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斐

家有小女，名曰翔浅，天之广矣，
自在悠哉。本意为孩子可以自由快乐，
了无牵绊，但却发现她着实自由！小女
爱磨蹭，我们则往往性急，一不小心就
会引发战争，管你如何苦口婆心、三令
五申，一句“阿笨猫为什么就可以”，让
你哑口无言、无所适从。好在上学后，
学校要求背诵《弟子规》、《增广贤文》、

《唐诗宋词》等传统诗篇，其中经典的
处事原则、行为准则随处可见。一句

“父母呼，应勿缓”改变了过去千呼万
唤不答应的坏习惯；一句“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继承了勤俭节约不浪费
的好传统。在与孩子共同读书的时间
里，我们家里也有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和意想不到的变化。

家中的黑板纸上，常常写着其中
的经典语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应勿懒”，学会尊重父母，方可尊
重他人。“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
砚正”，生活干净整洁，方可行事条
理。“宽为限，紧用功”，凡事提前计
划，方可时间充裕。“知过必改，得能
莫忘”，及时改过，勤练得能，方可不
断前进。“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
勿起”，读书有始有终，方可万事终
竟。爸爸每天进门的暗语是孩子学校
里学习的古诗，于是乎，每天爸爸进
门必逢考，女儿骄傲地充当着门神，
大家在门口笑作一团。本是无意中的
游戏，没想到在看黄河落日时，女儿
会问到“是不是跟长河落日圆一样壮
美”；看到秋日早上车窗上的露水，女
儿会问到“妈妈，这是不是‘朝露待日
晞’”；看到秋叶斑驳，女儿会说到“焜

黄华叶衰”也很好啊，可以作出各种
图画啊；无意中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九
月初三，会欢呼“原来我出生的时候

‘露似珍珠月似弓’，多美啊！”爸爸睡
懒觉，女儿戏谑道：“爸爸，我和妈妈
都不敢高声语，恐惊……”，爸爸睁开
眼睛：“我是天上人啊。”女儿：“美得
你，梦中人！”与女儿一起诵读，把深
藏于记忆中的词句调动出来，很多以
前不知不熟的语句也逐渐镌刻于记
忆，获益匪浅。

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中曾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实践对于开卷益多的孩子是相
当重要的。好在孩子的天性使然，好
奇心的驱使，喜欢尝试书中内容，我
们则一定会鼓励和帮助。比如在读
贝贝熊系列的《自己试试看》、《自己
种种看》时，孩子曾经叠了各种纸飞
机，把家里自己珍藏的各种气球都
吹了起来，拉着我进行各种飞机动
力实验，一时间家里到处都是纸飞
机和气球，我是文科出身，与女儿一
起实验，感受动力、气流和飞机构造
对飞行的重要性，也增长了不少见
识。家里种了不少蔬菜和花卉，虽不
茁壮，但不事稼穑的我反倒跟女儿
学习了很多。女儿自己的相机里至
今留存着成功的飞机样本和结了果
子的小番茄树。

孩子在我们的肩膀上前行，并
非嫁接于我们的肩膀，我们能做的
也就是在阅读初期努力创设良好的
阅读环境和氛围，并参与其中，激发
孩子的阅读兴趣，适当引导孩子的
阅读方向和习惯，促使其可以以书
养书，融会贯通。剩下的，就是慢慢
等待，慢慢积淀，只要坚持阅读，相
信孩子们的人生品位定会不俗，生
活定会丰富多彩！

最是书香能致远

老老路路的的幸幸福福说说

织织进进岁岁月月的的毛毛衣衣

杨晓奕

初冬时节，风变得冷嗖嗖
的了，正是穿羊毛衫的日子。
不经意翻起衣柜，那层层叠叠
的衣服里，发现一件压在柜底
茄紫色的毛衣，那是母亲给我
织的。它被挤得扭曲得变了模
样，在阳光下抖落开，依然散
发着暖暖的温度，犹如母亲的
体温。这件被我遗忘了的毛
衣，让我的记忆又复活了。那
是母亲为了春节能让我穿上
新毛衣，挑灯夜战一个星期才
完工的。想起当时母亲拿着棒
针坐在炕上，在昏黄暗淡的白
炽灯底下织毛衣的情景。一针
一线，一扣连着一扣，织得密

密实实的。当时穿着新毛衣，
感觉周身舒适，像儿时在母亲
怀里撒娇，像被母亲抚摸一
样。

从小到大，不知穿过多少
件母亲织的毛衣。母亲回忆，
自己小时候，姊妹两人。有了
新毛线，外婆都会给小姨织，
因为小姨长得漂亮，外婆格外
地照顾小姨，给小姨穿上新的
红毛衣，扎着麻花辫。而母亲
为了讨好父母，只有勤快一
些，多干些活，才能唤起父母
对她的关爱。母亲从来没穿过
外婆织过的毛衣，不能说不是
遗憾。所以后来结婚了有了
我，母亲有了毛线就给我织毛
衣。儿时的毛衣背心一穿在身

上，在学校里好多老师都不由
自主地走过来，看看毛衣的织
法。母亲的精工细作，花样的
千变万化，成了周围好多人竞
相模仿的对象。过去我穿的毛
衣，连女儿现在也能穿。不仅
式样特别新颖，颜色也很鲜
丽，穿在女儿身上依然散发着
童真的魅力。看到女儿，母亲
的脑海里，一定有我年幼时的
影子吧。母亲织的毛衣竟成了
一种爱的传承。

现在大多数人没有再穿手
工织的毛衣，毛衣笨重，不如羊
毛衫轻便、舒适。可年已花甲的
母亲年老眼花，还是坚持给女儿
织毛衣，用细细的膨体纱织。母
亲眼睛花了，就戴着老花镜织，

织时间长了，眼还发涩，但母亲
仍然乐此不疲，也为了给我多省
些钱，不用去买。母亲织出来的
花样很精细，织好的毛衣，再缝
制上卡通图案，比买的还漂亮。
那大红的颜色让女儿穿着更活
泼可爱了。母亲不仅织毛衣，也
织毛裤。为了抵挡住严寒每一针
都织得密密的。女儿长得快，常
常穿了一冬，来年还得再续上一
块。

如今女儿已经十三岁了，
但母亲给女儿织的毛衣我依然
珍藏着。偶尔翻开衣柜，那些毛
衣在眼前跳动，依然感觉融融
的暖意，像被母亲织进了爱的
温度，随着岁月的流转，不论何
时何地依然能感受到。

程竹明

经常在烟台山下游玩的人
大部分都认识老路这个60多岁
的老头。老路几乎每天都在海
边，遇有风向能把换钱的漂浮
物刮到岸边，老路会用自制的
工具打捞上来，许多人对他为
块八毛钱的忙碌感到不可思
议，有的人甚至怀疑他的生活
是不是达不到低保线。

老路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个
初中吧，可是老路愿意给旅游
的人讲胶东的故事，尤其是近
代的，听的人有的半信半疑，有
的很关注，不过大部分还是被
人忘记了。

老路不惊世，不骇俗，每
天都做同样的事，谁也没有想
到这样的老实人能做出人人
伸大拇指的事。那是前年四
月，一名女青年不知怎么掉进
海里，正当她呼喊救命的时
候，回头浪瞬间就把那人推得

离岸更远。老路这时不知从哪
里跑了过来，把那个长长的竹
竿伸给了落水的人，可那人好
像不理会似的，看那情况，我
心里想，这人完了。可这时老
路扑通跳进水里，朝那人游
去，当老路紧紧抓住那人衣服
的时候，我把长长的竹竿伸了
过去。这时老路的手好像强力
胶黏住那人衣服，当人们把老
路和落水的人拖上岸，人们对
老路咔嚓咔嚓的时候，老路穿
着湿漉漉的衣服咧咧跄跄钻
出人们的包围圈。事后我问
他：“那天浪挺大，你不害怕
吗？”老路说：“老哥你是玩水
的，你知道三四月的水和三九
天的水一样温度，那天我跳进
水里腿就冻麻了，可是我知道
几分钟不把人救上来，那人就
没命了。亏我的心没冻麻，要
是我的心冻麻了，老你哥可就
见不着你老弟了。”老路前几
句是实话，后半句是玩笑话，

可是听的人都陷于深深的沉
思。老路好像对这件事不愿多
说，和我聊了几句话就说到那
边有事，望着老路用旧衣服裹
着的身子，我觉得他心里好像
藏着块金子。

旅游的人来自全国各地，
不同的身份表现不同的处理问
题的方式。去年夏天最热的一
天，海边大棚下被人占满，人圈
中一个白发老妇人对老路说：

“师傅，我路不熟，能不能帮忙
买点吃的？”说着递上一百元
钱，老路二话没说拿起钱就走，
正当我心里嘀咕大热的天自己
不愿跑腿指使别人动弹的时
候，老路已经回来了。他一边把
买的东西交给老妇人，一边告
诉老妇人面包、火腿肠花了多
少钱，账算得那个仔细就和银
行的储蓄员和客户对账似的，
老妇人连连说余下的钱不要
了，老路急得脸都红了，他一边
把钱塞进老妇人的旅行包里，

一边对着老妇人说：“大姐，你
这是干什么。”

我和老路喝过小酒，那天
在兴头上，老路突然问我：“你
说幸福是什么？”看我犹豫，老
路郑重对我说：“告诉你吧，挨
饿的人吃饱了是幸福，有病的
人治好了病是幸福，我一辈子
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我花的
每一分钱都是劳动的，这是我
的幸福。”把没有做对不起别人
的事，花的每一分钱是劳动得
的看成是幸福，书本上没见过，
生活中没有听说过。可细细琢
磨，老路的话还真有哲理性。没
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会心安，
劳动挣的钱是理得，心安理得
地享受生活不是幸福是什么，
老路的话使我明白了幸福实际
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和酿制的，
只不过是怎么想和怎么做，那
天我好像喝多了，和老路并排
往家走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脚
步比我扎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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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旦旦净净末末丑丑，，百百姓姓大大舞舞台台
毛旭松

还没走进百姓大舞台，耳
畔就传来了清脆的锣鼓点。京
剧票友们一板一眼的演出彰
显了扎实的戏曲基本功，精彩
的唱段博得了台下听众的阵
阵叫好声。别看这百姓大舞台
刚搭起来不久，人气却是非常
旺。有这么个好去处来享受文
化大餐，老百姓不争着来才怪
呢！

咱们烟台活跃着很多业余
文化团体，其中不乏退休的专
业演员发光发热，可囿于舞台
的缺乏，很多只能选择以广场
舞等形式在街头上表演。正是
看到了真正属于老百姓的舞台
太少，东方市场老总谭朝予萌
生了为老百姓做点文化事业的
念头。他出资20多万元在东方
文化市场文化大观园内改造建
成了宽敞明亮的百姓大舞台。
虽然比起专业的舞台略显简
陋，但桌子板凳是一应俱全，很
快就吸引了芝罘区100多个业
余团队在这里进行精彩的演
出。百姓大舞台不仅吸引了幸
福片区的居民前来，也吸引了
芝罘区其他片区乃至福山区、
开发区的观众慕名而来。每逢
周六周日等节假日，东方市场
文化集市那传统的戏剧表演、
地方特色的三句半、快板书，夺
人眼球的魔术表演等等应接不
暇。

可能很多市民习惯了在街

头跳跳广场舞乐呵乐呵，从来没
想到过在舞台上过把表演的瘾。
眼看着这天儿越来越冷，这暖暖
和和的百姓大舞台成了市民的
好去处。有些有心的子女用录像
机拍下爸妈在舞台上的表演，回
家制成光盘给亲戚道里送去，大
家其乐融融很是高兴。

在对谭总的采访中，他多
次提及前不久召开的文艺座谈
会。“习总书记在会上提出文艺
不要沾满铜臭味，那么作为企
业应该为老百姓办怎样的文化
事业呢？不是说我给你建起健
身器材或者组织个歌唱比赛这
就叫有文化了。怎么长期去做

考验着企业的智慧，也考验着
政府的智慧。企业搭建起文化
平台，政府也要有相应的扶持，
这样企业有了动力，一来能够
回报社会，二来也能够聚拢人
气，商业气氛也就来了，这就叫
双赢，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谭
总憧憬着百姓大舞台能够为老
百姓做更多的事。

对于百姓大舞台的未来，
谭总也有着自己的规划。济南、
青岛等地的公园里活跃着不少
文艺团体，二胡一拉，立马围上
一圈观众，但这种状况在烟台
却很少见。“咱们烟台老百姓的
业余时间还可以更丰富些，比

如百姓大舞台来个夜场，周边
百姓拿着茶壶来，品品茶、拉拉
呱、听听戏，乐乐呵呵，多好！到
了周末，请几位年轻朋友席地
而坐弹着吉他，这里又成了年
轻人谈恋爱的好去处，想听什
么歌我来弹，既展现了小伙的
才艺，也给大家带来快乐。给年
轻的恋人献上一首歌，在这样
的环境下表达的爱更诗情画
意。”

生旦净末丑，百姓大舞台，
期望越来越多的烟台老百姓爱
上这里，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
带动烟台民间文化的蓬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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