，后一分钟就有掠过的乌云聚集成雷雨云，雷声轰隆作响，
暴雨倾盆而下，总让人躲闪不及。不过这个季节，恰好是水稻收成的时节，
俗称“双抢时节”。过去这时刚收的稻谷都在晒谷场晒着，若是发现暴雨将
至，全家都得齐动员，大家各自顺手拿起不同的工具，就从四面八方往晒谷
场赶，像打仗一样将稻谷集拢起来，再马不停蹄地收进屋内。如果赶不及，
只能盖上几张薄膜来应急，有时还会眼睁睁地看着稻谷被雨水冲走，那场景
现在想起来，依旧令人心如刀割。

当我还是小孩时，感觉世上最美味的食物就是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即使
后来我在形形色色的地方吃过饭，也依旧最爱吃老家的新米饭，用闽南话说
就是“猪仔恋槽”，我想这估计是故乡留给我的胃部记忆。

如今我仍会不时回忆起过去忙于抢收晒谷的暑假，想起那些被汗水浸泡
的劳作岁月和对米饭渴望的日子。我钟情于那一抹源于土地的熟悉米香，
它存留在我的童年味蕾中，宛如信仰一般，让我时至今日，依旧深深地迷
恋着。

米
香
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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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草地上嬉戏
秋千荡到最高处
仿佛上了青天
追逐风的少年
穿过繁花盛开的林荫小径
假日的江边到处沸沸扬扬
洋溢激昂向上的生命

晚霞把金色的流光四处倾泻
无拘无束 肆无忌惮
我迎着晚风奔跑
追赶落日余晖
忘记疲惫 挥汗如雨

待明晨雄鸡啼唱
旭日东升
父亲 我会重新陪您走起

从灵源到八仙山
从五峰公园到九十九溪
宝珠石下一片寺
五里桥上白鹭飞
我们将不遗余力
重新走过每一个春秋
像小时候那样
像年轻时候那样
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

盛 夏 翠 微
□安 安

荷花一开，风里就能嗅出夏天
的味道。进入 7、8 月份，赏荷、拍
荷、诵荷，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喜欢荷花，小时候常跟着大
人去大明湖畔乘凉。我钟爱雨中的
荷，雨打荷叶啪啪作响，自带“大珠
小珠落玉盘”的架势，又像跳荡的水
银，被雾笼罩。而荷花兀自绽放，静
气盈面，一派安然自足的模样，凝视
之间心生敬畏。

济南种植莲荷已有上千年的历

史。早在魏晋时期，便开始大范围
种植荷花。唐代荷田已成规模，因
荷花众多而被称为“莲子湖”。直到
金代，诗人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
始称“大明湖”，一直沿用至今。

荷香深处有诗意，有风雅。大
明湖还是魏晋人士“碧筒饮”的发源
地——采摘新鲜荷叶，向内卷拢如
盏，盛酒，然后将叶心捅破，使之与
叶茎相通，从茎管中吸酒。“酒味杂
莲气，香冷胜于水”，这便是“碧筒

饮”，弯曲状若象鼻的茎管被称作
“象鼻杯”。

因湖中物产，又有了荷叶粥、荷
叶饭、藕粉圆子、炸荷花瓣等，成为
寻常百姓家的佳肴。曾在齐鲁大学
任教的老舍先生，品尝过友人做的
香油炸莲花瓣，颇感新奇，称之为

“济南的典故”。
夏日的一个上午，我和友人逛

大明湖，赏荷花。那天早上刚下过
一场雨，空气中萦绕着淡淡荷香，清
心悦目。一进大明湖景区西南门，
只见荷花环湖而立，开得错落有致，
经藕香榭，过玉函桥，柳荷之美尽收
眼底。

环湖荷花，大致有十三个荷区，
以红莲、白莲、重台莲、碧莲为主。漫
步湖边，往哪走都是美的洗礼。南岸
荷花绵延成势，圆盖连着圆盖，一直
蔓延到九曲亭，荷花如箭，笔直高
挺。此处视野开阔，远处的历下亭、
超然楼与荷同框，小水鸭嘎嘎欢叫。

很多市民在此拍照，或前倾或

半蹲，甚至索性席地而坐。如今，大明
湖从“城中湖”变成“百姓湖”。今年以
来实施大明湖南岸透湖工程后，“一湖
一环”绿道连通，大片荷塘举目可见，
接天莲叶无穷碧。

不觉中，我们移步北岸小沧浪亭，
两片荷塘围有护栏，红荷白荷交织，
亭台廊榭点缀，颇有古典气息。南丰
祠的雨荷厅则是网红打卡地，往年常
见并蒂莲，素有“水中君子”美誉。此
地乃是园林奇观，引得众人围观，不
少电视剧于此取景。只见眼前一枝
小荷翩跹如舞者，露出的尖尖角，恍
若正自在旋转，又像绽放前的攒劲，
以力求完美的呈现。我不禁心生感
动，为一枝粉荷的向上努力而触动，
盛开就要全力以赴，凋谢也不心灰
意冷。

环湖没有围栏，让人与荷更加亲
近。有个身着汉服的小女孩跑上前，
手执一支鲜荷，兴致满面。妈妈在远
处为她拍照。定格的瞬间，小女孩也
站成一支小荷。

湖 畔 荷 花
□雪 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