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2015年6月9日 星期二 编辑：侯海燕 组版：赵春娟今 日 泰 山 <<<< C03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
结束了，在高考并不决定
一切的今天，是步入大学
殿堂还是掌握一门实用的
技术，成为不少莘莘学子
和家长纠结的话题。

在国家及教育部门鼓
励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今天，这样的话题表明
了社会对大学教育现状及
教育质量的不满，同时也
侧面反映了学子们在高考
之外出路的多样性。准大
学生或者在校生放弃重点
大学资格弃学的报道在当
下并不少见，曾经火爆一
时的蓝翔技校校长也曾喊
出过“上大学不如学技术”
的口号，称“大学也好，教
育部也好，大学生毕业基
本就是走了一个形式一个
过场，学生就不了业就交

给了政府，但这样做是非
常危险的。”该观点引发不
少学生及社会人士的共
鸣，部分网友甚至偏激认
为“高考毁一生”。

其实读大学还是直接
学习个有用的技能，每个
人完全可以根据现实情况
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不一样的观念造就不一样
的人生，没有必要上纲上
线，或就要辨出个是非曲
直、非黑即白，“我觉得不
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
人，喜欢读书的北大清华
或许是梦想，不想读书的
学技能也能很好的养家糊
口，如果成绩不太好的，就
真的没有必要考大学。学
个好的技能出来说不定也
是混的挺好的，社会大学
才是真的磨砺人。 每个

人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就
适合读大学，有的人不读
大学也照样混的很好，甚
至比那些读大学出来的人
还好。所以也不能把职业
学校一巴掌拍死。

不读大学的话，高中
生学习什么技术好呢？在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
软件工程师、网络工程师
人才需求量大增，薪酬不
断上涨，高中生可以优先
选择这类专业。如果你的
高考成绩不理想，又不想
选择复读，那么，你没有必
要纠结考哪所学校好。在
将来的就业过程中，企业
招聘崇尚一技之长，不唯
学历凭能力。选择泰安北
大青鸟，学IT, 找好工作！
选择北大青鸟泰安校区，
成就你我！

考大学不如学技术！？咱该怎么看?

母亲在农村生活了近六十年，自从
我结婚有了孩子，由于我和妻子工作忙，
对孩子实在顾及不上，于是母亲便从老
家来到城市，揽过了照料孩子的重任。母
亲识字不多，但尽全力照顾孩子，小家伙
从襁褓中的呀呀学语到现在能熟练背诵

“三字经”，我和妻子看在眼里，感激在心
里。

由于母亲在农村习惯了乡亲们热闹
的生活，农闲时村里男女老幼都在村大
队门前的石凳前聚集，你讲一段笑话，他
说一段，大家在哈哈笑笑的爽朗笑声中
一直到很晚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来到城
市后，母亲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先不说
房子比不上家里的宽敞明亮，再说邻居
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搭成的对门，工作生
活中没啥交集，见面只是礼貌性的问候，
感情自然不如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的乡
亲那般浓厚。好在我楼下的邻居夫妻俩
和我一个情况，也把她母亲从乡下接到
城里照看孩子。或许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母亲像是找到知音，一有时间就抱着孩
子去楼下找大娘聊天，一来二去，两人熟
识起来，成为无话不拉的好姐妹。

一日，吃过晚饭，母亲像往常一样把
白天的见闻讲给我们听，说是楼下的大
娘和儿媳妇最近因为孩子闹不愉快，起
因是，三岁的孩子在上不上兴趣班的问
题上纠结着，婆婆的意思是，孩子过了夏
天就要上幼儿园，考虑周末还在培训机
构上着启蒙兴趣班，担心孩子身体受不
了，让把孩子的兴趣班取消，并以“如果
不答应就回老家相要挟。”作为年轻的父

母来说，孩子是家长的期望，什么时候都
不能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想让
孩子多学点知识，尽可能多地进行启蒙
教育。

真所谓是婆说婆有理，媳说媳有理。
讲到这，母亲停下来少有地问我们，你们
觉得谁对谁错呢？我和妻子双目以对，竟
有些语塞，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说婆婆
做错，肯定会伤了母亲的心，因为她很赞
成楼下婆婆的想法，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们，现在小孩这么小，学这学那，多累人！
你们小时候连幼儿园都没有上过，不一
样也能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吗？

其实细细想想，婆婆和媳妇两个人
都没有错，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最根本
的原因，是两个人生活时代的代沟，是社
会发展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对立体现，我
们无法分出胜负，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分。
所有的人出发点都是好的，希望宝宝快
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成长，能够学有所
长，也代表大多数家长的心愿和目标。那
么，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孩子的意见，顺其
自然，想学不想学，喜欢不喜欢，接受不
接受，等等，孩子的满意正是最佳的答
案，作为家长不能主导，而是引导。

这时，我联想到今年山东省高考命
题作文：“丝瓜藤，肉豆须，分不清。”我依
偎母亲肩头，反问母亲：“您在农村生活
了这么久，让您分出纠缠在一起的丝瓜
藤，肉豆须，您能分清吗？”母亲哈哈大笑
指着我的额头：“臭小子，丝瓜藤，肉豆
须，分不清哟！”说着，推门朝楼下邻居家
走去。

民间有一句谚语：丝瓜藤，肉豆
须，分不清。它的本意是说丝瓜的藤
蔓与肉豆的藤须一旦纠缠在一起，
是很难分开的。其实，它还可以引申
为另一层意思，生活中不必拘泥于
细枝末节，很多事情，不必非要弄个
水落石出。处事难得糊涂，未尝不是
一种大智慧！

在爱情中也有两根藤：一根是
油盐酱醋；一根是风花雪月。难得糊
涂同样适用于婚姻生活。

渐进中年的自己，曾经疯狂地
迷恋着汪国真的散文和琼瑶的言情
小说。在婚姻的最初几年里，多愁善
感的自己常常沉浸在那些动人的爱
情故事里。梁祝化蝶的凄伤，陆游与
唐小婉的悲情，董永七仙女的生离
死别，无不引我徘徊悱恻，短叹唏
嘘！无论怎样多愁善感、娇嗔孱弱，
都没有从木讷的老公那里得到风花
雪月缱绻缠绵的浓情蜜意。

有时候会问自己，油盐酱醋，风
花雪月，爱情中的这两根藤，谁能分
得清孰重孰轻？

不分，是一种智慧。
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八年前的

那一次争吵。忘了是什么原因了，在
一番激烈的争吵过后，我把为老公
饯行的一桌子菜掀翻在地，而老公
也在盛怒之下扬起一盘凉菜，弄了
我一头粉丝和黄瓜，随之拿起行李
夺门而去。

那是老公第一次发飙，也是唯
一的一次。之所以不忘，是因为那份
爱而生恨恨极犹爱的刻骨铭心。

那一刻没有风花雪月，原本深
爱的两个人因为油盐酱醋的琐碎却
恶语相向。那一刻，便不再相信爱情
的传说！

人的心灵何等脆弱，它常常承
受不住爱情之重。爱情有时候是一
种激情，极端的爱常常化成极端的

恨。在后来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慢慢
懂得，人所需要的爱情，远远不必那
么浓烈。学会经营婚姻的人，只需要
在平淡朴实的生活中，增加哪怕一
点点爱情，一点点浪漫的情愫也就
足够了。如果爱情是浪漫是甜蜜是
无比的幸福，那么婚姻就是平平淡
淡的生活，是素朴是本真是一生的
平平安安。

还好，中年的自己，过了许多
年，经了许多事，除了偶尔还会伤
感，除了偶尔还会脆弱，生活中我学
会了安然。懂得了那些幸福着的疼
痛，忧伤着的故事，诸多的不如意，
才是生活真实的样子。明了，便心
安。

夜色渐浓。诺大的房间里，一片
寂静。本来是想一通短信斥责老公
不是，却不知道怎么就窝在沙发上
睡着了，或许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受
的那一点委屈也微不足道吧。

手机响了，拿起挂断。又响再
挂；脸上却忍不住有了笑意。不出所
料，随后老公的短信附来：老婆我错
了！让我回家吧！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有一份牵
念，便是幸福；知遇着，便是温暖。和
老公从甜蜜的二人世界过到幸福的
三口之家，岁月潺潺如歌，十四年的
光阴在不知不觉间早已流淌成醉人
的风景。

都说爱情久了就只剩亲情。换
个角度说，不论情感多么脆弱，亲情
一旦缔结就是永恒。因而我们何须
计较油盐酱醋还是风花雪月；我们
何须参透尘缘，分个你对我错；也何
须触摸情感，判个你多我少，只要这
一世与你同行。

有你在，这一路，风雨和畅；
有你在，这一路，琴声悠扬；有你在，
这一路，鸟语花香。

理不清的“家长里短”
□毛明辉 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 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

婚姻中的两根藤
□李静 中国煤矿文联作家协会会员

天快黑了，妈妈终于在一处草棚里
找到了他，见他正静静地坐在地上，屁
股底下是几个鸡蛋。妈妈惊奇地问：“你
在做什么？”“我在孵小鸡呢！”妈妈笑
了：“孩子，人的体温不如母鸡的体温
高，是孵不出小鸡来的。”这个孩子叫爱
迪生，那时他刚刚3岁。

在一般父母看来，爱迪生的做法不
但可笑，而且可气。噢，找了半天你原来
躲在这里当“老母鸡”呢，不提溜起来暴
打一顿，焉能对得起被你屁股弄脏的那
几个下酒菜？而爱迪生的妈妈也笑
了——— 但那是一种善意的笑，她循循善
诱的话语，有批评、有鼓励、有知识，她
用善意的方式对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进行了一个恰当的导引。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
只是经常表现为不同形式。”哈佛大学

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博士这样认为。是
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成为天才的可能，
但最终成为天才的却是屈指可数的极
少数人。是谁扼杀了他们？是后天的教
育。或者说，是后天不当的教育方式，让
他们变成了普通人。

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有。方仲永5

岁便能诗，而成年后竟“泯然众人”，当
仁不让是古代受害者中“杰出”的代表；
而当年那一拨八九岁就考上北大、清华
的“神童”们，他们今天又去了哪里？是
因为“水土不服”还是由于“江郎才尽”？
总之都已和仲永走到了一起，空给世人
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与此相反，
牛顿、爱因斯坦少时皆不被看好，最终
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这就是后
天教育不同带来的结果，值得老师和家
长深思。“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

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是
的，一味地否定自然不可宽恕，而无端
的溺爱同样是“一条汹涌的河流”，会湮
灭那些灵性的花朵。

忽然想起了另一个故事。大意是，
一个孩子为了弄明白“丝瓜藤，肉豆须，
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把自家庭
院里丝瓜肉豆的那些纠结错综的茎叶
都扯断了。父亲看了感到好笑，就说：

“种它们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分辨的
呀 !”从实用主义讲，这位父亲的话无疑
是正确的，那些植物本来就是一盘菜
肴，你管它为什么纠缠不清干嘛？所以
他才觉得“可笑”。而正是这种与爱迪生
妈妈截然不同的笑，如同一把无形的钢
刀，将孩子喜欢探究自然奥秘的天性给
活活杀死了——— 说他把一位科学家变
成了一个菜农也不无可能。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写了
这样一件事：郭橐驼以种树为业，他的
树长得非常好，结的果实也很多，有人
就向他请教。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诀
窍，只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意思是，我只是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
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罢了，你若是这里
不放心、那里不如意，早晨去看看、晚上
去摸摸，甚至经常用东西划破树皮来验
证它是否还活着，那树就很难长大了。

其实，孩子也是一棵树，也有他们
无拘无束、自由生长的天性，你不用担
心他们会变成灌木，更不用担心他们会
变成野草。放开手，让他们按照自己的
方式成长吧，“树大自直”这个道理，你
懂的。

放开手，让他自己生长
□冷吟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泰安市诗歌学会副会长 新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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