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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碎念

到底

划算不划算

最最好好的的惩惩罚罚
是是学学会会承承担担

在为惩罚下定义之前，先看一下惩
罚的目的。如果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惩罚，
那么这个惩罚在未实施之前就已经失去
意义。我想这一点做父母的都会同意，没
人为了打孩子而打孩子，凡是动手打孩
子，其目的无非是让孩子听话，不做危险
事，或者是给自己消气。

打孩子能否达到如此目的？打就能
让孩子听话吗？即便这次听了，下次呢？
父母说得都非常正确吗？即便在成人的
世界里，谁也保证不了都说得对、做得
对。孩子这次不做危险事，下次呢？危险
事很多，每次都打，打得过来吗？等孩子
长大了，长得比你高了，还打得动吗？这
种惩罚显然达不到目的。也许能暂时消
消你的气，可是拿孩子出气不公平。

打不行，骂同样达不到目的，经济惩
罚对于家境好的孩子也无效。我认为惩
罚的目的是让孩子学会承担自己言行的
后果。很多年轻人犯罪都是一时的冲动，
做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不计后果。比如李
天一，若其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
体会到自己的任何行为都是有后果的，
后果需自己承担，而不是万事都替他搞
定，我想他不至于走到今天。他也许还在
想，过去做的任何事情父母都能搞定，这
次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一
个人是否被别人和这个社会信任的首要
条件。惩罚的目的是让孩子承担后果，如
果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积极正面的，孩子
从承担后果中学到了东西，那么这个惩
罚就成了鼓励。

试举一例。英国小学有Circle Time，
就是大家坐成一圈相互谈谈自己的感觉
和想法。这个活动主要用来对付欺凌现
象。有的孩子欺负别人，原因是还没学会
考虑对方的感觉，他们认为用武力对付
别人，别人就能听自己的话(这和打人的
家长想法多么相似)。有Circle Time时，让
被欺负的孩子谈谈自己的感觉，比如有
的想离开这个学校，有的不敢上学，有的
整天担惊受怕。这些多是欺负他人的孩
子没想到的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时候他
们可能就会开始思考了。老师常常不提
谁欺负人了，也不批评，而是让欺负人的
孩子去保护安慰受欺负的孩子，这样问
题就可以解决了。

承担的后果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后
果，一种是协议后果。比如孩子睡懒觉，
与其一次次叫他起床，批评他，不如事先
准备好闹钟，让他自己起床，一旦赖床，

就有可能迟到，迟到就是一个自然后果。
比如全家的旅行合同，事先商量好协议
条款，拟好惩罚措施，一旦违约，就有相
应惩罚，这就是协议后果。将来孩子走向
世界，这两种后果他们会处处遇到，如果
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教会他们首先认识
到后果，然后学会承担后果，那么他们会
走很多弯路，有的弯路甚至是无法挽回
的，比如犯罪。当然涉及孩子生命安全的
危险不包括在内。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的
安全是由父母保障，比如所有电源插座
要盖上、楼梯要有挡门等等。孩子们稍微
大点，讲讲电的知识，让他们逐渐学会保
护自己。不懂得危险而做了危险的事，是
父母的责任，孩子不该受罚。

要孩子承担后果，一定要事先讲明
白可能出现的后果，而不是在孩子做了

之后去惩罚他们，不知者不为过。英国的
学校里有明文规定的惩罚措施，孩子上
学的第一天就讲得清清楚楚，孩子家长
都要在规定上签字，所以学校就按章办
事。有的孩子希望用现在的好表现抵消
过去的惩罚，在我这里永远行不通，表现
好自然有奖励，但二者不能相互抵消。在
家里孩子们努力会有奖励，即便拿到奖
励时又捣乱了，我也不反悔。捣乱自有捣
乱的惩罚，但这不能抹掉他们过去的努
力。

一种行为可能很难一次改掉，所以学
会负责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所以惩罚也是永远都有的。我们只能相信
孩子们会开始学会思考，为自己行为的前
因后果考虑，因而避免很多无谓的冲动，成
长为一个负责、可信、勇于承担的人。

在中国，颜色常常被赋予某种象征
意味。比如红色象征革命，黑色成为涂抹
黑帮之类坏人的标记等。其中，黄色是一
个很暧昧的词，尤其到了近代，它不再仅
仅是金子那种财富的色彩象征和皇宫黄
色琉璃瓦那种权力的象征。它下滑得很
厉害，总是爱和一些别的词搭在一起，像
宫中的美女出宫和胡同串子搅和在一
起，一下子变了味儿。比如黄色歌曲、黄
色小说、黄段子等，在这里，黄色是低级、
下流、庸俗的代表，成了地道的贬义词。

其实，黄色只是众多颜色中的一种，
别的颜色都没有这种特殊功能，为何独
有黄色被另眼看待，成了低级下流的代
名词？

在农民的眼睛里，黄色，是丰收的象
征。我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麦收时节，全
队的人要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庆祝一
番，才能开镰收麦，那成了一种节日。无边
的田野里，麦浪在风中一直平铺到天边，
那时候，整个世界都被黄色这一种颜色所
主宰，就连天空都被映衬得一片金黄。

在画家梵高的眼睛里，黄色，是阳光
的颜色。梵高说：这种金黄色，是阳光照
射下像硫磺那样的颜色。在梵高的眼睛
里，阳光的金黄色如健壮的小伙子一样
活力迸发，照透每一棵树木，能够把树上
的每一片叶子都锻造成金子一样炫目反
光，连风中都有它金属般爽朗的铮铮之
声。所以，梵高最爱画的是向日葵那种耀
眼的金黄。梵高把黄色发挥到了极致，它
成为梵高艺术与生命的象征。

不过，对于黄色，并不是所有人都像
梵高那样胆大妄为。敢于如此尽情挥洒
黄色的，恐怕只此梵高一人。

以画红磨坊系列而著名的法国画家劳
特累克，年轻时非常钟情黄色，但自从他拜
了普莱斯特为师之后，黄色几乎成了禁忌。
是普莱斯特第一个发现劳特累克是个天

才，并带领劳特累克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但是，他首先教给他的作画方法，就是狠狠
地扳住劳特累克，不让他用黄色。

普莱斯特曾经送给劳特累克一个颜
色盒，里面都是烟茶色、生赭色、黄褐色等
暗淡的色彩，甚至还有好多深浅不一的黑
色。劳特累克很不理解。普莱斯特是位聋
哑人，劳特累克只好在本子上写道：你为
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气愤地把本子推到普
莱斯特面前。普莱斯特在本子上写道：明
朗的颜色是危险的，黄色尤其要控制，伦
勃朗就能把灰暗画得透明，你也应该做
到。然后，用力把本子推到他的面前。劳特
累克看了一眼，在本子上写道：我做不到，
我不是伦勃朗！把本子又推给了普莱斯
特。普莱斯特在本子上写道：你必须做到！
你可以成为伦勃朗！把本子又推给了他。

在这场关于黄色的争论战和拉锯战
中，普莱斯特战胜了劳特累克。劳特累克
终于成为伦勃朗，成名后他画的所有画
作中鲜见黄色，他让那些本来晦暗的色
彩有了透明的光泽。缺少了梵高的那种
炽热阳光照射进来的金黄色，暗淡的色
彩，如同泥鳅钻沙，水滴石穿，照样可以
如光穿透云层乃至厚重的阴影，让画中
的景物和人的心灵跳跃着别一番色彩。

是的，黄色本身不具有世俗的等级
之分。唯黄色定低俗和唯黄色定高贵，都
不可取。尽情挥洒黄色的梵高和节制慎
用黄色的劳特累克，都可以成为著名的
画家，关键是要把它用对了地方。

我的孩子去年新买了一个房子，露
台原本涂的油漆是灰色，他嫌暗，改涂成
黄色。这下，露台的颜色明快倒是明快
了，问题紧跟着也出现了。夏天到来时，
在阳光的照射下，黄色反光强烈，显得非
常燥热，而且刺眼，尤其是中午，露台上
跟着了火一般。没过多久，蜜蜂也跟着飞
来了，不是几只，而是成群结队，嗡嗡地

叫着，像不请自入的客人一样，整天毫不
客气地在你身边转悠，还是挺吓人的。忙
向人求教怎么办，人家说，蜜蜂喜欢黄色
这样明亮的颜色，你看蜜蜂在花丛中采
蜜的时候，那些花的颜色都是鲜艳的，蜜
蜂以为你们家的露台是花丛呢。所以，没
办法，除非你再把露台涂回原来的灰色。

普莱斯特说得对，黄色要慎用。在绘
画上是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任何事
物都不可绝对，口中糖吃多了不甜，汤里
盐不搁一点儿不鲜。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孙道荣

小区里有个黄姓老太
太，人精神，也精明，她有一
句口头禅，两个字——— 划算。

出小区，往南，一站多
路，有一个菜市场；往东，三
站多路，也有一个菜市场。大
多数小区居民都选择去南边
的菜市场买菜，因为近，方
便。黄老太太不，她去东边的
菜市场，因为那里卖的菜要
便宜些，比如白菜，一斤能便
宜两角钱，猪肉每斤便宜块
把钱，买一次菜，就能省两三
元。路途远一点没关系，通公
交车，黄老太太有老年卡，乘
车免费。黄老太太因而觉得
很划算。当然，她从不在上下
班高峰的时刻坐公交车，她
说年轻人工作辛苦，不能耽
误他们出行。

黄老太太和她的“划算
经”，名扬小区。

但老太太的账，有时候
似乎也很不划算。

夏天的时候，黄老太太
去买西瓜。卖西瓜的吆喝，买
一个西瓜，每斤1元8角，买两
个西瓜，每斤1元5角。老太太
一听，当然是买两个划算，于
是，买了两个大西瓜。可是，
老太太平时一个人住，一个
西瓜都要吃好几天，天热，瓜
很容易坏，另一个怎么办？老
太太将另一个西瓜抱到了物
业，送给了保安队的小伙子
们。

老太太的女儿住在同
城，老太太常去，女儿一家过
时的、淘汰的衣物，她都拿回
来，洗干净，整理好，掉落的
纽扣缝补上，然后送给小区
里的保洁员或邻居家的农村
保姆。

有一次，黄老太太女儿
的一件大半新皮衣，因为袖
子上划了一道口子，准备扔
掉。黄老太太说，扔掉多可
惜，我拿回去送人吧。女儿
说，袖子都破了，怎么送人
啊？黄老太太把皮衣拿回家，
因为皮质的衣服自己不会缝
补，便拿到街上，找了个修补
皮衣的师傅，将划破的袖子
补好，一点也看不出修补的
痕迹，黄老太太为此花了60

元。这件皮衣，黄老太太送给
了小区门口摆露天水果摊的
外地大婶，大婶很感激，老太
太很开心。

但是，这样的话，岂不是
很不划算吗？白贴60元的修
补费，还不如直接扔掉呢。

黄老太太咧开嘴乐了，
怎么不划算？你60元能买来
一件那么好看的皮衣吗？

可是，你修补好，却送给
别人了啊。

黄老太太笑眯眯地说，
这就更划算了啊。那件皮衣，
比她平时穿的单薄衣服是不
是保暖多了？看着她在冷风
中不再冻得发抖，我的心里
啊，可美可乐了，你说，这到
底划算不划算？

的确，这是大划算，也是
人生大智慧呢。

名家言

黄黄色色是是一一个个暧暧昧昧的的词词儿儿

□戴群

□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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