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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手手也也是是成成全全爱爱
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真实

的故事：一位妈妈为了孩子，与
丈夫两次离婚又两次结婚，最终
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这故事乍
听起来，确实震撼，我更愿意相
信，为人父母这样做的唯一原
因，是出于真正爱孩子、维护孩
子，以一切有利于孩子的情感出
发，认为一个完整的家能够给予
孩子的超过单方面的付出。

我曾经很认真地问女儿：
如果爸爸妈妈感情不好，过不
下去，选择分手的话，你怎么
看？我以为面对这个问题，她肯
定会惊讶错愕，会反问我，好端
端地，为什么谈起这个话题？想
不到她不假思索，直接回答我：

“干脆分开好了，在冷暴力下生
活也不是我期望的家庭气氛。
我跟谁生活都可以，我相信即
使你们不在一起生活，也不会

不管我的。”我吃了一惊，现在
的孩子，对于父母的感情表现
出一种超脱成熟的心态，比我
们都看得开。他们不愿意夹在
父母中间左右为难，更不想成
为任何一方手中的棋子，孩子
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们宁愿选
择孤独前行，也不愿意坦露内
心的脆弱。

女儿班上有三十八个孩
子，其中两个来自单亲家庭，但
无论是班主任还是家长，没有
谁刻意关注这两个人，对待他
们与常人无异，而他们的成绩
骄人，性格开朗活泼，从不计较
得失，和老师、同学交流很好，
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到那些
问题孩子的毛病：自私自利、唯
我独尊、骄横霸气。他们都很独
立，从他们阳光的心态上，正好
可以看到自由发展的好处。爱

孩子，不必每时每刻围绕在他
的身边，为他事无巨细做每件
事，把握人生大方向，足矣。

我的同学阿媛和老公分手
实在是无奈之举，两个人本是
大学同学，感情基础深厚，老公
到了单位之后，用阿媛的话说
就是混了个芝麻绿豆大的官，
还整天出去应酬。晚归是常有
的事，时间长了，阿媛很有意
见，免不了吵架，后来干脆冷
战，儿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无
所适从，支持哪一方都不好。阿
媛的老公在单位一遇上不顺心
的事，常常借酒发泄，有一次还
弄伤了阿媛，家庭气氛降到冰
点。阿媛不想再受这窝囊气，一
门心思逼着老公离婚。手续办
理完毕，阿媛给家里做了装修，
儿子的学习环境重新做了规
划，母子两人每天看书、学习、

做美食、结伴出游，享受生活。
离婚后的男人幡然悔悟，感觉
仕途和三口之家的幸福相比，
还是后者更重要。于是，他不再
热衷出去应酬，酒也戒了，开始
了正常的生活作息。在老公再
三保证绝不动他们母子一个手
指头的情况下，阿媛和老公复
婚了。在这场婚变中，孩子体会
到失而复得的父爱，理解了母
亲的委屈，见证了父亲的变化，
变得更加懂事。

所以，不是所有的分手都
会导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孩子
也不要在这些事件中担当一厢
情愿和事老的角色，父母感情破
裂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而有些
原因，是分手之后才逐渐知晓。
放手父母感情的纠葛，有时候也
是一种智慧吧，懂得珍惜和爱，
有时也需要经历痛苦。

【围围城城风风景景】

□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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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的我，虽然经历了
多次搬迁，但在我现居住的家
里，在衣柜的最底层，一直珍藏
着一包碎瓷片。那是25年前被我
摔碎的一只茶杯的碎片。

那是一只陶瓷盖杯，杯身蓝
底上镶嵌着金色兰花，是先生送
给我的第一件生日礼物，我很喜
欢。至今记得，那是一个料峭的春
日的傍晚，当时下着蒙蒙细雨，就
因为和先生的一次小小口角，我
竟理智尽失，盛怒之下举手就摔
碎了那只我最喜欢的杯子。

那声脆响犹如炸雷，我呆立
片刻，便骤然惊醒，心猛地一
颤——— 我怎么会如此冲动！我怎
么会如此对待我珍爱了三年的
东西！我怎么会如此辜负先生对
我的挚情！他知道我喜欢兰花，
为了买这只带有兰花图案的杯
子,他花了多少心思和时间，走
了多少家商店，花费了 16 元钱，
那是当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啊！
我摔碎的岂止是一只杯子！

后悔是痛苦的，但也是没有
用的。杯子注定不能复原，碎瓷
片散落一地，瓷片上每一个锋利
的棱尖仿佛都刺向了我的心。

冷静下来的我缓缓解下自
己 脖 颈 上 缠 绕 的 粉 红 色 丝
巾——— 那也是先生给我买的，
把碎瓷片一块块捡起来，手指
被划破了也浑然不觉，然后小
心翼翼地用丝巾包好，珍藏在
我的皮箱里。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几次迁
居，那些瓷片一直珍藏在我身边。

而今的我，青春的激情已渐
渐熄灭，那包碎瓷片在箱底也愈
睡愈沉了。没想到，今年暑假，19

岁的儿子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翻
找衣物时发现了这包碎片，好奇
地问我它们的缘由，我恍然又回
到了当年，那声杯子的脆响又在
耳边炸起……

儿子听了我的讲述，首先替
他的爸爸打抱不平。他遗憾地说：

“如果你冷静些，忍让点，就不会
有这些碎片了。那可是爸爸的心
意。”然后，又似安慰我：“失去的
就别再惋惜了，珍惜当下拥有的
就好。”儿子小大人似的看着我，
在我鼓励和期待的目光中，他侃
侃而谈，他说，不仅如此，对世间
的万物都要有感恩心和恭敬心，
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
因为我们需要与它们共存。

没想到这些瓷片让儿子联
想到这么多。我注视着儿子稚气
未脱的脸，心中愉悦，立时生发
了小小的灵感。我和儿子认真地
调侃道：“这碎瓷片也算是妈妈
给你的传家宝了，将来你一定要
给你的孩子讲讲他奶奶当年的
故事……”

【回首往事】

一包珍藏的

碎瓷片
□徐桂兰

□卢大平

怎么做菜不粘锅

煎炒烹炸时，粘锅是大
家都会遇到的烦恼。粘锅不
但会影响菜的外观和口感，
还很容易变煳，产生致癌物
质。怎样做菜才不粘锅呢？

土豆、藕片先用水泡。这
类食材容易粘锅，主要和其
中含大量的淀粉有关。所以，
想让淀粉类食材不粘锅，最
好是烹饪前用清水泡，去除
食材表面的淀粉，捞出沥干
水分再炒。此外，热锅快炒也
能减少粘锅的几率。

煎鱼先抹点油。鱼肉细
嫩，纤维组织不紧密，煎鱼时
鱼皮容易粘锅。最好的办法
是给鱼身抹少量油，下热油
锅后改小火，煎出来的鱼就
会完整，不粘锅。其原理是把

鱼皮和热锅隔离。类似方法
还有在鱼身上涂一层薄薄的
面粉或鸡蛋糊。此外，煎炸
前，把鱼用盐、料酒腌一下，
使鱼皮和鱼身更紧密，也可
使鱼皮不粘锅。

炒肉要热锅凉油。为使
肉丝、肉片嫩滑，炒肉前需用
淀粉和蛋清搅拌，这时常会
出现炒肉粘锅的现象，这主
要和锅内温度和油温有关。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热锅凉
油，先用中火把锅烧热再放
油，然后放肉煸炒，这样肉表
面的蛋白质和淀粉逐渐受热
舒展，炒肉就不会粘锅了。有
时，没有加淀粉的肉也会粘
锅，此时可以在锅里放了油
之后，把油锅晃一下，让锅周

围都沾上油再炒。
炒饭先用微波炉加热。

蛋炒饭、扬州炒饭、酱油炒
饭是不少人的最爱，但炒饭
也容易粘锅。炒饭粘锅，多
和米饭太软有关。因此可以
把米饭晾干，或者炒之前把
米饭放在微波炉里稍微加
热一下。还有个办法是炒饭
前将米饭捣松，倒入鸡蛋液
搅拌至米粒均匀地沾上鸡
蛋液，然后下油锅急速翻
炒，这样炒出的米饭好看又
好吃。

此外，烹炒前，先将锅洗
净、擦干、烧热，用鲜生姜在
锅底抹上一层姜汁，能在锅
表面形成保护膜，也可以避
免食材粘锅。

【生活妙招】

【育育儿儿故故事事】

□王瑶

生病，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
很自然的现象，许多家长却紧张兮
兮的，如临大敌，无限放大孩子生
病这件事，这样其实很容易造成用
药过度，继而引发其他问题。

孩子一旦生病，整个家的生活
秩序似乎都被打乱了。我对儿子第
一次生病时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他不停地咳嗽、流涕，喉咙里
时而发出轰轰的声响，我有些手足
无措，急忙带他到医院，经诊断是
风寒感冒引发的支气管炎。那几
天，小家伙因为不舒服而哭闹不
止，总是折腾到深夜才肯睡下。夜
深人静时，从他喉咙里发出的丝丝
哮鸣音愈发清晰，我就愈发紧张，
脑子里的弦一直紧绷着。还好儿子
在喝了三天药后，症状一天天减
轻，我的心也随之安顿下来。

一岁至三岁是孩子免疫力最
差的阶段，有时一个月就要去一次
医院。后来，我准备了一个病历本，
每次带儿子看病，总是向医生问清
孩子的病因及所用药品的疗效，然
后把发病情况、用药量及服药后病
症的缓解情况进行归纳整理，再详
细记录下来。长此以往，我对孩子
出现的发烧、流涕、咳嗽、气管炎以
及肠胃不适、消化不良、腹泻等病
症，都能从记录本上找到药方。只
要不出现严重腹泻或者高烧不退
的情况，我一般不会把孩子抱到医
院反复检查，这样既可减少孩子在
就医时可能出现的二次交叉感染，
又免去了对孩子的折腾。

其实，孩子每生病一次，他自
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就会增强一
分，所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只要
认真按医嘱服药，即便服药期间症
状改善不明显，也不要慌乱，因为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生病就
是一个过程。说实在的，每次儿子
生病我也特别揪心，但是我从不催
促医生开那些药效特别强的药，一
般就开点中成药，如果是风寒感冒
引起的打喷嚏、流鼻涕，我就用姜
汤煮葱白加红糖冲拌着给儿子喝。
儿子用的药一直都很普通，从未用
过进口药或特效药。

儿子自从上幼儿园起就从未
旷过课，只要无大碍，我一般都坚
持送他上学。小区里有几个学龄前
儿童，只要有一丁点儿不舒服，就
赖着不去上学，家人便由着他。有
些孩子为了逃避上学，小小年纪便
学会撒谎装病，因为他们知道只要
不舒服，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
都不学，还能满足自己的许多要
求。

前几天，儿子忽然发烧，放学
回来就无精打采的，我带他去医院
检查后，开了些感冒药，晚上他早
早地上床睡觉。第二天照例上学，
晚上回来，他撒娇赖在床上不动，
姥姥在一边心疼地说不舒服就别
做作业了。我看到儿子黑亮的眼珠
不停地转动，闪过一丝狡黠，于是
我说：“这点小感冒算什么，不能因
为一点点不舒服就成为偷懒的借
口。”儿子没了指望，只好拿出作业
写起来。

对于孩子生病这件事，我从不
夸大孩子的病症，而是有意地“弱
化”，就是想让儿子从小就知道，病
兮，不足惜，生病不能成为偷懒的
借口。

孩子生病这件事

头发白了，掉了；皮肤松
了，粗了；皱纹多了，深了；动
作缓了，慢了；表情木了，呆
了；语言多了，碎了……这就
是老人。

老人的生命仿佛一条长
河，弯弯曲曲，迟迟缓缓，向
前流淌，带着枯枝败叶，蜿蜒
绕过一个个障碍，看上去，依
然波光闪烁。可是，毕竟是一
条老河了，有许多坑滩洼淀，
有许多漩涡险滩，有许多难
以预测的阻拦。所以，老人的
每一扇门窗都需要及时启动
叩响，老人的每一盏心灯都
需要及时拨明点亮！

老人的长河，仿佛绕了
地球一圈，又将汇入原处。

人的一生应该是哭着
来，笑着去的！老人最后的旅
程，需要年轻人搀扶着才能
顺利而平稳地回归。

如今，年轻人的工作节
拍加快，生活压力剧增，精神

负担沉重。他们大都知道应
该尊老敬老，有时却力不从
心。因而，敬老时，显得是那
么的苍白无力。

敬老是一件长活、细活，
我以为，年轻人只要做到敬
老“十不要”，敬老的事儿差
不多就做到位了：

一、不要带着冷脸见老
人。许多年轻人日子过得也
不容易，在回家看望老人时，
脸色很难看。这就是孔子所
言“色难”。子女回家，应该给
老人带来欢乐，而不能让老
人陪你纠结，伴你忧愁。

二、不要把旧手机给老人
用。这一项，最近被网络定为

“不孝七宗罪”之首！老年人怕
花钱、穷日子过惯了，可是，子
女们万万不可将旧手机、旧
衣物送给老人用，因为老人
也应该与时俱进。老人不是
叫花子！

三、不要向老人大喊大

叫。
四、不要让老人吃剩饭。
五、不要“啃老”。
六、不要懒惰。回家看望

老人不要坐着吃现成饭，要
动手为老人做一顿可口的饭
菜，帮老人将屋子内外打扫
收拾干净。

七、不要老打电话、老上
网。回家看老人，就得陪老人
多说说话，最好关了手机和
电脑。

八、不要傲慢。老人反应
迟钝，对新事物也不敏感。年
轻人在老人面前，一定要心
平气和，莫要颐指气使。

九、不要埋怨。老人已将
我们养大成人，一切要靠自
己创造，切莫埋怨老人给我
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

十、不要给活人做样子
看。有的子女很虚伪，活着不
孝敬，死后乱折腾。提倡厚养
薄葬，摒弃厚葬薄养。

【家有老人】 敬老“十不要”
□武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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