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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苛刻刻吝吝啬啬的的西西方方家家长长

酸枣树
□尚贞海

我家有一棵酸枣树，它有三层楼
那么高，直径有八十厘米，树冠约九十
多平方米，它结的枣儿吃起来酸甜可
口，有入口即化的感觉。

它是我童年时期的玩伴，我用弹
弓打、用石头冲、爬上爬下摘它的果
子。每当此时我的奶奶就喊我：“海子
不要弄它，这个时候枣还不熟，等熟透
了用竿子打下来奶奶给你留着。”我问
奶奶是真的吗，奶奶说：“七月十五红
了腚，八月十五打干净，待十五后枣就
熟了。”这时，奶奶一脸辛酸地告诉我，
过去咱家有一片枣树林子，是祖上留
下来的，明朝洪武年间从河北省枣强
县迁徙来到这里后，栽下这片枣树，养
育了咱们尚家几十代，街坊四邻也尝
过它，好极了，都说好吃。每当收获的
季节是咱村里的一道风景，庄里乡亲
都来帮忙打枣、晒枣、收枣，爷爷也准
备几个庄户菜招待大家，那情景好不
热闹。红红的枣儿映衬着人们的脸，一
片丰收景象。八月十五走亲戚，也把它
当作礼品。“这片枣树林是过日子的摇
钱树，也是咱家的传家宝，咱家的根
啊！你爷爷用老命保下来，过去咱家老
一辈吃饭就靠那一片枣树。”

“七七事变”后，一切都发生了变
化，地处滨州邹平县临池镇与淄博周
村区王村镇交界处我的老家小尚村也
遭受鬼子铁蹄的蹂躏，抗日的烽火燃
烧到胶济铁路线上。老家就在铁路边
上，日本鬼子为了保护交通线和铁路
桥，在我家的河两岸、桥两边大肆修筑
工事、炮楼、战壕等设施，对我们村进
行疯狂抢掠，我家枣树林便遭了殃。日
本鬼子为了修筑炮楼，把成片枣树杀
头砍掉，还逼着爷爷为他们运，修筑工
事，过着暗无宁日的生活，眼看着自己
家的东西被鬼子抢占，爷爷既难过又
愤恨。

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家？一天，爷
爷利用鬼子巡线不注意的机会，趁机
脱身，找到大尚村的抗日义士，将鬼子
的人员装备及周围地形情况告诉他
们，巧妙设计把鬼子和炮楼端了，才保
住了这棵酸枣树。

这棵树经历了抗日的战火，历经
百年沧桑，见证了国家的兴衰、民族的
灾难、家乡的变化、家族的发展。它就
像一部书，书写着我们的悲伤与奋斗，
书写着我们的期盼与和平，书写着我
们民族的大爱与包容。当今，日本解禁
了集体自卫权、武器出口三原则，要复
活军国主义，给亚洲和世界和平带来
危险，给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带来不
安，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复活军国
主义的倒行逆施，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民不答应，中国人民不答应，我也不答
应，长眠在地下的爷爷奶奶不答应，酸
枣树也不答应。它身上留着的碗口大
的疤痕，仿佛是在告诫后人要记着它
被砍、被杀头的屈辱历史；仿佛是在警
示后人不忘历史，珍视和平；它还在顽
强地活着，中国在一天一天地发展，自
它被杀头的那一天起它就没有死去，
它还在挺着胸膛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它冒出新芽，长出新枝，根深叶茂，为
我们遮阴送凉，让我们分享它的果实。
这就是我的祖国母亲，这就是酸枣树。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快到知
天命之年，每当我看到这棵酸枣树，就
想起我的童年，它让我有无尽乐趣，我
曾把它的果实装满我的口袋到街上找
小活伴炫耀，我有酸酸、甜甜、脆脆的
枣儿，逗得小伙伴口水都流下来，追逐
着、嬉闹着，大家累了我们才一起分享
它的美。

酸枣树伴着我成长，它的枝芽已
成为粗壮的树枝，我从呱呱坠地现如
今也成了中年人，回望历史，多少英烈
的牺牲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
生活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享受着幸
福生活，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历史。南京
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副喻世对联是这
样写的，上联：将挟仇更化有情，人类
开明之举。下联：令交好持循终古，尘
寰卓荦之功。横批；明鉴正心。人类历
史有仁爱、良知、坚毅、正义，我们才有
今天的和平，才有酸枣树的累累硕果。

□社春

中国家长最重视的莫过
于子女教育。“再穷不能穷孩
子”，“一切为了孩子”，中国人
拼的就是孩子。与此相反，在
西方，对待孩子，社会公认的
价值理念是“再富不能富孩
子”。以我所在的荷兰为例，孩
子从小就被普遍穷养。

西方人对孩子其实非常
“苛刻”和“吝啬”。很多孩子从
小到大穿的都是亲戚朋友的
孩子穿小了的衣服，大人给消
消毒、熨一下，整洁就好。小孩
上了小学开始要求有自己的
零花钱，一般来说，每个月只
能得到相当于自己年龄的零
花钱，如9岁孩子每月只能得到
9欧元，15岁的初中孩子每月也
只能得到15欧元，十几欧元在
欧洲也就能买一个精致的笔记
本，或是一个烤比萨饼。如果孩
子再大一点，想买名牌化妆品
等奢侈品，就得自己课外打工，
如送报纸、发广告、餐馆洗碗、
超市收银、搬运货物等。

上初中的孩子，无论离家
多远，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一年
到头，风里雨里，家长有车也不
接送。中午学校没有食堂，学生
一律自己带面包。一般来说，18

岁以后就离家单住，国家给几
百欧元的租房补贴，如果要挣
零花钱就得课外打工。

荷兰家长这样做的原因出
自一个社会共同理念：孩子是
社会的，不是私有的，孩子毕竟
要走向社会，家长只是在为社
会抚养孩子，因此眼光要放长
远。如果教养方式不当，将来势
必给他人和社会带来麻烦。穷
养孩子、富养教育是家长的社
会责任。

在节假日的亲友聚会上，
荷兰人像其他欧洲人一样，最
愿意提起的话题是炫耀自己年
轻时如何花最少的钱走了最多
的地方。荷兰有个风俗，孩子大

学毕业之后，先不忙着马上找
工作，而是先出去看世界。家长
只会资助几百元甚至更少。有
位儿科医生朋友每当回忆起自
己那段独闯天涯的经历，都感
到自豪，他花了325元历时一年
半旅行了整个欧洲。

当他肩背巨大沉重的旅行
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回到
家时，家里正在为父亲举行生
日宴会。饥肠辘辘、面黄肌瘦的
他发现摆在桌子上的任何一瓶
酒都比自己过去一年来一个月
的伙食贵重，于是有点闷闷不
乐。他对父亲说：“为什么你对
我如此吝啬，对自己却如此奢
侈？”父亲笑着回答：“孩子，我
花的是自己的钱。”

在荷兰甚至整个西方国
家，家长的钱与儿女无关，家
长的财富最终还要回馈社会。
老年人退休之后，不是到处旅
行，就是抓紧余生实现自己的
未竟之梦，绝不包办孩子的人
生，绝不经营儿女的将来，把
子孙后代的人生交给他们自
己亲手去创造。习惯了帮孩子
打天下的中国父母很难理解

为什么比尔·盖茨把自己所有
的财产都捐献给了社会，仅仅
给一双儿女留下基本的生活
费。其实这是整个西方社会普
遍的教育理念，不是源于比
尔·盖茨的高尚。

再看看股神巴菲特的教
子治家原则。巴菲特的小儿
子彼特在接受采访时说，父
亲之所以成功，原因简单得
不能再简单：不受外界影响
与诱惑，不停地阅读、思考，做
本色的自己。同时他也提及：
有钱的父母要教给孩子价值
观，在物质方面不要有求必
应。这一传承自父亲的人生理
念比任何金 钱 财 富 都 要 珍
贵，自己能够真正受用一生。
在巴菲特家，一切都很简单
平常。他们家后院有一个供
小孩子玩的小木屋，后门从
不上锁，邻居的孩子们可以
自由进出。在家里，巴菲特有
一个很小的工作间。他没有
固定的时间，有时候，他会喝
着可乐，吃着薯条，穿着睡衣
读年度报告。一直以来，他都
是那么简单、勤奋。他的勤奋

超过了所有人。他不停地阅
读和思考，他只不过碰巧成
了一个亿万富翁。

巴菲特非常反感溺爱孩
子的做法。他曾说，含着银
汤匙出生的人，银汤匙很可
能变成插在背上的银匕首，
使孩子深受其害。因为这样
的人容易产生权利感，而鲜
有个人成就。和其他孩子一
样，巴菲特的两个儿子要打零
工挣钱。看电影的时候，巴菲
特也不给他们买一块钱一桶
的爆米花。

做 巴 菲 特 的 儿 子是一
件挑战性很大的事，但孩子
们 从 他 身 上 学 到 了 该 怎 么
行事。巴菲特的小儿子是一
位艺术家，他曾经说：“我就
是我自己，而且我知道我在
生活中成就了什么。这不是
财富、名誉或金钱之类的，
而是关乎价值观，关乎你发
现了什么乐趣、是否找到你
喜欢做的事。父亲留给我们
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生价
值观。”

(本文作者为旅荷华人)

碎碎念

□彭波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记
得父母都非常忙，白天忙了晚
上忙。父亲除了忙，还经常出
差，一走就是月余，甚至更长。
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
具，只有家里或是企业情况紧
急了，才会发个电报，若在平
时，就只有依靠书信往来了。

星期天，母亲出去学习，
不让我们出门，就一把锁把我
们锁在自家的院子里。我们家
住在一个胡同深处，若在平
时，胡同里静悄悄的，一旦有
人走进胡同，都能听到脚步
声。当时，令我们高兴的是，邮
递员给我们家送信，大老远，
就能听到邮递员骑着自行车
按着的响铃声，听到这个声
音，我们特兴奋，因为可以读
父亲的信了。这时，我们会齐
刷刷地挤到门前，把门拉开一

条缝，等邮递员把父亲的来信
递进来。有时，我们馋了，便从
口袋里掏出几分钱，让邮递员
叔叔去附近的小卖部，买上几
块糖，这样，我们会不打不闹
地在院子里呆上一整天。

当看到父亲那一手刚劲
有力的字迹时，感觉特别亲
切，就像父亲回到了我们身
边。父亲写的信很有味道，从
信里我们能知道不少外地的
见闻、趣事，我们的许多见识
都是从父亲的信里读来的。父
亲信的最后，几乎都是老腔
调，对我们三个人要嘱咐一
番，在家听妈的话，上学好好
学习，不调皮，团结同学之类
的。倘若父亲当面说，我们会
感觉有些烦，可读父亲的信
时，即使这样的言语，我们也
觉得特别亲切。如果父亲出差
的时间长了，有时读着信，我
会泪流满面，也引来弟弟妹妹

泪飞顿作倾盆雨。
收到父亲的信，母亲回家

后，先不干别的，捧着父亲的
信读上大半天，我们不懂事，
还嚷着说肚子饿了，母亲才抹
掉一脸的泪水，边流泪边给我
们做饭。

母亲对父亲的信非常爱
惜，读完了，把信恢复原样，装
进信封，整整齐齐地放到一个
柜子里去。我记得，母亲在家
的时间里，除了读毛选，就是
读父亲的信了。

当然，还有更幸福的时
刻，那就是父亲给我们寄来包
裹。父亲的包裹里面，有家里
每个成员喜欢的东西。母亲喜
欢雪花膏、新衣服，我和小弟
喜欢小人书、手枪、玩具，而小
妹则喜欢花衣服、花手绢。父
亲的包裹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有一次，父亲要出一次远
差，时间挺长，我们一家送父

亲到车站，父亲要上车了，母
亲哭了，说你去这么长时间，
让我们怎么熬这日子呀。父亲
用手抹去母亲脸上的泪花，劝
母亲不要这样，并表示去了以
后会常来信，常给寄点当地的
土特产。

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
亲的信，那几天母亲像疯了一
样，去父亲的单位问了几次，
单位领导劝母亲沉住气，不要
急，说父亲是出了名的模范丈
夫，他一定会来信的。

可过了一周，也没有见到
父亲的来信，母亲饭吃不下觉
睡不宁，再去单位问，领导取
出一封信对母亲说，这是父亲
给单位来的信，当母亲见到父
亲那熟悉的笔迹时，才破涕为
笑。

第二天，我们也收到了父
亲的信，读父亲的来信才知
道，他已经写过一封信了，然
而，那时候的邮政还没有现在
这样快捷，丢信是常事，恐怕
那封信我们永远也收不到了。

那次父亲出差的确时间
很长，其间给我们寄了好几次
包裹，有小人书，还有好吃的
东西，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想
念父亲，想让父亲早日回家团
圆。终于等到父亲回到家，他
顾不得洗漱，先拿出他的记录
本，问我们都收到了什么，查
来查去，还是少了一个包裹。
父亲去邮政局询问，才知道，
那个包裹第二天才能到，要知
道，这个包裹从父亲寄出来，
已经在路上走了近一个月。最
终，还是父亲去邮政局提回来
了那个包裹。

忆往昔

邮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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