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孔昕 设计：壹纸工作室 马晓迪

随
笔

思

想

光

华

文

字

魅

力
B
05-

B
08

星
期
三

2014
.6
.25

□林少华

舌尖上的大雁与槐花

偶尔翻看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用
的江苏版语文课本，一篇题为《争论
的故事》的课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故
事中，以打猎为生的兄弟俩为怎么吃
大雁发生了争论，哥哥说煮着吃好
吃，弟弟说烤着吃好吃。“兄弟俩争论
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有个老
人经过这里，兄弟俩就找他评理。老
人觉得他俩说得都有一定道理，就建
议说：‘你们把大雁剖开，煮一半，烤
一半，不就两全其美了吗？’”而当兄
弟俩抬头看时，大雁早已飞得无影无
踪。故事的主题是：不管做什么，关键
是要先做起来，而不是争论不休。

出于慎重，我又看了一遍。课文
主题没有什么不妥——— 尽管我的职
业主要就是争论并且经常围绕什么
争论不休——— 相比之下，引起我注
意的明显是那位老人的话：“你们把
大雁剖开，煮一半，烤一半……”眼
前随即出现大雁惨遭屠戮的血淋淋
的场面。剖、煮、烤，这是何等残忍的
动作啊！须知不是剖树皮不是煮豌
豆不是烤地瓜，而是对待一只大雁，
一只可能领着小雁飞去南方过冬的
大雁，一只作为国家保护动物的野
生大雁！作为智者化身的老人怎么
可以对年轻人这样说话呢？或者莫
如说，这样的表达怎么可以出现在
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中呢？

不由得我想起自己念过的小学
语文课本：“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
群大雁往南飞去，一会儿飞成个

‘人’字，一会儿飞成个‘一’字……”
也是因为当时乡下常有这样的雁群
飞过，两相对照，使我对大雁自觉排
成的队列、对它们飞往的南方产生
了朦胧的敬意和向往。尤其是它们
在一碧如洗的秋日晴空中高高飞翔

的优美身姿，不由得让我产生一股
冲动，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只大雁，
悄悄跟在它们后面飞去，飞出那个
三面环山的穷山村，飞去山那边、天
那边……

我这么一边想着、回忆着，一边
继续翻动手中的课本。也巧，翻到了
另一课《古诗两首》。一首是杜甫的
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
上青天。”看插图，白鹭也飞成个

“一”字。白鹭和大雁应属同一家族，
无论体形和颜色都很相近。但同这
本语文书上关于大雁的表述相比，
古人对白鹭的描写多么富有诗情画
意啊！按理，古人获取食物的渠道比
现在困难得多，而古人目睹白鹭的
反应是做了一首千古绝唱，今人编
的故事却要“把大雁剖开，煮一半，
烤一半……”作为杜甫的嫡系文化
后代，怎么会差这么远？

也就是说，这篇课文至少有两
点值得思考和警觉。一是美的教育
的缺失。这点即使同半个世纪前我
学过的那篇课文相比也高下立判。
前者对大雁投以欣赏的目光，给人
以纯粹的美感；后者则将大雁视为
猎物，投以凶狠的视线，让人感受到
的是赤裸裸的贪欲和血淋淋的残
酷。二是爱的教育的缺失。在某种意
义上，或许可以说懂得美、懂得审美
才懂得爱。审美让人对万物产生爱，
产生悲悯情怀。故而古人有对失群
或失偶的“孤鸿”、“哀鸿”的同情，有
对“雁过拔毛”之人的痛恨，有对鸿
雁传书的感激和对惊鸿照影的心
动。而在这篇课文中，全然看不到这
些正面的美好的感情，看不到人与
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理念，看
不到爱。或许你说人家不过是要以

此表达“关键是要先做起来”这个道
理，何必大动肝火！可问题是，这个
主题难道非这样表达不可吗？记得
毛泽东主席在说明实践出真知这个
类似道理时是这样说的：要想知道
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说得
多好，干净、健康、浅显、“接地气”！
至少，渴的时候都不觉渴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这本语文书中这并
非孤例。如另一课《槐乡
五月》，较之对槐花之美
的赞赏和描绘，着墨更多的是
对槐花的采摘和食用。只是，这回采
取的食用手段不是“剖、煮、烤”，而
变成了“拌、蒸、晒”。关键词是
槐花饭：“槐花饭是用大米拌槐
花蒸的……槐乡的孩子还会送他一
大包蒸过晒干的槐花”。这还不算，
小男孩“衣裤的口
袋里装的是槐
花，手上拿的还
是槐花……不时
就朝嘴里塞上一
把，甜丝丝、香喷喷
的，可真有口福呢！”总之，注重的仍
是“怎么吃”这种舌尖上的感受———
舌尖上的大雁、舌尖上的槐花……

也是因为住处附近山坡上就有
许多槐树，加之正是五月，看完这篇
课文，我就上山了。四下看去，较之
树上盛开的，更多的槐花是树下横
七竖八折断的树枝甚至整个拉断的
树冠上零零星星早已蔫巴的槐花，
有的被人踩得一塌糊涂，看着令人
心疼。不用说，这是摘剩下的没有变
成舌尖槐米饭的槐花……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
海洋大学教授)

【窥海斋】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古人有对失群或失偶的“孤鸿”、“哀鸿”的同情，有对“雁过拔毛”之人的痛恨，有对鸿雁传书的
感激和对惊鸿照影的心动。而在这篇课文中，全然看不到这些正面的美好的感情，看不到人与自
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理念，看不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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