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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的“三句半”
大舅很有个性，平日里默默

无闻，关键时刻却能语出惊人。
他总是说一不二，做事效率奇
高，周围亲朋邻居们遇事都愿意
找他倾诉一下或商量商量。

小舅家的表弟小时候，被正
在炖鸽子肉的姥爷派去商店打
酱油，路上偶遇同学瞥了他一
眼，竟然酱油没打，两人在大街
上摔起跟头，耽误了姥爷炖鸽子
肉。虽然表弟受伤不轻，但还是
被姥爷毫不留情训斥一顿。表弟
觉得委屈，去找大舅诉苦。大舅
问表弟：“让你去干什么？”表弟
说：“去商店。”大舅问：“去商店
干什么？”表弟说：“打酱油。”大
舅问：“你同学那小子瞥你一眼，
碍着你打酱油了？”表弟说：“没
有。”大舅说：“还是，管他！”事情
到最后是，表弟在外打架受伤，
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反
倒自己跑到姥爷面前检讨：“我
错了，我是去打酱油的，不该为
了其他事情耽误正事。”

邻居家的女孩子正在读高

中，原本学习成绩很好，和她的
同桌把班级里的第一名、第二名
的位置霸占着。有一个阶段，女
孩子的学习成绩直降，总告假回
家休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女孩
子压力过大，总担心自己的同桌
或者其他同学超过她，心里一执
念，别人只要学习，她就开始焦
虑，自己学不下去，心里还不安
静，在自己的位置坐立不安，最
后学习成绩下滑，心里更急，心
里一着急压力更大，更是学不下
去，恶性循环。家里人开导不了，
就把大舅请去说话。大舅问女孩
子：“读高中做什么？”女孩答：

“考大学。”大舅问：“需要怎么
做？”女孩说：“学习。”大舅问：

“你同桌和其他同学能碍着你考
大学？”女孩说：“不能。”大舅说：

“学就是了。”第二天，女孩子就
从从容容回学校了，从此学习成
绩就稳定了。

大舅家的表妹刚参加工作
时，和单位的老同事聊天，知道
的事情多了，就总觉得工作单位

人际关系复杂，心里逆反情绪严
重，经常跟大舅抱怨。大舅问表
妹：“上班为什么？”表妹说：“挣
钱。”大舅问：“怎么挣到钱？”表
妹说：“干活儿啊。”大舅说：“别
人的矛盾碍着你上班挣钱？”表
妹不语。大舅抬高嗓门说：“只管
干活儿！”从此，表妹倒也安静踏
实许多。

小姨结婚后一段时间，两口
子经常吵架，吵架原因无非就是
谁刷盘子、谁洗锅、谁的脚臭、谁
的内裤没洗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积累多了，每次一吵架，陈芝
麻烂谷子一股脑揪出来，非要
分个谁对谁错，不吵个鸡飞狗
跳才怪，到最后两人还闹着要
离婚。大舅问小姨两口子：“为
什么打仗？”小姨说：“什么也不
为，说着说着就干仗。”大舅问：

“为什么结婚？”姨夫说：“过日
子。”大舅问：“平白无故干仗，就
能过日子了？”小姨两口子不说
话。大舅眼眉挑一挑，说：“过！”
小姨两口子顿时没了火气，从此

小家庭也太平了，日子也渐渐红
火起来。

听大舅的故事多了，摸出一
个规律——— 大舅说的三句半，基
本上一个模式：目前怎么了？长
远目标是什么？目前的问题对长
远目标构成妨碍吗？冲着目标去
做吧！

我们平日里做什么事情，起
初都是有个主要目的的，但达成
目的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我们往往钻了牛角
尖，执拗于眼前问题中，陷身其
中不能自拔，偏离了最初的计
划，忘却了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大舅问上三句，便将偏离最
初轨道的人拽回达成目的的正
途，教人不再短浅地执拗于眼前
的一分一毫，而是反省自己最初
的愿景和期望，着眼于最终的主
要目的，将身心精力集中到主要
目的的达成上，而不是在无关紧
要的问题上白白耗费精力。

大舅的“三句半”，果然厉
害。

□晓木木

【家事直播】

肥肉和肌肉有什么差
别？肌肉是膳食中蛋白质的
重要来源，主要成分是蛋白
质和水分，蛋白质大约占
1 5 % — 2 0 % ，水分大约占
70% 。肥肉呢？蛋白质少得可
怜，90% 的成分是脂肪，维生
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微乎其
微。二两肥肉，只有网球那么
大，就有 800 千卡的能量，相
当于两碗半米饭，八九个富
士苹果，或者将近 7 杯牛奶。

肉类的香美气息，全在
脂肪当中。无论猪肉牛肉，若
只有肌肉纤维，那么端上桌
来，食客们会只有一个字的
评价：柴。兔肉之所以没什么
味道，正是因为它不仅没有
成层的肥肉，连肌肉缝隙当
中，都难见脂肪踪迹。猪肉之
所以受到国人喜爱，就是因
为它最肥。人们往往以为，直
接吃东坡肉、红烧肉、蒜泥白
肉、梅菜扣肉之类，才是吃肥
肉。实际上，肥肉隐匿在日常
饮食中，不知不觉就摄入过
量。

首先，肉类柜台上，排骨
为什么总是最受欢迎？正因
为它肥而不显，香嫩可口。高
达 30%的脂肪，不动声色地
分布在骨棒四周，并深入肌
肉纹理当中。尽管胆固醇和
能量相当高，人们却总是爱
不释“口”。

其次，火锅店里的各种
涮肉，手工羊肉卷、牛肉卷都
是肥中有瘦、瘦中有肥的层
叠状态。人们只顾着享受肉
片滑腻的口感，却意识不到
已经吃进过多的肥肉。

最后，肥肉在哪里隐藏
得最深？当数肉肠、鱼丸、饺
子馅之类的肉糜状食品。厂
家经常宣称自家肉肠“无淀
粉”，却从不说“无肥肉”。按
国际惯例，灌肠类产品中都
含有超过 20% 的脂肪，其中
主要来自于故意添加的肥
肉糜。如果没有肥肉帮忙，
不仅少了香气和美味，还会
让灌肠切片困难，口感粗
硬。

某位烹饪大师传授做鱼
肉饺子的秘诀，特别提到鱼
肉脂肪太少，必须加入适量
的肥肉糜，饺子馅才能香浓
多汁。鱼丸也是一样道理，肥
肉和淀粉都是常见配料。即
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知道
做丸子和饺子馅的肉必须三
肥七瘦，否则不会产生诱人
的口感。

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
惊呼——— 原来自己也没少吃
肥肉。“吃什么补什么”这句
话，虽然并不完全符合科学
道理，但用在肥肉上，却相当
贴切。无论什么形式伪装的
肥肉，吃完之后若消耗不掉，
就会变成脂肪贴在身上。因
此，建议人们不妨对这些“隐
形肥肉”引起重视。

【生活提示】

□范志红

我坚信孩子生来就是自
信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失
败，他们一路跌爬滚打，决不
放弃，学会了抓举、爬行、走
路、奔跑。这个过程没人退缩，
他们充满了自信，因为他们的
每一点进步，都得到了父母的
惊喜和赞赏。这让他们内心充
满了成功的喜悦，充满了接受
挑战的勇气。

但是接下来他们的生活
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先是好
学的父母看到了专家的指示：
孩子要三月翻身，六月会坐，
一岁会走；美国孩子三岁做的
家务表，英国孩子的各种宣
言，五岁之前要做的一百件
事；从小看大，三岁就定性了，
没救了……这些标准如毒素
一样在侵蚀着年轻父母还没
来得及享受亲子愉悦的脆弱
的心。随后有了跟其他孩子的
比较：人家的孩子一岁都不尿
床了，怎么我的孩子两岁还
尿？第一次做父母的年轻人开
始焦虑了，三岁前没给孩子做
的事，追悔莫及，我把孩子耽
误了，我教育失败了，完了！于
是你脸上没了惊喜，你眼眉开

始紧锁，你的声音开始不耐
烦，你的动作也不那么温柔
了……孩子看到了，感受到
了，他们有些茫然了，感觉有
些不安全了。

其实，你可能没看到别人
的孩子可能一岁还没开始爬，
也见人就躲，也两岁还流口
水，有时说话不清，三岁尿
床……很少有孩子能按照专
家标准逐条发展的，这就是成
长，这就是成长的多彩之处。
举个例子，儿子女儿小时候家
里来人，他们总会钻到桌子底
下不出来，开始我很恼火，觉
得他们不大气，后来知道了，
孩子们就是喜欢小的隐蔽的
空间，这种空间给他们安全
感，也充满了神秘和幻想，所
以他们也喜欢用大纸箱子过
家家，喜欢住帐篷野营，喜欢
到小阁楼、树屋里探索。懂了，
就不会去比了，也不会去拿专
家的条款要求孩子了。

这个道理适用于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一切，学习、社交、
工作、家庭。每个孩子都在按
照自己的速度成长，有些方面
很快，有些很慢，多数呈阶段

型——— 一阵子进步很大，一阵
子裹足不前。如果这个过程家
长不去插手，只在孩子需要的
时候给予引导，为孩子的每一
个进步发自真心地赞赏，并和
他们一起为此庆贺，那么他们
就能依然保持当初的自信，他
们依然不会怕失败，不会怕犯
错误，因为成长的过程就像学
走路，摔倒了不是错误，不是
失败，而是他们进步的过程。

我接触过很多国内来的
留学生，多数孩子撒谎成性，
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从小到
大找借口，推卸责任成了习
惯，他们会认为所有的人都会
像他们的父母老师一样对他
们要求严格。他们最不愿意承
担责任，他们做事不大顾及后
果，也不太能对后果有所认
知，因为他们长这么大都在逃
避，还没有学会真正关注自己
的进步和行动的前因后果，他
们关心的是父母会不会生气、
自己能不能比过别人、考试能
不能提高几名……他们已经
不懂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成年
人会鼓励孩子试错。我曾经看
到一位国内来的优秀生在英
国顶级私立中学的年度报告，
老师开门见山地说希望这位
同学对老师的建议认真考虑，
不要持敌意，不要找借口。这
种报告语言非常少见，更别说
是在这样的学校了——— 老师
一般以鼓励为主，不会如此坦
率，可见这位优秀生的问题有
多么严重。

特别是80后，他们今天还
是父母的宝贝，饮食起居往往
还要父母照顾，明天父母就要
他们结婚生子，这可能吗？我
感觉他们这一代的成长道路
被父母人为地设了一个分水
岭，岭前是孩子，岭后是父母。
一旦父母有了健康问题，就要
被迫在一夜之间长大，被迫面
对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压
力和责任。他们也许是被溺爱
的一代，但却是没有享受成长
和探索的喜悦的一代。

不过我也见到过一些敢
作敢为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
经历应该是一个值得大家思
考的问题。他们和其他人一
样上学，一样的老师，一样走
入相同的社会，不同的是他
们的家庭。我还是那句话，一
切都不晚，只要父母现在放
手，给他们机会，我相信他们
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
好，他们需要的是机会，试错
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只有这
样，他们才能找回自信，实现
自己的可持续性发展，真正活
出自己。

排骨、涮肉、饺子馅……

你吃进多少

隐形肥肉

【围城风景】

我是你的牙
□晓梦

牙齿先天就不好，这是我的
缺陷。自记事起就对牙痛印象深
刻。换牙前我的乳牙上有好多小
黑洞，经常捂着腮帮子喊牙疼。去
看牙医，医生一声叹息：“这孩子
的牙生得就不好，可得好好护
着。”妈妈直接下了禁糖令。因为
这倒霉的牙齿，我的童年缺了对
糖果的美好甜蜜的回忆。

可是先天不好的牙齿，怎么
护着都挡不住变龋。换牙后好过
一段时日，还是渐渐有了蛀牙。

生活就是这样，越是欠缺的
越是迷恋。牙齿坚固力很弱的我，
竟然格外喜欢硬壳干果。家乡山
区产有一种山榛子，小而圆，壳
硬，果仁油香，是年节必备的吃
货。对山榛子情有独钟的我，吃起
来便忍不住上瘾，一颗接着一颗，
嘎嘣嘎嘣的甚是费牙。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牙齿
掉的掉、补的补，人未老牙先老了。
面对山榛子时，愈发苍老无力。

没有刻意，我居然找了一个
牙齿出奇好的老公。他的牙齿白森
森、齐刷刷的，咬起铁蚕豆来津津
有味。我还看过他用牙齿起瓶盖、
撕包装袋，轻松自如、毫不费力。遇
到和朋友聚餐，找不到酒起子，调
皮的女儿便喊他：“爸爸，上牙！”

不知道有牙人知否无牙人的
苦楚。我好久都不敢买山榛子，害
怕看见后抓狂。

那天，朋友小坐时送来一袋
山榛子，特意说，“一等品，好吃着
呢！”我耐不住馋，朋友一走，就抓
起一颗咬牙嗑开，果仁果然又饱
满又香。可是刚吃了五六颗，不争
气的牙齿就疲惫不堪了，再也不
敢咬。眼看着香喷喷的美味到不
了嘴里，心里真是着急。

老公看着我直笑：“女士，要
不要借牙？”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
样，拉着他嚷：“上牙，上牙！”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温情夜
晚，我窝在沙发上看韩剧，老公用
他那钢铁般的牙齿为我嗑山榛子，
他嗑得快，我吃得欢，过足了瘾。

后来，每遇我沮丧郁闷时，老
公总悄悄买一些山榛子回来，一
颗颗为我嗑好。吃掉那些饱含爱
意的果仁，什么难处都微不足道
了。

幸福往往就是这样不期而
遇，就像我慨叹自己毫不给力的
牙齿时，老公充满诗意地说：“上
天总是公平的，你的牙齿不好，它
就派我来做你的牙！”这恐怕是我
听过的最精彩的诗句了。

【成长在英国之二】

给给孩孩子子试试错错的的机机会会
□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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