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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散
文文

进入冬月，朔风一刮，寒冷
的日子就真正来临了。冷天对于
大多数城里人而言，并不能产生
丝毫的优越，即便是大雪铺门，
照样要早起上班。乡下人在这个
时候反而闲适多了，田间的活计
基本停歇，打下的粮食已进仓，
辛 苦 一 年 ， 终 于 可 以 踏 实 地
“猫”个冬了。

记忆里，故乡的冬天，村庄
格外地安详宁静，时常见到云头
压着炊烟，低低的灰蒙蒙的一
片。虽说天寒地冻鲜少出门，可
人们的生活依然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
味。

乡下的冬天一切都很慵懒，如果不是
吃饭，年轻人和孩子一觉能睡到日上三
竿。倒是乡下老人，早起成了他们普遍的
习惯，冬天也不例外。他们会先煮上一锅
山芋或杂粮稀饭，到场院里将牲口过一遍
眼、唤出来喂饱后，再回到锅门前，捧着
蜜一样香甜绵软的山芋吸溜上一碗。临
了，填上几把柴，保持锅的温度，留待孩
子们起来吃。庄稼地是老人们无时无刻的
牵挂，半晌午太阳出来后，田间不远不近
就会有人站在那观望，彼此隔着田埂讨论
着天气及庄稼的长势。他们把节气和谚语
结合起来预计开春的景象和来年的收成。

“来牌”和听戏是冬季里乡下老人最
热衷的活动。“来牌”，就是打那种老式
的纸质麻将，午后，熏暖屋子，几个老邻
居，“来”到黑天，也就三两元的输赢，
惬意地很。如果有戏听，那就更得劲了，
戏班子多是农人自己组建的，其间会有三
两个人专门学过唱戏，无论是唱腔还是身
段都很到位。一帮人平时种地，农闲了才
聚在一起唱戏，既丰富了地方文化活动，
又给家里增添了额外收入。无论是家门口
还是邻村搭戏台，老人们绝对是观众中的
主力军，他们个个神情专注地沉醉在“公
子小姐”或“国仇家恨”的情节中，跟着
欢喜或悲凄。情到浓时，还会热情地邀请
戏班子去家里吃饭，提供生活用具、休息
场地等更是不在话下。腊月来临，老人们
开始为年忙碌起来，民间有句俗话，老人
在哪，家就在哪，有老人操持的年才有年
味。他们协助家人忙着修葺屋顶场院，忙

着腌制各种年货，忙着扫尘土杀年猪，忙
着翻新垫暖家里大大小小的床铺，就为等
着远在外地的儿孙们归来，无论有钱没
钱，一大家人都要在一起过一个团圆祥和
的春节。

老人们热热闹闹地忙，放了假的孩子
们也没闲着。卸下课业的压力，小伙伴聚
在一起，打弹子玩卡片挤加油，满村子地
捉迷藏。若下雪，就更好玩了，一大早
起，孩子们就开始堆雪人、打雪仗，乡下
孩子不娇惯，玩起来也疯野，一场雪仗下
来，脖颈间鞋子里全被丢满了雪。温度极
低的黄昏，房顶上的雪水就会在滴落时被
凝固在房檐上形成冰棱，一排排倒挂着，
晶莹剔透的。孩子们拿竹竿将冰棱敲下
来，咯嘣咯嘣地吃得脆响，先前疯玩了一
身汗一肚子火，正好有免费的冰棒败败
火，所以小手小脸都被冻得发紫也顾不上
了。大人们心疼地嗔怪着，也并不真心恼
怒。小一点的孩子不能加入，躲在大门里
眼巴巴地张望，为了哄住他们，家里大人
会拿吃食吸引。多是自家产的杂粮，放在
火盆里烤熟的。寒天在屋子里围着火盆边
拉家常边烤火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火盆可以根据各家的条件自行设计大小，
它比炭炉产生的热量辐射的范围要大。夏
天晒干的树根，或是捡拾的牛粪都能烧火
盆，可以烤芋头啊、蹦豆子啊，都极好。
烤芋头外皮焦、内里又面又甜；蹦豆子脆
香，幼儿稀罕它，却又怕咯牙，边吃边哼
唧，好玩极了。大人偶尔会拿长棍子从房
梁上的花生口袋里戳下几粒花生(口袋架在
房梁上，是怕老鼠祸害)，埋在火盆边上，
一会就熟了，啪一声剥开来，那叫一个香

哟！早年间的乡下孩子，冬季是离不了火
盆的，取暖用它，烘烤湿了的衣鞋用它，
那火盆边流淌的故事，那粒粒廉价的吃
食，都是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有它们的
陪伴，才能抵御严冬的漫长。

乡间的河汊沟渠是庄稼的命脉，每年
冬季，庄户人都要趁着干冷的那几天将它
们清淤、疏通、然后将堤岸加固，为来年
的灌溉打下基础。撂塘泥是男人们的活，
大冬天里，他们个个穿着单衣薄衫，甩开
膀子，热气从嘴里哈出来，落在眉毛和胡
子上，布满沟壑的黑脸膛很快就有了油画
般的质感。女人们忙着端茶送水，侍弄饭
菜。庄稼的收成和盖房修路是男人们嘴里
永恒的话题，女人们呢，家长里短、夫妻
趣事等聊个不停，一时间，劳动号子和欢
声笑语荡漾在乡野上空，热火朝天的场面
好不热闹。

腊月里，女人们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就是拆洗一家老少的床单被褥，各家都把
最大的木盆拿出来，在井边一溜沿儿摆
开，使唤半大的孩子打水，一桶又一桶地
打，累地孩子直喊腰疼。在农村，洗年被
是不用池塘里的水的，嫌它不“清凉”。
床单洗好后，全在村口大树上拴上绳，甭
管谁家的绳，有空隙就能晾，五颜六色的
床单在太阳下轻轻摆动，煞是好看。孩子
们在其间躲来藏去，还喜欢拿鼻子闻个不
停。被子缝好后，还要整理垫褥，有条件
的家里，睡海绵垫或席梦思，多数家庭会
用缝好的大蛇皮袋，装上稻草，权作席梦
思。只是，人睡在这样的“席梦思”上，
会自然形成一个窝，腿脚总也伸不直，虽
说有点难受，可闻着新洗的床单上太阳的

馨香，身体又被松软的稻草包裹
着，很快也就进入了甜美的梦
乡。

沟渠理清，家里打扫干净，
年关也将至了，这时候，每家每
户都会开着小四轮或三轮车，怀
揣着喜悦，接连几天去赶集。除了
买一些吃的用的，大人小孩还要
添置簇新的衣裳，庄户人，忙完田
里忙家里，一年到头，总是水一身
泥一身的，正月里访亲探友，必
定要穿得鲜鲜亮亮、讲讲究究地
才行。一则说明日子过得很红

火，二则，也显示出对那门亲戚的重视。
冬季是一年中最令人生畏的季节，它

萧瑟，无生气，冰冷得让人伸不开手。但因
为有农历新年的存在，又让人在岁末心生
温暖。无论身在何方，千山万水都要回家
过年，因了这份团圆，亲情得到凝聚，一年
的各项收获有所归结。欢腾的鞭炮、喜庆
的灯笼，大红的对联和热闹的年画把灰蒙
蒙的冬日乡间装点地一片温馨。岁末要是
下雪就更好了，在庄户人认为，不下雪的
冬天不叫冬天，年前不落雪就好像没有过
过“年”似的。最重要的，瑞雪兆丰年嘛，

“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只
想像着那刚露头的麦苗身上盖着厚厚的
雪被，提前有了返青水的浇灌，农人的心
里就会乐开花。漫天雪花里，邻里之间在
新年的第一天相互拜年，祈盼风调雨顺、
吉祥如意。小孩子也拜年，他们在新褂子
上缝个大口袋，挨家挨户地拜，边说吉利话
边磕头，只半天光景，个个都能满载而归。
回家往桌子上一倒，糖啊、花生啊、瓜子啊，
应有尽有。孩子们你到我家我到你家，既交
换了吃食，又增添了节日气氛，按大人们的
话说，过年嘛，就图一个热闹劲。

过完年，冬的身影越走越远，春的脚步
就越来越近了。农人们攒藏了一冬的力气开
始复苏，那破冰的河
床、潺潺的小溪、萌
动的青苗和啾啾的
鸟鸣，重新点燃他们
劳作的激情。阳光
普 照 、 莺 歌 燕 舞
里，一年一度的春
耕又开始了。

冬季的乡间生活
刘 恒

老家院子里的两颗银杏树，
有些年头了。儿时听奶奶说，一
棵是公的，一棵是母的，单棵的
银杏树不结果。

春夏秋冬、风雨雷电经年，
两棵银杏树躯干挺拔，体魄苍
劲。清奇的风骨，俊美的树姿，
玲珑的叶片。那茂密的树冠，覆
盖着整个院子，泼泼辣辣，气宇
轩昂。这两棵树伴着我度过了幼
年、青年期间，它的生长过程让
我 难 以 置 信 ， 心 生 感 动 、 敬
畏……

春天，它用绿色送走寒冰，
迎来温暖和朝气，鸭脚一样的叶
子玲珑剔透，在春风中慢慢伸展
着。

夏天，在阳光、雨水的滋润
下，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烈日
下，在天地间展开臂膀，如巨伞
凌空撑开，凤舞龙蟠，密如蛛
网，为我们留下一份怡人的荫
凉。

深秋，树叶黄灿，硕果累
累。一阵萧瑟秋风过，一层层落
叶铺满院子，片片金黄，不带走
一缕清风，不带走一米阳光。相
思满地，随风卷，不问归期。

能够把离去演绎得如此绚丽
的，银杏树是一种。世上叶落常
有，独银杏淡定从容，没有那种
仓皇破败的凄凉。从容和雍容得有些视死如归，不亢不卑，自
我自由。以猎猎金黄傲视秋神，虽然我不能逆天，虽然我必须
落下枝头，但我要尊贵地离开，像庙堂里的金钟大鼎，祭祀着
天地，为大地万物万灵祈祷平安和尊严。

喜欢银杏树，是因为它的美丽和魅力，还有它身上的那一
股昂扬的精气神和那不同寻常的眼界、胸怀和气量。你细看，
银杏树的枝干枝枝都是向上的，极似攀登者无畏的勇气，见证
着生命的顽强和不屈。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常会有狂风、暴
雨、阴霾；常会遇冰雹、遇旱、遇涝等的侵袭，但它却丝毫没
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更没有气馁埋怨停止不前。

即便是严冬，银杏落尽了叶子，剩下光秃秃的枝干，面对
风霜雪雨、寒风凌冽的侵袭，它不畏缩，默默承受寒冷，孤
独、冷落……酝酿着来年从头一开始——— 发芽、长叶、开花、
结果……

那天，久旱的天空忽然下起了秋雨，纡缓细腻，从容不
迫，显出一副大家风范的样子。点点飘落的不是雨丝，是甘
泉，洗涤着人们身上多少的俗情杂念。

秋雨洗过的天空瓦蓝瓦蓝，在古稀之年无由地生出对老家
的向往。真想丢下身边琐事，停下匆匆前行的脚步，回到老
家。在院子里，静静地坐在银杏树下石桌边的摇椅上，望着一
片片飘落的金黄，听青鸟在枝头唱清歌，一脉心绪，随风轻轻
摇进怀里，看着院外的乡亲，和他们相视一笑，享受心无设防
的交流。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天，地，人，总是相
融在一起。

斯时完全忘记自己，静美，如秋叶。往日走过的痕迹，在
一瞬间放下。散落得满地都是的叶子，虽然伴有一种凉薄的况
味，但是飘零，不是岁月的无情。不谈伤悲，那也是一种静好
安然。时光流去，未必不是一种新生，何必伤悲不已呢？试将
人生淡看，一如秋叶。我只想，将回
忆留下一点痕迹，可供未来回想：曾
经，我也有过曾经……

时光未老人已老，摇曳着书写人
生若如初见，在烟火间，有了一世的
情怀。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时光深
处，有岁月的静美；岁月，因沧桑而
绚丽；生命，因历练而丰盈。

琴弦拨动的一刹那
我与你眸子里的星光
撞了个满怀

多好啊，少年
多美啊，歌唱

我陌生而熟悉的朋友
是偶然 让我们相识
同样的心境
书写出
梦想

每次走到北塔前，都会肃然起敬。
北塔的斗拱上长出了一簇簇的野草，在风中摇曳，古塔是

静默的，野草用它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在此，陪伴着北塔看那脉
脉斜晖，看那悠悠淠水。触摸沧桑粗犷的塔身，彷佛可以想象
古塔当年的鼎盛风华。北塔上的每一块青砖，每一片黛瓦都该
有许多故事吧：一定浸润了工匠的汗水和智慧吧，也许还会有
孩童的摩挲和游戏……当然也会有这个城市遥远的记忆。

北塔本叫多宝庵塔，位于六安市北市街的多宝庵庙内，已
有千年。《六安州志》(清同治本)载：“多宝庵在北门外街
东。内有塔，传为尉迟恭监造，贼毁其巅数尺。先年掘地得古
钟，观其所载年号，知为唐之药寺。”其实，与北塔遥相呼应
的还有南塔。皋城双塔，是古六安的标志和象征。据说，六安
是个“船”地，古城是一只大船，南北两座宝塔，就如‘船’
的两根桅杆，“水涨船高”。六安城虽然紧靠老淠河，但从未
被淹过。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南、北门锥子。

在北塔的东边是六安的母亲河——— 淠河。淠河源远流长，
发源于岳西和金寨境内的大别山北麓。一河一塔，彼此关照，
相映成趣，俯仰生姿。正所谓：

皖西钟灵秀，北塔白云悠。
白鹭青天上，沉鳞碧水游。
宝塔，清流，夕阳，斜照，江山如画！悠悠淠水，不舍昼

夜，承载着六安人的记忆；巍然北塔，屹立千年，见证着岁月
的变迁。

清晨迷雾，霜冷长河。船夫拿着长长的旱烟管，虽衣着单
薄，却也精神抖擞。停楫靠岸，望着鱼儿新鲜肥美，又遥望北
塔，会心一笑：那是感谢北塔的恩赐。

烈日当空，罢集散市。货郎背着货担，步履轻盈，春风满
面，笑得满脸褶子。买卖甚好，琳琅满目的商品早已稀疏，心
情甚好。刚好行至北塔，不妨歇脚于此。于是卸下货担，坐靠
塔下，取出斑驳的酒壶，与塔对饮：这是感谢北塔的眷顾！

夕阳西下，行人如织。北塔东，三五成群，男男女女，伴
音而舞；老老少少，相伴而行。笑声，歌声，嬉闹声，声声入
耳。音响里传出的是盛世之音，老年人迈出的是年轻人的步
伐。

北塔西，三三两两。老戏迷伴奏吟唱，唱出了沧桑，还有
他们年轻时的模样。观众不多，只有一老一少，老人边听边
吟，还不时指点孙女。当然，不要忘了，北塔永远都是最忠诚
的观众。

夜深人静时，人群渐渐散去，只有东西两条马路上行驶的
车辆。笼罩在北塔上的灯光也已褪去，早已习惯如此的北塔再
次沉沉睡去；又或者，他从来不曾睡去。

夕阳斜照，古塔生辉。二胡悠远，黄梅音清，老戏迷们
齐聚一堂；疾追黄蝶，放飞纸鸢，放
学儿童欢声一片。北塔从未如此安
详。

北塔不应只是个地名或站点，他
是小城的护身符，也是小城温暖的依
靠。他是这个城市最年长的老人，有
着讲不完的故事。

再次走到北塔，我会伫立凝望，
倾听他的诉说。

感谢上苍赐给我一对可爱的孪生孙
女。

一直想写写她们，可儿媳妇认为六岁
的孩子没有什么好写的，我说：“不！
如果我有一支生花妙笔，我能为她们写
一篇长长的文章。写她们淘气可爱，写
她们聪明伶俐，更要写小小年纪的孩子
竟有一颗暖人的心。

儿子、儿媳前些年开网店，可以边挣
钱边带孩子，这就为育儿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尽管忙碌辛苦，但作为父母的儿
子儿媳心是甜的，因为有孩子们银铃般
的笑声慰藉着他们。

该上幼儿园了，儿媳开始教她们简单
的对错和羞耻。孩子可聪明了，一听就
懂，一学就会。四周岁那年春节后的一
天，儿媳有事没回来，晚上儿子带两个
孩子休息。第二天早晨我给她俩穿衣服
时，儿子笑着说：“你孙女可比你儿子
有才多了。”见我瞪着疑惑的眼睛，儿
子说：“夜里老小喊我换裤子，说出大
汗把裤子汗湿了，我让她焐焐，可她说
焐不干。我伸手一摸——— 你懂的。”我
们大笑起来，小小年纪竟这样有心机。
湿就湿了呗，作为孩子，这不是常事
吗？怎么会想出这点子掩盖呢？小孙女
红着脸和我耳语：“千万不要让爷爷和
大姑知道啦，很羞的。”我点点头止住
了笑。她一会又说：“都怪爷爷给我喝
多了水，喝一杯又喝一杯，还说喝多多
长高高。”这么一讲更让人发笑了，原
来粗心的爷爷分不清她俩，给这个喝过
又给那个喝，不料两人竟是同一人。我
们惊喜小孙女的聪明机智，可爷爷却
说，要教育孩子实话实说，不能说假
话。这下我不赞同了：孩子这么小怎能
如此苛求？首先她有这种羞耻心就难能
可贵了，作为大人的我们要保护她稚嫩
的心灵，怎能这样操之过急呢？其他方
面慢慢教育嘛！

儿媳对俩孩子的教育很有耐心，也很
有方法。她经常利用各种简单的道具，
设置各种情境和事件，看她们谁处理的
最好。还时常陪孩子们一起看儿童剧，
边看边解说。这当然能为孩子拓展思
路，开发智力，也丰富了语言词汇。她
还教育孩子要信守诺言，要说话算话，
她本人也能以身作则，答应的事情从不
食言。孩子贪玩不爱学习时她问：“你
们想不想出去玩啊？”“想！想！”她
们欢呼雀跃。“那好，你们先把这些拼
音字母摆正确才出去。”于是将硬纸剪
成的半圆和长条递给她们，让她们把
“b、p、d、q”这几个容易混淆的字母
反复在地上摆放，直到信手拈来。

上小学了，两代人在对孙女的教育上
发生了分歧。爷爷对孙女的要求高，星
期天也不让疯玩，看动画片、写作业都
要遵守规定的时间。刚开始，因为怕超
过看电视时间，她俩就在钟表和电视机
之间来回跑，尖着手指头一分一分的数
时间。我不忍心她们这样折腾，告诉她
们只管放心地看，到时间我提醒。只要
我喊时间到，即便动画片没播完她们也
会立刻抢着关电视，写作业，完全一副
小大人的做派。可是有一天她们和我诉
苦说爷爷不喜欢她们，爱凶她们，还要
打人。我有些讶然，这怎么可能！爷爷
虽然和她们接触少些，可也是心肝宝贝
似的爱她们呀！怎么会这样呢？经过观
察我找到了症结：原来爷爷给她们辅导
作业还用以前教中学生的方法，一教差
不多就是两小时，语言也生硬，总爱说

“你们怎么没精打采的不好好学呀”，
或者是“怎么又做错啦”“再不好好学
我要打人了”，这样做当然会使孩子产
生错觉。

听了我的建议，爷爷改进了方法，变
成了鼓励和欣赏式教学。孩子分心和不
想学时他说：“我的孙女是最棒的！”
孩子一时答不出题时会说：“我知道你
会做，只是没认真思考。”她们做对了
时他会说：“好样的。”或者是“真棒
啊！”这样一来，孩子高兴了，也更愿
意亲近爷爷了，还时常拿零食慰劳爷
爷。可爷爷摇头说：“爷爷不吃，你们
吃吧。”儿媳妇说话了：“爸，孩子让
您吃您就吃，不然会养成她们虚假的感
情。”我们想：对，很对！要让孩子有
满足感，更要让她们懂得孝敬长辈是要
有实际行动的。

家庭和学校的共同教育让孩子们在爱
中成长。进入三里岗小学这两个多月以
来，姐妹俩经常向我们炫耀老师对她们
的宠爱。昨天说李老师夸她是好孩子，
今天说程老师说她进步很大；这个说
“体育老师见我拧不开水杯盖，笑着替
我打开了盖子”，那个说“李老师还把
我手工制作的小金鱼贴在墙上呢”.

提起孙女和老师们的感情经历，还有
一朵漩涡里的小浪花呢！

入学两周后的一天，她们委屈地问
我：“老师是不是不爱我们了？为什么
不让我们拥抱她呢？”原来是孩子习惯
了在幼儿园里和老师亲昵的相处方式，
到了小学有点不习惯。我告诉她们：
“老师是不是每天给你们讲知识讲道理
呀？她们跟幼儿园老师不一样，不能给
你们梳头穿衣做游戏，更没空跟你们拥
抱 。 ” “ 那 为 什 么 呀 ？ 不 是 下 课 了
吗？”“老师上课很累啊，要让老师下
课后休息一下喝口茶，好上下一节课
呀。”她们妈妈也接着说：“我女儿是
善良的孩子，很关心老师的，你们爱老
师老师也爱你们呀！给你们作业本上写
的‘优’和‘棒’不都是给你们的爱
吗？”

为了全面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老
师可是煞费苦心，她们根据每个孩子的
个性特点，发现孩子哪一方面有进步都
会加以表扬，还拍了学生手拿奖状的照
片发在家长微信群里。特别是作为班主
任的李老师，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放
在孩子们身上，哪个孩子有进步，都给
发个小奖状。虽然只是巴掌大的花纸上
几句鼓励的话，孩子们都会视若珍宝，
时时拿出来炫耀。她还经常通过家长了
解学生在家庭的表现，哪怕是爱帮妈妈
做家务这点小事，也会在课堂上加以表
扬。

对孩子来说，家庭的爱能让她们感受
到如同母胎里的温暖和营养，老师的爱
能让她们享受到阳光雨露般的滋润。小
小年纪的孙女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关注
着身边的人。有一天孙女告诉她大姑：
“李老师家的小姐姐，经常在吃饭时给
我们发餐巾纸，还为同学擦鼻涕，可她
只比我们大一点点，我好想像她那样也
为大家做点什么。”大姑说：“好样
的！你可以像小姐姐那样，把教室里的
纸屑捡到垃圾桶去呀，也可以劝阻同学
不要乱扔垃圾呀。”儿媳妇也接口说：
“你们现在还小，要是念成了书不光能
为同学做好事，还能为社会做好事，并
且能做好多好多的事呢！”她俩虽然听
得似懂非懂，但仍然很认真地点了点

头。
在温暖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心地往往

是善良的。因为耳濡目染了大人们的言行，
时间长了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有一
天，我们祖孙三人到公园里玩，看见一个老
奶奶在垃圾桶里找破烂，老大说：“她多可
怜啊！为了捡瓶子卖钱也不怕脏。”老小
说：“要是感染细菌生病了怎么办？”说着
她们商量着把手里的牛奶一口气喝光，将瓶
子递给了老奶奶，然后冲我笑笑，仿佛得胜
的将军。

她们爱别人更爱家人，几天前的一个夜
晚，老小受凉了，一连吐了几次后悄悄睡到
床的那头，她妈妈问怎么不睡这头了？她
说：“我怕打扰你休息，你很辛苦的。”儿
媳说她被孩子的这句话感动了好半天，直到
天亮也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我问仍旧呕吐的
孩子要不要叫爸爸回来看她，孩子眨着泪汪
汪的眼睛说：“我是很想爸爸，但又不能让
他回来，他要赚钱供我们上大学呀。”一句
话说得我微笑的脸上闪动着泪花。多懂事多
体贴人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长大后纵使成
不了大器，也一定是个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
好人.

这让我想起几个相反的例子：这些年电
视和手机里屡屡披露的校园霸凌事件。调
查发现施暴者往往是缺乏爱没人管的孩

子，或者是遭受过虐待的孩子。去年新闻
故事里就播放一个遭受父母暴打的女孩，
这个用脚踢来踢去，那个用耳光扇来扇
去。旁观的人心都要碎了，可她那禽兽不
如的父母竟毫无愧意。虽然女孩自始至终
不吭一声，可是她一定聚集着满腔怒火和
仇恨。如果有这样遭遇的孩子没人加以
正面疏导，随着年龄的增加，仇恨会越
来越深，一旦有了导火索，天知道会给
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即使不会危害
社会，也有可能形成严重的性格缺陷。
生活中时常听到这样的例子：有的人由
于性格孤傲，冷漠，不能融入社会，被
单位解聘或辞退；有的因为性格粗暴自
私，结了婚又离婚。四年前媒体上不是有
个青年研究生打父亲的事件嘛？农民出身
的父母含辛茹苦供他读到研究生，可不知
何故竟殴打父亲。要不是他父亲紧急转变
态度，到处找人说情，那青年肯定会被扫
进垃圾堆。

话到这里，年轻的父母们啊！是不是
该思考些什么？

沃土长壮苗
李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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