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石川
“读”，就是看着文字念出声，

就是捧着书本或文章进行阅读，

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书。它是获

取知识的极其重要方式，是提

升能力的重要渠道，是健心益智

的好事，也是劳心费神的苦活。

稍明事理的人都会晓得“读”对

人之重要。古人把“读”看成是

种“千钟粟”、建“黄金屋”、娶“颜

如玉”，并且还可“学而优则仕”，

于是乎便留下了“悬梁刺股”、“凿

壁偷光”、“囊萤映雪”、“王羲之

吃墨”等千古佳话。而在愚昧

落后的年代，“读”只是权贵和

富人们的独享，穷人们不砸锅卖

铁、勒紧裤带是无法涉足的。而

今，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只要有“读”的

愿望，绝大多数人都可如愿以偿。

然而，“读”不是装装样子就可

以读出一个什么名堂的，它需要

另一个几乎同音的“笃”字的加

盟与融入。

“笃”，乃一心一意、专心

致志，是认认真真的态度，是

踏踏实实的作风，是久久为功

的坚持。干什么事情如果连上了

一个“笃”字，无收获、没成效、

不成功的结局恐怕难以看到。以

“笃”的要求对待“读”，书便

成了人生的发动机和加油站，知

识就如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和照

亮前行道路的灯塔，开卷就必

有所益，“读”就必有所得。

现在拥有读书条件的人越

来越多了，但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普及，捧着一部书从头啃到尾

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似乎成了梦中神话，

以“笃”而“读”者更是凤毛麟

角，更多的人是通过上网聊天

或使用微信、微博、手机短信

等方式获取碎片化的信息。其实，

虽然网络的信息量大、速度快，

在网上可以及时地找到资料，但

网络取代不了书籍的位置。书传

达的不仅仅是信息，而是一种文

化。在网上浏览和在灯光下捧

着书读的感觉不一样，在网上不

能完全地沉浸在作品当中，只能

看个大概，而读书在获取知识、

思想的同时却是一种享受。书中

一些经典的段落、句子可以让

人反复阅读、思考甚至背诵下

来。书籍和网络对人的影响犹如

正餐和快餐对人的肚子一样，同

样可以填饱，但获取的营养和

用餐时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在

网络发达的时代，人要变得丰厚

而有内涵，不能因网废书，不能

忘却了对书籍的“读”，也不能

因之而敷衍塞责地“读”，仍然

要以“笃”的憨态和拙劲，予以

扎扎实实地“读”。

被动应付，三心二意，蜻

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肯定不是

“读”的要义，更不是“笃”的

要求。以“笃”的态度对待“读”，

不是喊空口号，必须要有实实在

在的表现。

要主动而读。“读书之乐乐

陶陶，起并明月霜天高”。读书

是让人生不当废品、不作次品、

当好成品、摘取精品、争取极

品的最佳方法与途径。读书也不

是请客吃饭，完全是自我补充、

自我修炼、自我提高、自我完善

和自我超越。真正的读书不是

摆姿势、装样子，不是被推着学、

逼着读，而是“为我读”、“我想

读”、“我要读”，要主动、主动、

再主动，主动设目标、主动订计

划、主动寻机会、主动定时间、

主动找保障。

要挤时而读。忙忙碌碌不

是无时间读书的借口。“时间就

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

总是有的”。董遇利用“冬者岁

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

余”的“三余”时间，博览群书，

孜孜不倦，终于成为三国时期有

名的学者。欧阳修不放过“马上、

枕上、厕上”的“三上”时间研

读经书、史书、杂记和小辞，成

为了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

学家。大文学家鲁迅就是把大

家喝咖啡、谈天的时间，用在了

学习上，最终写出了许多好文章，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要用心而读。开卷有益，在

乎用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读书最忌心不在焉和心

猿意马，而是要“循序而渐进，

熟读而精思”。不读则已，读则

心静、气静，眼入手入心也入，

与书中情节相交融，与书中人物

相交流，与书中思想相交锋，做

到学思结合，学实结合，学用结

合，达到一览无余、出神入化之

境地。

要坚持而读。信息爆炸和知

识更新时代，读书必须永远在

路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更不容许一劳永逸，要不

断地读、反复地读、终身地读，

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

书不止。唯如此，才能永葆“胸

中书传有余香”和“腹有诗书气

自华”，做到与时俱进，不为时

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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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妈妈拒帮儿买房”才是好家风

“孩子管孩子”的幼教困境亟待改变

文 / 王甄言
近日，有一位杭州妈妈写

的一封信在朋友圈刷屏，并引

起网友热议。信中，孩子想要

父母帮他买套房，而在妈妈看

来，房子如同自己的未来，需要

自己去争取；孩子应该独立，而

不是一味地求助于家长。为此，

妈妈写信拒绝：“妈妈为什么拒

绝你？妈妈只是希望你能明白：

你终归是要自己飞翔的，而我和

你爸爸只是你坚强的后盾，而

不是永远顶在前面的那个。”

（据 7 月 31 日《华西都市报》）
有人觉得，妈妈没有能力给

儿子买房，无奈拒绝，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妈妈有能力帮儿买房，

却狠心拒绝，难以理解。理由是，

当下房价太贵，靠儿子自己挣钱买

房，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势必

影响儿子恋爱、结婚，日子过得

不幸福。这种论调看似有理，却

有硬伤，即希望坐享其成。但是，

美好的生活来得太容易时，就会失

去精彩的拼搏，不会被珍惜。

是的，对于这位“杭州妈妈”

的做法，见仁见智，争议不小。

争议的焦点不外乎两种观点，赞

成或反对。赞成者认为，父母不

能替子女安排好一切，子女的路

终归要靠他们自己去走，父母要学

会放手，让子女“自己飞翔”；反

对者觉得，父母替子女铺好路，

子女赢在了“起跑线”，人生更顺当，

还可以少奋斗几十年，没什么不好。

而且有人会坚持说，父母替

文 / 斯涵涵
“现在的幼儿园里，老师都

是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可以说是

‘孩子管孩子’了。”来自北京的

家长崔女士发现，女儿所在的

公立幼儿园是北京市的一级一

类园，但是幼儿园里的年轻老

师占了七成以上，自己孩子所在

的班级一般是三个年轻老师配

一个年长的老师。

（据 7 月 30 日《中国青年报》）

记者调查发现，年轻老师占

比高的幼儿园如今不在少数，“孩

子管孩子”是普遍现象。尽管家

长们也承认，年轻老师充满青春

朝气，能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气

息，孩子们受到感染也会变得大

胆、活泼、时尚。但幼教工作是

个细致活，刚刚毕业，还缺乏生

活阅历、育儿经验和专业素养的

“孩子老师”让人深感忧虑。

在专业方面，现在幼儿园老

师培养体系不健全，有些孩子初

中毕业就去读了技校的幼儿教育

专业，专业技能水平不高；在年

龄方面，这些“小老师”刚刚成

年，毕业以后生活阅历少，社会

经验不足，不善于与家长沟通交

流，不会妥善地控制自我情绪，

发生摩擦不会细心处理，比较自

我、片面，极易产生嫌隙、引发

矛盾；在职业荣誉感方面，幼儿

园老师总体收入偏低，与其工作

强度、责任压力不成正比，缺乏

职业荣誉感，自然难以激发更大

的责任心与工作热情，而不良的

工作状态及成效又进一步加剧了

家长们的焦虑。

更重要的是，幼儿教育的主

要对象是3-6岁年龄阶段的幼儿，

这些幼儿身心处于非常稚嫩的阶

段，也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

这就需要老师耐心启迪、全力呵

护。老师要尊重孩子、爱孩子，

要懂得孩子的心理和发展特点，

要通过游戏的方式和自己的言传

身教来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和品

质，而哄骗、蛮横、敷衍，甚至

暴力式的幼教老师显然难以实现

这一教育目标。

当下，幼教矛盾多多，负面

新闻屡见报端，社会认同感、

职业荣誉感也随之下降，高水

平的专业人才不愿涉足，由此陷

入恶性循环，造成了“孩子管孩

子”的幼教困境。而幼儿园虐

童事件频发，也是这类困境导

致的恶果。

实际上，幼儿教育是基础教

育的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和终

身教育的起始阶段，意义之重大

不言而喻。幼儿教育涵盖的内容

也十分广泛，对幼儿全面发展的

教育内容要贯穿在游戏、体育活

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等

全部生活与活动之中。这既要求

幼儿教师具备十八般武艺及高标

准的道德要求，也需要得到系统

专业性培养及社会尊重。    

孩子是国家的财富，是民族

的未来，幼教工作容不得懈怠

与马虎，“孩子管孩子”的幼教

困境亟待改变。全社会要高度

重视幼教工作，提高幼儿园老师

的专业水平及责任意识，加强

对幼儿园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培

训，强化师德建设，同时提高

幼教工作者的收入与地位，大

力倡导尊重和信任幼儿园老师

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的德才

兼备高素质人才加入幼教队伍，

促进幼教事业健康发展，让家

长放心，让社会安心。

子女“铺路”，为子女打下坚实

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家庭传统。

的确，大多数中国父母是这样做

的，但这是父母的焦虑，担心子

女受苦受累，日子过得比别人差，

于是争相庇佑子女。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溺爱，爱得肤浅，是不正

常的家风，子女坐享父母的财产，

自己不奋斗，不能独立，有害无益。

对待子女的态度，林则徐曾

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子

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

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

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窃

以为，“杭州妈妈”的观点与林则

徐的论述如出一辙。

父母希望“子强如我”，就不

能溺爱子女、惯坏子女。若子女

不需要奋斗就能过上美好生活，

意志衰退，家风败落，后代不自

强自立，能力平平，结果就是“子

不如我”，一旦危机到来，只能

坐以待毙。反之，父母倒逼子女

独立，结果“子强如我”，不愁

买不起房。“杭州妈妈”狠心拒

绝为儿买房，就是为了实现“子

强如我”的倒逼效果，爱得更深。

因此，“杭州妈妈”这样做

正是因为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这倒逼子女自强自立的家风比较

独到，值得推崇，值得天下父母

深思。

事实上，古人看重家风，还

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说法：“娶对

媳妇旺三代，娶错媳妇败三代。”

这里面包括深刻的家教哲理，即

媳妇若有“杭州妈妈”式的家教

理念，子女个个能够“独立飞翔”，

则家道兴旺，绵延不绝；反之，

子女凡事依靠父母，自己没有能

力，坐享其成，注定坐吃山空，

家道中途衰败。

父母是否帮子女买房，钱不是唯 一的问题。  图：吴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