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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该怎么爱孩子，或者说，父母对子
女怎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这成了一个问
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
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几天前，听两位老年女性在交流，我感
到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地困扰着很多家庭。

一位说，孙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让他
做，学习还是不好，还不能批评，一批评就东
躲西藏，弄得一家人全城角角落落地找，就
差报警。你说着急不着急？

另一位说，孙女已经上大学了，学习是
不丑，可是什么都不会做，她妈妈过一段时
间要赶过去帮她洗衣服，收拾床铺。放假回
来，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晓得做什么。以
后结婚生子，怎么办？哪个父母能陪子女一
辈子啊！

其焦急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之事，
不是个案。

我们不禁要问，子女为什么会这样，问
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首先出在家庭，
出在父母。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既然是课堂，是老师，
就得给孩子以教育啊。可是，现在的家庭，
现在的父母，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呢？

上学，从幼儿园开始，就有专人接送。
饭盛得好好的，就差送到口里。家里的大事
小事，从不让孩子沾边，油瓶倒了也不让
扶。父母唯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学习成
绩。成绩好了，眉笑眼开，成绩差了，愁眉苦
脸。孩子成了学习的工具，除了学习什么也
不会——不会尊重人，不会料理自己，不会
为父母分担点点负担。

这能怪孩子吗？不能，你没教他们做
呀。

这能怪父母吗？父母也很委屈。他们认
为，孩子学习已经很苦了，哪还能让他们做家
务呢？部分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以为自己在
学习上帮不上孩子的忙，只能减少他们的其
它负担，宁可自己苦点，也不让孩子们辛苦。

想法当然不错，但是父母可能没有想
到，孩子不会在你身边一辈子，总有一天会
像一只小燕子一样，自己要飞高飞远的，你
不让它从小在窝边练习飞翔，长大了还怎么
飞高飞远呢？

包揽子女的一切，看上去是爱，其实是
害——害孩子，害家庭，甚至害社会。

那么，父母该怎样爱孩子，或者说怎样
的爱才是真爱？

孔子不愧为圣人，他在二千多年前就看
到了这个问题，而且给世人以指点。

孔子说：“爱护他，能不使他勤劳吗？忠
于他，能不去规劝他吗？”（原典为：“子曰：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
语·宪问第十四》）

我不知道孔子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这
句话，可谓言简义丰。我们只看前一句，“爱
护他，能不使他勤劳吗？”孔子用了反问句，
意即爱护一个人，一定要使他勤劳。反问句
强调了语势，突出了语意。这个“之”是代
词，指代谁呢？我以为，是两类人，一类人是
子女后代，一类人是下属晚生。

孔子告诉我们，父母对子女的真爱，便
是使他们勤劳，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劳
动，学习只是其一。

北宋大儒苏轼对孔子这句话作了注
解。苏轼曰：“爱而勿劳，禽犊之爱也。”（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

苏轼说，如果爱而不使其勤劳，就如同
禽兽之于犊子一样的爱。通俗地说，如果父
母或上级对子女、对下属爱，而不使他们勤
劳，就如同狗妈妈爱护狗崽子一样——完全
出于本能，而无一丝一毫之理智。话说得有
点尖刻，但道理很清楚。对一个人的爱，不使
其勤劳，就是动物性的爱，而不是人类之爱。
人类除了情感，还有思考，有规划，有责任。

每一位父母的责任是将子女培养成人。
成人不只是有学问，还要有能力，有品德。

一个只知道学习，其它都不会不懂的
人，能算是成人吗？当然不能。因为当一个
人走上社会，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技能，还有
待人接物的礼数、工作生活的本领，还有应
对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缺乏这些能力，在
社会上也将是寸步难行。看看一些高分低
能者，我们就能懂得对子女进行综合教育是
多么重要。

至于，上级对于下级，也需要使之勤。
如果一位领导把下属的事都做了，而让下属
得不到锻炼和提高，这是一个好上级吗？

父母对子女的真爱，是把子女栽在大地
上，经风雨见世面，而不是养在盆子里、置于
温室中，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惊慌失
措。到那个时候，悔恨晚矣。

孔子只讲了一个“劳”字，需要我们悉心
领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教与学提出过
更为明确的要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
万学学做真人。”这里面的第一个“真”，是真
知，是真理；“真人”，是指完整的人、健康的
人、品德高尚的人。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应该朝着“真知”
“真人”的方向努力，否则就算不上真爱，而
且是父母的失职。

该怎么爱孩子
□ 姚正安

去年上半年某一天，孙女在上幼儿园托班
时，班里组织一次叫做《我爱我家》的讲演活动，
由小朋友介绍各自家庭主要成员。当听到她那
稚嫩的声音“我的爷爷天天看书，什么书都爱
看”，我的心头不觉一热——小小年纪，爷爷的这
点爱好，你咋全都记在心里头啦？

读书，是我屈指可数的几个业余爱好之一。
打从初中起(那时的学生不像现如今，没有兴趣
班，课业负担不重，空余时间较多)便无需遮掩地读
点与数理化无关的闲书，既无计划更无目标，有啥
看啥，通宵达旦，一天一夜读完一部长篇算不了什
么。当兵在部队二十来年，干的几乎全是新闻、宣
传、秘书之类的活儿，与书自然有着亲近之缘。数
十年的读书经历，虽未曾有过被称之为“颜如玉”

“黄金屋”等那些令人神往的体验，但通过读书丰富
了我的知识积累，助力了我的进步成长，那是不容
置疑的。如今退休在家这几年，越发感觉到在岁月
静好的日子里，泡上一杯幽香四溢的龙井，安安静
静地读点书，真的是快乐多多、收获多多。

置身书房，我的退休生活少了寂寞、多了充
实。退居二线前常听有些退了休的老同志说，退
休后的日子很难熬啊，上班时忙忙碌碌又苦又
累，巴望着早点退休回家，尽享天伦之乐，现在反
倒整天无着无落，人也仿佛失去了方向和重心，
可以说是度日如年。闻此言，心极恐！不禁自
问，我该咋办？然而，当真到退二线那一刻，反倒
坦然安静了下来：不用上班了，24小时任由自己
支配，一个人安安静静坐下来读点书岂不更好？
是的，当我走进自家的书房，看着那整面墙并排站
立着的满满6大柜2000余本书籍，不禁感叹，对不
起老朋友了，这么多年很少翻动，实在是抱歉。便
着手将四十几年来的藏书，依照政治读本、领袖著
作、中外名著、名人传记(回忆录)、军事文学、人文社
科、中外戏剧、经典散文(随笔)等以及部分文化名
人、著名作家等按不同条目分类有序排列，经过几
天的整理归类，不仅类别清晰，拿取方便，也很赏心
悦目，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这几年我一般都坚持每
天两小时的阅读时间，既体验到了阅读过程中的乐
趣，又使得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全无
失落寂寞、无所事事之困惑。

捧起书本，我的读书内容和写作兴趣也悄然
发生了变化。退居二线尤其是到龄退休以后，时
间相对充裕和自由，这当中首先使我在读书内容
上发生了新变化。因多年部队政治机关和地方
党政部门工作性质所决定，以前我的读书面相对
较窄，内容也比较中规中矩，总体上是灌输说教
的多，生动有趣的少。随着年纪增大，视力下降，
记忆力大不如前，如何增加读书兴趣是我面临的
一个很大难题。见此，儿子拿来了平日里他喜爱
看的(此前我是不屑一顾，从未翻动过)梁羽生《白
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以及古
龙、金庸等武侠类小说和JK罗琳的《哈利波特》
(全七部)、刘慈欣的《三体》(全三部) 等科幻类小
说。“老爸，你有空可以换着看看这些，生动有趣，
别有风味，一定会喜欢的。”还别说，当我的目光
和兴致转移到这两类小说之后，竟被其中很多奇
特武功和想象的不断变化所吸引。武侠小说中
的武功和招式经常被赋予一些寓意和象征性的
意义，这当中人物情感和性格塑造中的深刻内涵
让人过目难忘。科幻小说更是随着情节的不断
丰富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极大地增强了阅读过
程中的愉悦感和视觉上的冲击力，常常让我爱不
释手、废寝忘食。

随着读书兴趣的丰富和拓展，我在写作上也
开始了新的尝试。以前在部队工作时与文字打
交道是我的主业，大多埋头于新闻报道、领导讲
话和公文撰写，回地方工作后仍旧兴趣尚存，时
不时地结合工作写点调研报告、工作研究、理论
探讨、经验总结等，这期间有20来篇分别被《人民
日报(内部参阅)》《领导科学》《党政论坛》《决策参
考》等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期刊登载。说实话，这
些文章发表时觉得分量挺重，领导评价说是有思
想有深度，有理论探讨有实践总结，自己也颇为
得意和自豪，但现在看来还是基于迎合说教的成
分多了一些，掺杂着官腔官味的东西也还不少。
近年来我尝试着将生活中一些熟悉的人和事，通
过小小说、散文、随笔、游记、市井故事等不同体
裁形成文字，其中有些被《中国社会报》《杂文报》
《中国老兵》《家庭与生活报》《高邮日报》等釆
用。虽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陆续续见诸
报刊的东西不少，但令我颇为看重的还是近年来
发表的这类文字——寻常生活跃然纸上，人间小
温倾注笔端，自己认为有生活有情趣，别人觉得
有故事有看头，细读慢品，别有滋味。

岁月静好读点书，其乐无穷。让我们共同感
受读书之快乐吧！

岁月静好读点书
□ 黄安良

《三字经》认为，教养是人从小就应该习得
的一种规矩，是待人接物时的一种敬重态度。

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体现在很多细节行
为中。比如一个人闯红灯、逆向行驶等，连
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谈何教养？在公共场合
大声喧哗、吸烟、随地吐痰等，这些不文明的
行为给周围人带来了困扰，谈何教养？还有
一些令人生厌的举止，比如站没站相，坐没
坐相；别人说话，随意插话；在一起吃饭，筷
子在菜碗里挑挑拣拣，等等，都是没有教养
的表现。反之，有教养的人的举止总是让人
感觉舒服。如，你跟他说话时，他会耐心地
听完，绝不随意打断；你给他开门时，他一定
会说声谢谢；你给他倒水时，他不会干看着，
一定会用手扶扶，以示礼貌，等等。总之，植
根于内心的教养，是无需提醒的自觉，是以
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是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简单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教养，就是看他心
里有没有规矩，有没有别人。

空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一位乞丐怕把
座椅弄脏了，宁可长时间站着也不坐。这个
乞丐尽管衣衫褴褛，地位低下，但他能时刻替

别人着想，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让人肃然起
敬。其实，教养与衣着、地位等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常常看见，衣冠楚楚的人不一定就是绅
士，一些有地位的人平时说话嘴里也会妈妈奶
奶的。更有一些伪君子，比如我知道某男士在
外面可以为别的女士拎包、开门，很有风度，回
到家在老婆面前则斤斤计较，风度全无。真正
的教养是一个人内心自发的表现，是对每一个
人尊重，而不是专对某个特定群体。实际上，
教养的形成源于对整个世界的深刻认知，源于
对整个世界的敬畏之心，有教养的人对每一个
人都会自然地同等尊重，无需刻意。

教养要从小孩抓起。见到小孩缺少教
养的行为，家长应该立即给予批评教育。比
如在宴席上，某小孩喜欢吃基围虾，把一盘
虾全端在自己面前，然后准备一个一个消
灭，全不管别人吃不吃。这时候家长应该及

时喝止并批评教育才对，但我们发现有的家
长却视而不见，甚至还帮小孩端盘子。这样
的家长是愚蠢的，会因小失大，因为无形中
助长了小孩的自私行为。这种缺教养的孩
子长大了，会以自我为中心，损人而最终害
己，必然受到社会的严惩。这种案例举不胜
举。所以马未都说，一个家庭的成功，很大
程度是看父母有没有培养出有教养的孩子。

德国作家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一
文中认为，读书是获得教养的主要途径。他
劝人们多研读经典，在读经典过程中完善自
我，提高教养。他说得不无道理，好的书自
会教化人，但我们也会发现，很多读书不多
的人也很有教养。因此，除了多读好书以
外，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等，对
教养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

教养与修养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教
养是通过教化而养成的道德的、文明的精神
或物质行为。修养是一个人具有的综合素
质，包括知识技能、心理素质、情绪管理等。
教养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方面，
而修养更多表现在一个人的内在修炼方面。

论 教 养
□ 吴忠

小时候，小画书（连环画）曾经是我至
亲至爱的朋友。父亲在“文革”中去世后，
母亲带着6个小孩生活，我们实在不敢有
什么奢求。我唯一“乱花钱”之处，大概就
是买小画书。

隔三差五上学前，母亲会掏出一分
钱，让我买些吃食（可以买一块水果味硬
糖，或买一小碟五香螺蛳，也可以买一串
削去了皮、用竹签串好的四五个荸荠
……）。我舍不得买“零嘴”，每次都把钱
积攒起来，聚到一毛钱左右，就约上一两
个最要好的朋友，兴高采烈地赶去新华书
店，左比右挑，购回一本小画书（小画书
的价格多是每本一角几分钱，便宜的七
八分钱，最贵的有二角几分钱。当时，一
笼六只大包子三角二分钱。），大家轮流
阅读，其乐无穷。日积月累，我手中的小
画书越来越多，鼎盛时期大约有150多
本，凑合着可以开个小书店了，很使小伙
伴们眼热。因此，那时候，在我身边，常
常聚拢着许多小朋友。因为“知识渊
博”，我俨然成为了东头街上一些小孩之
中的“头头”，被他们找着、追着、求着讲
故事，让我尝到了“有文化”的甜头，虚荣
心得到一定的满足。

当然，读小画书最多的地方，当数距
汪曾祺故居不远处的陈姓老人的租书
摊上。他准备了几条长板凳和十几只

独凳子，小心地取下每本小画书的封
面，贴在用牛皮纸做的书套上。我们三
天两头就会跑过去，花一分钱，可以挑
选一本小画书，坐下来看，厚一点的书
或特别有意思的书则要付二分钱（我感
觉很贵，很心疼）。记不清有多少次，放
学后完成了家庭作业，我们就会跑去

“泡”书，直至天色渐渐黑透，才依依不舍
地离开那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小画书就是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像《红灯记》
《沙家浜》《鸡毛信》《小兵张嘎》《看不见
的战线》《战友》《海岸风雷》《地下游击
队》这些小画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书中主人公的崇高精神和浩然正
气，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真、善、美
的种子。

时间匆匆流逝，我已到了“夕阳红”时
期，但从童年起养成的爱读书的习惯，至
今未改。只是在生活中，小画书却离我们
越来越远了。一种新的收藏项目已然兴
起多年——收集、珍藏各种旧小画书，这
不免使人平添几分惆怅和感慨。

儿时爱看小画书
□ 汪凌

“驿”字，为什么用“马”旁？通过到盂城
驿细看细品，有了深刻的体会。

高邮城南的盂城驿是全国发现的保存
完好、规模较大的古代驿站，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古代，没有汽车火车，更没有
飞机，传递文书，传报命令，最快的交通方式
是骑马。路程远的，也只有快马加鞭，在驿
站接力，继续奔驰。驿站，是来往官员交接
的中转站，也是邮差和驿马的休息地。

盂城驿大门的东南边，有一个清水塘，
塘边立有一块碑，题名：马饮塘。马饮塘的
清水，让奔驰而来的驿马解渴。只见碑旁有
几匹石马，形态逼真，有的呈吃草状，有的摇
尾休息，随时待命出征。

盂城驿展览馆展示了我国三千多年的邮
驿通信历史，其间包含了骑马、养马、敬马的内
容。馆内有马房和养马人、邮差(骑马人)的宿
舍，生活设施齐全；有马神庙，是祭祀马神的地
方。驿马常年在外奔驰，养护很重要。传说阴
历六月二十三是马神的生日，从驿人员在马神
庙祭拜马神，祈求保佑驿站人马平安。

参观了盂城驿，让人真正看懂了“驿”
字：驿，有马才行！

看懂了“驿”字
□ 陈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