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日报》报道，南京一商家

近日推出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

人和春天”的主题公益广告，倡导人们

去发现和感受身边的幸福。

毋庸置疑，如此公益广告，很是值

得大家为之“点个赞”。而笔者以为，为

“放下手机”点赞仅仅是一个开始。 南

京商家的这则主题公益广告， 既是对

患有“手机依赖症”的人们的一种善意

提醒，更是对健康生活的一种倡导。

作为现代文明的产品， 手机的出

现对社会关系，以及对人们情感观念、

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 手机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手机能够改变生

活， 却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们需要手

机，同样需要社会交往、朋友关爱，需

要亲情眷顾、责任担当，需要对身边幸

福的发现和感受，需要亲近大自然、拥

抱大自然。

然而， 时下功能强大的手机在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不少人患上了 “手

机依赖症”。在我们身边，只专注手机、

沉湎手机的“低头一族”日益增多，且

不论患上“手机依赖症”可能会影响工

作、干扰事业，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影

响家庭关系，甚至夫妻感情等，单就健

康而言，长时间沉湎于手机，不仅有患

上腱鞘炎的危险， 还会因缺乏体育运

动而引发各种疾病。

手机一族的出现， 也与商家的因

势利导不无关系。 “这里有

WIFI

吗？

WIFI

的密码是多少 ？ ” 如今 ， 询问

WIFI

成了许多市民走进商业场所的

首选“问候语”。 与此同时，在商场、餐

饮店、茶楼等公共场所，免费

WIFI

也

成了商家必备的揽客利器。当然，也有

例外， 在山东威海就有一家不提供免

费

WIFI

的饭店。 顾客一走进该饭店

就能看到一条告知：“我们不提供免费

WIFI

，我们希望吃饭时您与亲友有更

多的交流。”对此，店主有如下解释，在

餐厅就餐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亲

朋好友一起吃饭， 大家却各顾各地玩

手机，彼此间语言交流不多。为了缓解

这一现象， 鼓励大家多与身边的人交

流，她特意贴出了这样的告知。

一个小故事， 让人体会到的是善

意和温馨， 也得到了顾客的理解与支

持。但在生活中，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

发现和感受，并愿人人都能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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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见

“落选班长”闹绝食背后的反思

□

付凯明

闹脾气、不去学校、绝食……这些

貌似只有身处青春期的叛逆少年才干

得出来的行为， 偏偏发生在一个才念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小杰身上。别惊讶，

小男生给出了不容置疑的理由： 竞选

连任班长失败了，很不爽。小杰休学一

年，转校后，心里的这个结才解开。

（据《钱江晚报》）

虽说这个才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

因各个方面表现都很出色， 从上小学

一年级开始就当上了班长， 一干就是

三任，到第四任落选了，导致其绝食自

闭，闹脾气。 事后，家长、老师、心理辅

导医生也想尽办法， 终于使他走出了

心理阴影。 对此，笔者认为，这件事情

应当引起教师及家长乃至全社会的重

视和反思。

我们要反思， 使孩子产生这种思

想的原因是什么？ 想必不单单只是孩

子的性格倔强，争强好胜吧！ 就算是，

身为老师和家长， 对此难道就没有一

点责任与愧疚吗？

诚然，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

士兵。 孩子要求积极上进是值得肯定

和表扬的。 但是，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 那就是什么年龄的人就该做什么

年龄的事。班干部竞选，好处在于可以

锻炼孩子的交往能力， 也可以让孩子

了解政治，懂得生存的“丛林法则”，更

好地提升综合素质。但是，一个年龄段

的孩子就要干一个年龄段的事。 小小

年纪，若是天天琢磨着怎样“当官”，如

何能够全身心地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学校对班干部怎么定位， 老师怎

么看待学生干部，都应有所思考。老师

不应该对学生干部有什么特别照顾，

班干部只是辅助老师管理班级和服务

同学的一个人或几个人。 班干部承担

的职责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或有兴趣

去做的。此外，班干部也不是什么全能

型学生， 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都有优

缺点。教育是社会的缩影，老师对普通

学生和班干部有什么样的态度必须深

入思考。

作为家长， 对于这类问题更应该

反思。 我们的教育不能使孩子迷失方

向，更不能弄丢孩子的本真灵魂。对于

孩子的成长，家长必须有抚慰和引导，

抚慰他们的不正确的思想， 引导他们

走上健康的心灵正道， 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成为茁壮成长的树木。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要让孩子将

来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就应该对学校

里的各种“选举”重新定位；要正确引

导孩子们的思想， 莫让成人的功利世

界过早地进驻孩子们的内心。

很多年前的一个午后，美国得克萨

斯州的一个小学里。

正在上课的

8

个学生被老师带到

了一间很大的空房里，正在学生们强按

住内心的好奇 ，默默等待的时候 ，老师

领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中年男人很和蔼可亲，给每个学生

发了一颗包装十分精美的糖果，并告诉

他们：这糖果属于你，可以随时吃掉，但

如果谁能坚持等我回来以后再吃，那就

会得到两粒同样的糖果作为奖励 。 说

完，他和老师一起转身离开了这里。

那颗糖果就这样握在每个孩子的

手心里 ， 墙上的时钟不紧不慢地发出

“嚓嚓” 的响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了，渐渐的，孩子的手心里都出了汗，黏

黏的。 窗外苹果花的芬芳阵阵袭来，这

颗糖果对孩子们的诱惑也越来越大。

终于有个孩子剥掉了精美的糖纸，

把糖放进嘴里并发出“啧啧”的声音。 也

许是受了这个孩子的影响，有几个孩子

无法抗拒，纷纷剥开了精美的糖纸。 但

仍有两个孩子在控制着自己的欲望。

40

分钟后 ，中年男人回来了 ，并兑现了当

初的承诺，那些付出等待的孩子得到了

应有的奖励。

这是一次叫作 “延迟满足 ”的心理

实验。 接下来，那个陌生人跟踪这些孩

子整整

20

年。 他发现，能够“延迟满足”

的学生成绩要比那些熬不住性子的学

生平均高出

20

分。 参加工作后，他们也

总是能走出困境获得成功。

面对一颗包装精美的糖果，面对唾

手可得的诱惑 ，无论是谁 ，可能都会蠢

蠢欲动吧。 要抵挡它，你必须具有一个

足够坚强的心。

10

多年前，我有两位同学同时进入

了一家刚刚成立的地板公司，就叫同学

甲和乙吧。 同学甲禀赋超人，能说会道，

而同学乙则相对木讷， 不善言辞……

3

年过去了，同学甲销售成绩在公司里首

屈一指，同学乙的成绩只能说是良好的

级别吧。 在这个时候，一家市里比较有

名的广告公司向同学甲伸出了橄榄枝，

并承诺出了高于地板公司的年薪和提

成。 同学甲动摇了，尽管原公司极力挽

留 ，但他还是转投了广告公司 ，而同学

乙还一直在地板公司做销售。

年前 ，同学们聚会 ，得知同学甲又

跳了三次槽。 尽管待遇一次比一次好，

但由于我们的城市不大，大家都在一个

圈子里，已经没有人敢再对其委以重任

了。 目前，同学甲还是一个成功的销售

员，而同学乙经过

10

多年坚韧的付出，

稳稳坐上了公司副总的位置，这家公司

已成为市里响当当的明星企业了。

听过之后，大家唏嘘不已。 面对一

颗糖果的诱惑，又有谁能够按捺住自己

狂野的欲望呢？ 但我相信，只要能够抵

挡住外面世界的精彩 ， 守住自己的底

线，耐得住寂寞，成功迟早会向你走来。

青年时评

青年书房

小小说

从最初的《说文教子》至今，已有

小半年的时光。

与小儿的相处， 也从最初的有意

为之，变成了现在的自然和合。 其间，

有烦恼、有快乐、有困惑、有思考，也有

两代人的思维碰撞和相濡以沫的共同

成长。

那一日， 十岁的小儿给爷爷打电

话时，在问过身体之后，竟然问起了干

旱浇地的事儿。这让父亲心情大好，祖

孙俩开心地聊了半天。

这事儿也让我很是诧异。毕竟，对

于一个压根儿对农活儿没有任何概念

和经历的孩子来说， 有些超出了他话

语的范畴。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每次听

我电话中问起农耕的事儿， 很自然地

记在了心里。或者，他问起的初衷也仅

止于关心爷爷奶奶在家忙些什么。

但如此的通话还是让人温暖。

人生的最大乐趣，莫过于祖孙在一

起乐享天伦。 但因老家乡下交通不便，

每次返乡都要先坐大巴到郑州，再转车

到镇上，再提前打电话让父母骑三轮车

来接，才能回到村庄。 如果加上其间或

长或短的换乘公交，其旅程无异于一次

长途奔袭。 即使每次都起个大早，往往

回到家里已是下午四五点钟。而最难过

的，还在于每次从家里出来时，要想坐

上从镇里发往郑州的早班车，则非要在

凌晨五点之前起床才行。

为让日益年迈的父母搬来城市里

居住，不知给他们商量了多少次，但每

次都以“地里的庄稼离不开人”为由推

脱了， 即或是在农闲时来住上一段时

间，也往往会显出很多的不习惯，想要

回到家乡的那栋老屋去。也许，在他们

内心深处， 还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的

原因， 那就是总感觉自己还能再侍弄

几年庄稼，自食其力，而不愿在市里闲

待着， 给我们增加哪怕是一丝一毫的

麻烦。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

是我与父亲的性格太过相似， 即便是

整日待在一起， 也很难有大段的对白

与交流。这种状态在印象中，从小到现

在一直未变。即使是在当年，我面对参

加高考这样的大事件， 或是离乡读书

时，父亲也少有交代的话要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我为人父

之后，试图以此为鉴，努力打破这种状

态， 以一种平衡平等的姿态与小儿交

流，以试图达到“多年父子成兄弟”的

化境。

多年父子成兄弟， 本是著名散文

家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 汪先

生以生动、简练、幽默、风趣的笔触，记

述了父亲与自己， 自己与儿子之间的

那种亲近、温馨、平等的关系，并在文

中提出了许多颇具教益的观点， 也为

我这个初为人父的人如何 “做父亲”，

处理好家庭父子关系提供了可以对照

的样本。

的确， 中国的父子关系是如此微

妙。 在中国，相当多的父子缺乏沟通，

大多时候的交流是靠互相间的心领神

会。甚至就这样在沉默中，双方度过一

生。临了，回头一看，说是父子，莫若兄

弟！显然，这种状态与西方不同。也许，

这也是中国父子关系比较好的状态。

毕竟， 在农耕文明浸润下的中国人性

格更像诗———贵在含蓄。

在这段刻意的岁月里， 我咀嚼着

这分含蓄与微妙。在孩子成长的路上，

总会有不断出现的成长中的烦恼，而

短短二十个篇幅的记录自然很难面面

俱到，但父与子的绵长延继，无论是血

脉的自然相续，还是家风的世代相承，

总要以一种民间写史的方式， 来记录

这时代演进过程中的困惑和忧思。 即

使，它仅仅是那个人角度的一瞥鸿影，

或是雪爪鸿泥般的一抹残痕， 足以具

有引人随文入观的意义。

说父子

一颗糖果的

诱惑

□

樊树林

为“放下手机”点赞仅是个开始

□

许伟涛

春天的到来， 给了我们重新认识这

个世界的机会。 而这个崭新的世界，是

以盛开的花木为表，以人们蠢蠢欲动的

内心为里的。 那些盛开的花木，把春天

变成了一场持续的烟火，每一种花木都

绽放了自己在这个春天独特的颜色。 张

国荣说：“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这

句话用在花木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

不知为何，在我的印象里，最先绽

放的花朵，总是黄色的。 比如，立春之后

的冰雪时节，与冰清玉洁可相媲美的是

蜡梅。 黄色的蜡梅，是我所看到的第一

种花。 红梅则在蜡梅之后姗姗来迟。 也

许是和我所居住的城市红梅较少有关，

在红梅还缩头缩脚、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冷暖的时候，迎春花就在大地上成片地

炸开了。是的，迎春花

绝不像红梅那般有淑

女样风范，笑不露齿。

如果说梅花的枝条婉

转曲折， 曲径通幽的

话，那么，迎春花的枝

条就是一丛丛、一簇簇地“团聚”在一起。

而迎春花的开放也是泼辣辣、鲜艳艳地

开放。 这种泼辣的感觉，也许不光来自

于形态上的肆无忌惮，更来自于颜色的

不同。 红色多多少少都让人觉得柔弱、

温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女性的颜色；

而明黄色，基本上是中性的，甚至有些偏

男性色彩。 泼辣一词，本身不就是喻示

女子拥有男人的性格吗？ 于是，迎春花

那略显中性色彩的黄，用泼辣来形容，便

恰如其分了。 对迎春花的欣赏，不用刻

意营造气氛。 它们明快的色彩，总是迫

不及待地钻进你的眼里，直到把你的视

野完全占满。 我在初春之际，曾经骑自

行车，在迎宾路两旁的小公园或绿化带

里游逛。 那里的迎春花一次次引爆了我

的视觉。 迎春花之所以如此命名，就应

该与它急先锋般的性格分不开。 正是迎

春花这样大片地绽放，才正式通知了我

春天的到来，为这一春的花事正式拉开

了帷幕。

随后是杏花的登场。 可惜，我没有

亲临杏花开放的现场。 上白作星期天市

场的旁边有一片杏林，我在去年还去看

过，迷失在杏花的粉白色中。 今年，杏花

开放的时候，我只是远远地望见，那一片

浓重的粉色， 似乎浓得快要溢出来了。

但当时我并未走近，而是计划下周再次

前往。 一周之后，杏花就已经完全凋谢

了。 那片田野上，只剩下几棵粗大的梨

树，擎举一大片白色的梨花，像擎举着一

堆雪。 我们走近观看，才真正知道“可远

观不可近亵”的含义。 在明亮的阳光下，

我们被这满树梨花晃得睁不开眼。 这是

一种怎样的白，可以让我睁不开眼？我原

以为白色就是无色，而无色又与透明相

近，故不可能会反射如此强烈的光。 现

在，我才明确地感受到白色并不是无色，

而是一种强烈甚至鲜艳的颜色。 我记得

有人曾经说过，白色的雪地对阳光强烈

的反射可以刺伤眼睛。 我在这树梨花面

前真切地感受到了白色的烈度。 而在这

之前，我只会用纯洁、素雅、干净来形容

这种颜色。 也许，这正是它的两极。 因为

纯洁，而有着极强的烈度。如同从前的一

些烈女子，都是因为对纯洁的固守一样。

白色，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容易走极端的

颜色。 而梨花，也因此变得极端。 与强烈

阳光下的梨花不同，我更多观看的是，在

夜色灯光下的梨花。 它们都开放在我居

住的小区里。那些天因为白天忙碌，我只

有在晚上才能腾出空儿来欣赏它们。 但

在夜色里，它们的白都已隐形，成为一种

看不见的颜色。 只有路灯能够照出一小

片花朵的颜色来。于是，那些路灯下的梨

花显得那样洁白、温婉、雅致。 这种色调

绝不可能让一个人联想起它在强烈阳光

下的壮烈。它们也仿佛成了“红袖添香夜

读书”中的美丽女子。仿佛此时灯光的柔

软，正是她们根据自己内在心绪调制而

成。

美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 梨花因为

开放在我居住的小区里，而让我能近水

楼台地体会到它们的美，也体会到了这

美的脆弱。 它们仿佛不是渐渐凋落，而

是一瞬间就凋落了。 前一夜，它们还花

簇满枝；第二天晚上，地上便落满了花

瓣；第三天，枝头上便几乎没有了花瓣的

踪迹。 我尽量每天都抽出时间来观看它

们，来挽留它们，但它们仍然毫不留

情地，决绝地凋谢了……

事实上，真正无情的是时间。 对

梨花来说，绽放过，美丽过，就已经足

够了。

也许就是因为时间的无情，以及

花朵们的脆弱， 我专门跑了更远的

路，去观赏桃花，仅仅是为了“看过”。 仿

佛再不看，我便轻易地错过了这个春天。

而看过了，一个春天便可以放心地封存

在我的往事里了。 时间无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在时间中埋藏感情的种

子。 这些“看过”，便是我偷偷埋下的种

子。 于是我尽量多地去看身边绽放的花

朵，又专程去桃园看桃花。 有好多年没

有专门去桃园中看过桃花了。 我曾在山

中看过一树树桃花，并为之惊艳。 但在

桃园中，才真正感到花原来可以如此无

边无际，如此汪洋恣肆，如此浩如烟海。

面对这满园桃花，我赏花的姿势仿佛也

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以前面对几朵桃

花， 我是站着看的话， 在这桃花的海洋

里，我可以游着看，可以躺着看，可以一

动不动地漂浮着看。但不管我怎样游，这

桃花的海洋，依然将我淹没了。

桃花慢慢凋谢后，这一春花事的高

潮就渐渐过去， 花木们跌落回普通和日

常的轨道。我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观花，也

许更多的是一种对时间易逝的焦虑。 花

朵的凋谢仿佛就是时间之逝的具体形

象。时间虽然无形，但它的流逝如同花的

凋谢一样， 让我有感

同身受的切肤之痛 。

但看过了太多的花

朵， 记忆里塞满了颜

色和香味之后， 我对

时间流逝的敏感和由

它的消逝所带来的痛

感， 仿佛变得麻木了

一些。

也许这些颜色和

香味就是最好的麻醉

剂，或者止疼药。

城市花事

□

张艳庭

从诗里

捡起唐朝故事

———评《唐诗风物志》

□

苏 缨

如果可以为盛唐绘一幅 《清明上河

图》， 以全部第一手的唐人笔记织成绢

帛， 将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美丽诗句研

为颜料，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等

人类群星点缀其中， 以细腻而富于创见

的考据安排构图， 工笔勾勒出大唐帝国

的一切光荣与梦想，荒诞与卑俗，以优雅

而聪慧的行文为之精心装裱，那么，这就

是毛晓雯的新著《唐诗风物志》了。

晓雯一直是我无可挑剔的合作伙

伴，我们曾经共同写成《纳兰容若词传》、

《唐诗的唯美主义》、《诗的时光书》 等等

书稿。每完成一本新作，我对她的钦佩之

情便增加一分。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她的

才华、聪颖、见地与学养。 她既是我的合

作者，也成为我最渴望超越的敌手。

我一直怂恿她独立创作， 因为我笃

信她独立完成的作品一定胜过我们之前

的任何一次合作。但遗憾的是，我从未见

过比她更加低调的人， 她竟然从未意识

到自己那令人又羡又妒的才华， 而在她

最为熟谙的古典文学世界里， 她竟然也

从未认为自己在闲谈中随意道出的观点

是多么的新奇而有力， 足以被有心人窃

去当作博士论文的主题。 因此她从来不

愿意独立动笔写一点什么。

真不知费尽我多少的苦口婆心，晓

雯才终于开动了这部《唐诗风物志》。 其

实她早就胜任这个题目，因为对于诗词，

她早已打好了扎实的童子功， 而在学生

时代，她便沉迷于各种史料笔记，将五花

八门的相关原始材料几乎竭泽而渔———

只有熟知当今学术风气的人才会真正晓

得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素养， 因为我们

已经见惯了各种学位论文与专著将二

手、三手材料辗转传抄，以至于一人引错

便以讹传讹， 更不要说那些外行人写就

的古典文学通俗读本， 仅以肆无忌惮的

抒情和更抒情来取悦读者， 毫不介意满

纸的知识硬伤是如何的惨不忍睹。

晓雯确实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而且，

除了认真与扎实之外， 她的视角选取和

逻辑思辨能力一并令人叹为观止， 这就

使得《唐诗风物志》并不仅仅是一幅常规

意义上的风俗画卷： 它会在大视野的坐

标里凸显出大唐风物的独特与其之所以

独特， 会从唐人的诗歌探及唐人的生活

本质并深入其光怪陆离的理想与梦幻，

会在优雅的文笔中随处散落一些似乎无

意为之的闪光创见。

这部书为我们展现出来的唐朝，不

同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为

我们所展现的样子———那是官方视野里

的唐朝，而是，用晓雯自己的话说：“诗没

有官方立场， 它不必顾忌所谓的国家形

象。诗不用统一发声，它是不同的眼睛看

到的不同的故事，是许多人的私人日记，

它记录国家政策也记录老婆孩子的脸

色， 它关注洪水也关注茶水。 而你一首

诗、我一首诗，你一点故事、我一点故事，

你的生活加上我的生活， 才是一个时代

最活色生香的真相。我想做的事，就是用

一部《全唐诗》，用那近五万篇不同唐人

写的日记，做一次拼图游戏，拼出一个有

心跳有呼吸、会痛会闹会蹦会跳的唐朝。

我想从诗里，捡起唐朝那些除了政策、战

争、法令以外的故事。 ”

所以对于唐诗， 这部书赋予之立体

的视角与鲜活的呼吸； 对于唐代的历史

与社会， 这部书赋予之真正字面意义上

的诗歌式的解读。 也许唯一会给读者带

来阅读障碍的就是作者的文笔———我有

幸成为这部书的第一个读者， 故而幸或

不幸地第一次体验到康德在阅读卢梭

《爱弥儿》时所发生的那种懊恼：初读时

被文笔之美攫取了全部的注意力， 以至

于必须重读一遍来理解书中的内容。

但是，也只有这样的文笔，才配得上

这样的内容。我笃信着，当某一天晓雯的

《宋词风物志》的出版为《唐诗风物志》补

成完璧的时候， 所有的读者也会和我一

样，对这位才气逼人的作者生出更多的、

或许会是不切实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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