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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一则视频，雨中，一个小孩儿穿着雨
衣雨鞋踩水坑玩，跑过来跑过去，蹦蹦又跳跳。雨
线模糊视线，看不清孩子的表情，可那种快乐早已
溢出屏幕。网友纷纷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常常这样
玩儿，字里行间全是怀念，赞叹这位孩子的母亲开
明开通，现在父母普遍不会让孩子这样玩，一来担
心受潮受凉，二来也怕细菌太多有寄生虫。

回首童年，我和小伙伴儿几乎是在山野间长大
的。草丛里捉姑笛（一种草，春天冒出的芦苇苞芽
美味甘甜）逮蚂蚱，漫山掐野花摘酸枣寻侧栗（音，
学名不详，一种矮灌木上长的酷似小李子的野果，
由青而红而紫，不熟者酸涩，熟者甘甜），小清河里
摸鱼虾，漏斗窝里吹沙挼子（学名蚊蛳，蚁蛉的幼虫，
体长约两公分，全身灰色，头部一个大钳子，是传说中
的“神秘陷阱大师”。它藏在沙里，制造出漏斗型漩
涡，蚂蚁陷落便很难逃出去，只会越陷越深，因此，这
个漩涡又被称为“蚁之地狱”），石头底下翻蝎子，顶着
烈日粘知了，踏着冬雪落（la，四声）冻梨……踩水淋
雨，打雪仗堆雪人，再平常不过，没人会在意脏不脏

冷不冷。湿了衣服脏了鞋，大人一边换一边骂，下
次照样不会阻拦。

那时的我们衣服打补丁，肚子吃不饱，没有玩具，
也没有培训班，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带来很多玩
伴，教授很多知识，启发无穷的想象力和创意。即使
不能出门，一把石子一根红绳一副扑克牌，地上画几
条杠几个框再来一块小瓦片，一样玩出许多花样。

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我们在成长。长大后
的我们发现，知识越来越丰富，好奇心却越来越少，似
乎对什么都兴趣缺失，快乐的能力严重退化。成人
总是羡慕孩子的无忧无虑，再平常的东西在他们眼
里都可以是玩具，都能找到乐趣。大人世界习以为
常甚至视而不见的事物，在他们眼里往往有着别样
风采，常让我们感叹：原来世界还有那么多美好。成
人总觉得自己是孩子生命的创造者，是他们的依靠，
孩子何尝不是成人重新发现美好、幸福和自由的精
神引领者。所以，蒙台梭利说“儿童是成人之父”。

儿童的快乐往往简单而纯粹，其中趣味只能回
味，再难切身体味，就像消逝的童年，谁都回不去

了。很多过来人说，童年伤痛会困笼余生，童年阴影
如同幽灵，童年千万莫要有遗憾，否则穷其一生也未
必能够弥补。

“小时不识月”，孩子童年的快乐无憾需要成人
世界的呵护。这种呵护，不是成人站在自己角度以

“都是为了你好”的“爱之名义”，为孩子安排吃穿
用、走坐行，上各种辅导班培训学校，学各种特长技
能长各种见识，天天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学习的路
上。我们不能把孩子当成一块白板，随意涂画，忽
视他们的独立人格、独特需求。我们也不能将之视
为还未长成的“小大人”，他们的兴趣爱好、思维模
式、行为方式与成人完全不同。

最好的方法是，或许是蹲下来，跟孩子同处一
米高度，站在Ta的立场从Ta的视角看世界，呼吸着
Ta的呼吸，感受着Ta的感受，然后才能真正贴近Ta
的心灵，知晓Ta的需求、期盼、渴望，Ta的高兴喜悦、
悲伤难过，才能真正知晓该为Ta做些什么，什么才
是真正为Ta好，如何才能真的为Ta铸就一个快乐无
忧、幸福无憾的童年。

三尺观寰宇三尺观寰宇

秋到河畔，给河畔贴上秋天的标签；
人到河畔，感受河畔秋天的韵味……

穿街走巷，上堤下坡，一条秋水就展
现在我的眼前。遥望两岸林立高楼，近观
河水秋波荡漾，我不再相信“自古逢秋悲
寂寥”的诗句。河水虽比不过大江大河辽
阔磅礴，但它温和慈祥，同样令人敬重。
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有着和城市一
样厚重的历史，由于走进了新时代，又焕
发出青春的光彩。秋风轻吹，老人轻抚河
岸的青青芳草，“哗——哗——”像诉说，
像鼓掌，真情洋溢。

十几个垂钓的人，或中年，或老年，星
星点点散布河边；或一竿，或多竿，安安静
静端坐后面。一竿的悠然自得，多竿的眼
观六路。一位老者鹤发童颜，放竿、收竿，
沉稳老练，静时安若佛像，动时快如脱
兔。问他为何如此矫健？他笑着说年轻
时就爱钓鱼，后来，河水污染了，只好到鱼
塘钓，这几年河水变清了，他就又回到河
边。这时一条鱼上钩，老人起竿一看，是
条小鱼，就轻取渔钩，把鱼小心地放入水
中。看着鱼游走，我知道，老人钓的不是
鱼，而是一种心态。

堤脚有一行柳树，下面是石头小路。
依河而行，杨柳岸，秋风吹，景色美，惹人
醉。此时，这里没有知了的聒噪，没有蚊
虫的叮咬，成了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一
对对俊男靓女，挽手并行，互诉衷肠，憧憬
着美好的未来，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爱
情在秋天里，应该像玉米一样收获，像小
麦一样播种，像土地一样施肥。秋天，是
爱情疯长的季节；河畔，是促成美好未来
的地方。

堤上，怡人的环境已不再只有防洪的
作用，它更多的是人们休闲的最佳去处。

“天凉好个秋”，这里最先感知秋天的到
来。花坛、雕塑、草坪、健身器材，这里远
离车水马龙，远离喧嚣浮躁，让心灵回归
大自然。漫步河畔，闻到的除了花香就是
草的清新，看到的除了美景就是锻炼的身
影。这里是儿童游戏玩耍的地方，是年轻
人拍摄婚纱照的地方，是中年人扶老携幼
的地方，是老年人益寿延年的地方。

河水、河岸、石径、柳树、河堤，这条条
横线像是一个五线谱，在这里活动的市
民，就是五线谱上跳跃的音符。这一切，
难道不是河畔秋韵华美的乐章吗？

河畔秋韵河畔秋韵

每当秋天来临，我的记忆总爱回溯到
故乡，回到那一面爬满爬山虎的墙边，静
静地欣赏爬在墙上的秋色。那些在春天
嫩绿、在夏天深绿的叶子，因为有了秋风
的深情抚慰，渐渐变得五彩斑斓，像是大
自然制作的绚烂调色盘。

我喜欢爬山虎的叶子。它们仿佛被
秋天赋予了新的生命，红的、黄的、橙的、
紫的，深浅不一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在围墙
上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每当清晨的阳
光斜照在叶子上，那些色彩便更加鲜艳夺
目。叶面透明，叶脉清晰可见，每一片叶子
都似一张季节的地图，让我产生遐想，觉得
爬山虎的叶子里藏着诗与远方。秋风起
时，叶子互相碰触发出沙沙的声响，如同在
为秋天鼓掌，又像是在为秋天歌唱。

我喜欢爬山虎的果实。那些果实最
初是青色的，到了秋天，果实变成蓝黑色，
个别呈现紫色。它们长得像蓝莓，又像葡
萄，一串串轻盈地悬挂在枝叶间。果实仿
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孩子，被彩色的叶
子簇拥着，为秋天的爬山虎增添了几分灵
动和活泼。如果迎来一场秋雨，这些小小
的果实就像在岁月之河里游泳的孩童，用
晶莹的眼睛打量人世间，也让我产生了美
好的联想。

我喜欢爬山虎的脚。著名作家叶圣

陶曾在《爬山虎的脚》一文中详细描写了
爬山虎的脚。“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
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
细丝，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
叶子一样，也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
脚。”我对照着这篇文章来观察爬山虎的
脚，秋风瑟瑟，吹落霜后的叶子，那面围墙
就渐渐变得寥落，爬山虎的脚就清晰可见
了。那细如发丝的线是它的腿，那贴在墙
上的小小的吸盘，是它的脚，我这样想，便
觉得爬山虎的伟大，它就凭着这样纤细弱
小的腿和脚，走出自己广阔的世界。它让
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

我喜欢爬山虎的根。人们看到的是
一面围墙上叶与果的繁盛，却不知道，它
的根长在那墙角无人问津处。在贫瘠的
砂石间，它的根默默地吸取大地中的营
养，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枝叶，让它们爬得
更高，走得更远。根就像故乡，根就像母
亲，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我喜欢那爬在墙上的秋色，童年时，
我从中领略了季节变换的韵味。如今，我
在离家千里的南方，只能回味那爬在墙上
的秋色。每一次回想，那一面墙的爬山虎
都给我力量，它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仅诠
释了生命的顽强，更告诉我要一步一个脚
印，心怀对根的感恩之心，才能走得更远。

爬在墙上的秋色爬在墙上的秋色

□谢先莉哲理小簿

□方 寸心灵微品

□寇俊杰街谈物语

生活中，老妈有不少对付小病小灾的土法妙招。
揪脖颈法是老辈流传下来的，也是老妈的妙招

之一。我们还在学校读书的几姐弟，秋冬常感
冒。中医谓之伤风，指身体受了风邪的入侵。中
国兵法历来强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邪气
来了，就要将其清除出来。老妈右手食指与中指
屈成一夹子状，捏住我们颈项处的细皮嫩肉，为使
揪的更润滑些，她揪几次，还往手指上啐口唾沫。
老妈揪得急促有力，往往痛得我们呲牙
咧嘴。直到皮肤出现一道长长的又红
又紫的淤痕，如她所说邪气，或是毒气
表（烟台话，意思出来了）出来，方才停
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烟台街上，男
女老幼，脖子下面红一块紫一块的比比
皆是，这也是那个时代一道独特风景
线。我们都戏谑老妈此为“夹子刑”，我
打小就怕。上小学后，知道害羞了，怕
同学们看见紫痕笑话，便不让母亲揪脖颈，改捏额
头，好处是红紫的面积相对较小。

揪脖颈法可用于感冒初起。如果中医讲病入
肌理，专做揪这种表面文章，效果不甚明显。二姐
与大妹，从小身体就弱，感冒是家常便饭。南山根
下有家桑场，每年，老妈会托里边的熟人，摘一些
桑叶，回家晾干。受了风寒，老妈会用桑叶，外加
白菜根、葱根、香菜根及姜块等，合到一起烧水。
当几大碗温开水咕咚咕咚喝下去，她再让我们躺
下，并捂上厚厚的棉被，催促我们睡觉，老妈称此
过程为发汗。经过这么一番操作，起床后基本可
以痊愈。其中原因不外是病毒随汗液发散；另外
人得到休息，免疫力亦会提高。

老妈还会刮痧。至于她是怎么学会的，我不得
而知，但生活中的老妈勤快、爱学习新东西，却是
不争的事实。刮痧，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在我看

来，它的治病机理多少还是有一些神秘色彩。孩
子们有个头痛脑热，身体不适时，老妈会为我们刮
痧。母亲人缘极好，手艺也不错，附近找她的人也
不少，母亲一律义务为大家服务。有个大胡子鞋
匠，他的肩肘经常疼。情况严重时，就请我母亲给
他刮痧。还有个拉地板车的工人，四十多岁，走路
总耷拉着头，是个典型的低头男。他患有胃溃疡，
也是老妈的常客。与别人使用牛角刮痧板不同，

母亲用的是一枚黄色的铜钱。老妈让他们俯卧在
炕上，把铜钱在白酒里蘸过，便开始刮，不多久，脊
背便出现了连片的痧点，刮一次，能管好长时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住在我家对面的一个70
多岁的小脚老太。因她有三个外孙女，大家管她
叫王姥姥。王姥姥特像鲁迅笔下九斤老太，什么
都看不上眼。特别对她那三个进入青春期的外孙
女，不是嫌她们穿衣服花哨，就是嫌她们回家晚
了，总是不停的埋怨。她说话尖酸而刻薄，爱用生
活中的一些反面典型告诫她们。这种粗暴的反向
输出式的教育让处于叛逆期的外孙女们厌恶又晦
气，遭到孩子们顶撞后，肝火旺盛的王姥姥一准犯
病，而且多半发生在夜里，呼天喊地的声音划过寂
静的夜空，尖厉而骇人。从梦中听到动静的老妈，
不用召唤，拿起铜钱就往她家跑，直刮到王姥姥把
肚里所有饭食吐干净，再呕出一团团粘食，人安静

下来，母亲才回家。
我们家的火罐，一大一小，能套到一起，俗称子

母罐，是姥爷留下来的。母亲拔火罐也是跟他学
的。父亲年轻时闯关东，落下腰腿疼的毛病。母亲
的火罐，主要是为父亲服务的。我挺害怕那玩意儿，
把点了火的瓷罐往肉上贴，这本身就挺吓人。拔火
罐的容错率极低，看到父亲后背留下的一个个火泡，
我心里立刻产生了火烧火燎的感觉。在我们乡下，

拔火罐是消除局部肿痛的第
一方法。不过，由于存在烫伤
风险，老妈唯恐伤及无辜，无
论外人怎么央求，始终没在我
们及别人身上试过。

家里还有一罐蜂蜜，那
可是老妈的宝贝。蜂蜜装在
一个玻璃的罐头瓶里，瓶子
外面被她用布包了四五层，
外面再用麻绳五花大绑，锁

进家里那个红色小柜的最里边。母亲不舍得用。
在我的印象里，从出生到中学毕业之前，这瓶蜂蜜
一直都在，它的年岁比我还大。在母亲的认知世
界里：蜂蜜乃由可爱又辛劳的蜜蜂酿造，乃世间最
纯净的高级补品，无限接近或约等于包治百病的灵
丹妙药。无论什么病，老妈认为都可以用蜂蜜调
理，而所有药，都可与蜂蜜为伍。三姐春季常犯哮
喘，后来，老妈在春季到来之前，用蜂蜜煎鸡蛋给三
姐吃，果然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我也吃过她做
的蜂蜜煎鸡蛋，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别的，吃后我
顿觉心清气爽，身上似乎添了把力气。母亲还在家
里预备了胖大海及橘子皮（陈皮），老妈说胖大海可
治咽炎，陈皮有祛痰镇咳作用，她会区分情况，分别
用这两样东西兑蜂蜜水给我们喝。

母亲依靠这些土法妙招守护我们长大，并藉此
获得了智慧与力量。

老妈的土法妙招老妈的土法妙招

□潘云强光阴故事

（一）

总觉得饭厅、餐桌，是一个家最幸
福的场所。

小王在一家食品公司上班，妻子则
就职于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每天傍晚，
他和妻子下了班，便急急忙忙地从单位
回到家，来不及洗去身上的疲惫，便在
厨房里忙碌。你洗菜我淘米，你熬粥我
炒菜，虽然事事琐碎，但锅铲交响曲里透出的却是
恩爱幸福的音符。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一碗碗
热气腾腾的菜肴被端上了饭桌，撩人的香味飘满餐
厅。把看动画片的孩子叫来，一家人围坐在饭桌
前，享受这固定而温馨的晚饭时刻。

多年前，我曾拜会过一位来城里打工的农民朋
友，他和妻子在出租房里吃饭，饭桌上只有一碗汤、
一盘青菜，外加几条萝卜咸菜，一切都掩饰不住生
活的窘迫。可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两个人还不时
地为对方夹菜，说着生活中的琐事，那一屋子的幸
福便洋溢在其中了，这种幸福让我久久地感动。

其实，幸福不在于饭菜是否丰盛，也不在于餐

厅是否华丽，而在于一家人其乐融融。只有你在他
在，这饭便吃得格外的欢愉。生活的幸福，在饭桌
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

小杨是一位小学教师，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
在北方长大，口味非常清淡；她的丈夫却是地地道
道的四川人，无辣不欢。结婚后，两人因为饭菜口
味的问题争吵不休，关系越来越差。小杨为此常去
父母家蹭饭吃，不愿在家跟丈夫一起吃饭。

一天，小杨又回父母家吃饭。恰巧当天，父亲
做的菜有些咸了。小杨本以为母亲会抱怨，却没想

到，母亲一声不响地拿来水
杯，夹了一筷子菜，将菜在清
水里涮一下再入口，还笑着夸
奖说，这样吃还别有一种味
道。忽然，小杨从母亲细微
的动作里领悟到了什么。

第二天，小杨在家，做
了丈夫最爱吃的几道菜。
当然，每道菜里都放了辣

椒。只是，她的面前多了一杯清水。丈夫看着她
津津有味地吃着清水里荡过的菜，眼睛里有轻微
地湿润。

让人没想到的是，后来小杨的丈夫也争着做起
了菜，但是菜里面已经找不到辣椒了。只是他的面
前多了一碟辣酱。菜在辣酱里蘸一下，每一口，他
都吃得心满意足。

为了爱，也为了自己，他们一个坚守着一碟辣
酱，一个坚守着一杯清水。他们懂得了怎样坚守一
份天长地久，细水长流的爱。夫妻相互迁就，才是
幸福的法则，这是一种甜蜜的牺牲，也是家庭生活
幸福和谐的秘诀。

餐桌上的幸福餐桌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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