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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咱家祖辈勤劳，从没出

过懒汉！”他说这话时总是一脸

的骄傲。我从小就在祖父那里

听到很多有关勤劳的俗语，比

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等。我家世代

秉承着勤劳的家风。不过勤劳

虽是一脉相承的，但从祖父到

父亲再到我，三代人的劳动观

却有很大差别。

祖父的劳动观是“活着就

要不停地干活”。如果让我评价祖父的一

生，那就是“生命不息、劳动不止”。记忆

中，祖父总是披星戴月的干农活，我学到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样的诗句，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祖父。一直记得那样

一幕，夜色朦胧中，祖父背着锄头朝家的

方向走来了。我跑到祖父身边，问过他：

“爷爷，您累吗？”他爽朗一笑：“我这辈子

不知道累是什么滋味！”

父亲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勤劳的品质，

不过他的劳动观是“苦干不如巧干”。父

亲经常说：“咱们要勤劳不假，还得善于动

脑筋，巧干才是真正的能干。”我们村的第

一台拖拉机是父亲买的，除农忙时使用

外，平时还去外村拉砖挣钱。收割机刚出

现时，村里人都说不会用，而且机器收麦

子收不干净，会减产。可父亲甘当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他与人一起贷款买了收割

机，去十里八乡帮人收麦，赚了不少钱。

改革开放后，父亲又下海经商，他做过小

买卖，开过小纸厂……

我大学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同

事们都说我勤劳能干，我也始终坚守自己

的劳动观：巧干加劳逸结合。我认为，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就是要付出艰辛的

劳动，但劳动之余还应该学会享受生活。

闲暇时，我会跟家人或朋友们一起外出旅

游，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美景；还会在忙碌

的工作过后给自己一些犒赏，比如吃顿大

餐，或者给自己放几天假。

仔细想来，我家三代人的劳动观，都

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种烙印也是时代

发展的印记。在教育孩子时，我们需要告

诉他们勤劳是必不可少的，在勤劳的基础

上，也要活出自己的个性，这样生活才会

更加缤纷多彩。

在女儿居住的美国西雅图地区，

图书馆经常会有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

免费活动，针对小朋友开设的幼儿活

动就是其中一项。幼儿活动的内容主

要是由家长陪同孩子唱歌、讲故事、做

游戏等，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离女儿家比较近的有两处图书

馆，而这两家图书馆适合外孙女丫丫

的幼儿活动时间分别是周三和周五。

每周三和周五，女儿都会带着丫丫分

别前往这两家图书馆，体验不同的幼

儿活动。此外，参加这种活动，除了跟

随老师唱歌做游戏听故事之外，还可

以认识更多的小朋友，这也是女儿愿

意带丫丫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丫丫来说，参加了几次图书馆

的幼儿活动后，她已经比较习惯每周去

图书馆了。每到去图书馆的时间，丫丫

就会早早穿好衣服很高兴地站在家门

口，等待妈妈带她上车。记得丫丫第一

次去图书馆的时候，只参加了20分钟

活动就突然大哭起来，她实在不习惯这

么长时间坐在一个地方，哭着拽着妈妈

的手走出了教室。去了几次后，丫丫就

可以静静地坐在妈妈的身旁看老师带

着小朋友们做游戏，乃至时不时地还主

动参与到游戏当中，音乐响起的时候还

能跟着扭一扭。

现在的丫丫还能在活动结束后，

主动上前和老师打招呼，挥着小手说

“拜拜”，或者给老师一个“飞吻”，因此

深得老师的喜爱。除了在教室的上课

之外，每次下了课，丫丫还很喜欢到图

书馆走走。图书馆很贴心地设计了专

门的儿童读物区，这个区域内的书架

高度和摆放的座椅都很适合小朋友的

身高。起初妈妈还担心丫丫在安静的

图书馆内是否会大声喊叫，影响到其

他人，但是从目前来看，妈妈担心的情

况还没有出现。丫丫陶醉在图书馆内

的活动中，她虽然还不能完整阅读图

书上的字，但每次到书架上拿上一本

自己喜爱图案的书，或是仅仅在书架

周围散散步，都会令她十分高兴。

在西雅图地区，从小就泡在图书

馆里的孩子们很多很多。从还不懂事

的时候，孩子们就在图书馆这样的环

境里成长，这对孩子的未来一定会产

生很好的影响。正如奥巴马所说，你

如果能让一个孩子跨入图书馆，那么

你就改变了这个孩子，而且会使他的

生命更加美好。

有一份问卷让孩子们写出“爱爸

爸妈妈的 100 个理由”。竟然有一半

以上的孩子给出的答案是与物质紧密

相关的，以孩子的答案为例，“给我买

手机”“给我买玩具”“给我买名牌衣

服”……这让我非常不安，孩子眼中的

爱竟只是和“买、买、买”有关。

孩子填写的问卷一方面说明孩子

的物质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另一方面，

孩子感受到的爱不是以情感为基础

了，而是以物质为基础。这说明父母

在向孩子表达爱的时候多以满足孩子

的物质需要为主，却忽视了孩子的情

感需要。

特别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父母

给予孩子物质的满足要适度。当一个

家庭越是富裕，如何不满足孩子的物

质需要才是考验父母的。如果一个孩

子总是感觉到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孩子会产生出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

感，会有一种被扭曲的权利感。

而且以物质为基础培养的爱，让

孩子错以为爱就是给予物质，孩子会

陷入对物质的不断追求中，而且并不

是物质满足了，孩子就满足了。相反，

孩子会有很深的匮乏感，会对父母提

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要求。当父母一旦

满足不了自己的物质欲望，孩子就会

感到无比痛苦，而且会将这种痛苦转

化为对父母的憎恨。

以物质为基础培养出来的孩子，

将来在表达爱的方面会非常有问题。

曾有一则报道：一个男大学生为

向心仪的女生表达爱意，给了对方

2000块钱，遭到女生拒绝。如果钱能

衡量爱，多少钱才是真爱呢？如果物

质能表达爱，什么样的物质才能表达

爱？物质能满足一时的愉悦，却不能

让人得到长久的心安。

给予孩子丰富物质的家长往往忽

略的是孩子的情感需要。相比起情感

需要，物质来得比较容易，而情感需要

到底如何给到孩子，却是很多家长不

知道的。

一个孩子情感的被满足是需要家

长看到孩子自身的价值，能得到父母

的肯定。肯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母

和孩子在一起玩耍、一起做些事情，这

会让孩子感觉父母是喜欢和自己在一

起的；第二种肯定是父母看到孩子身

上的能力、品质、正向动机，给予孩子

口头上的赞扬，让孩子能从父母眼中

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都会让

孩子感到很安心。

爱，其实是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带

给孩子的感动。正如有的孩子说，爱

就是爸爸很困了，依然在睡觉前给我

讲故事。我们期待孩子获得这样的爱

的体验，这是理解了孩子的内心的情

感需要，给予孩子以需要的爱。

宋代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家庭，其家

长就是阆中人陈省华（939—1006 年）。

陈省华自己官至谏议大夫，他的三个儿

子更是非常有名，尧叟、尧佐、尧咨各有

作为，官位都超过了父亲。三兄弟都长

于文学，也都工于书法。他们之所以能

取得如此的成就，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家教极为严格。

陈省华的家中养了几匹马，其中有

一马性子很烈，难以驾驭，多次伤人。有

一天，陈省华进马棚巡看，发现那匹烈马

不见了，好生奇怪，就问马夫是不是拉出

去调教了，马夫回答说：“是三官人把它

卖给一位过路的商人了。”

陈省华听了很不高兴，立即让人把

陈尧咨找来，严斥道：“你身为天子近臣，

手下的人尚不能制服这匹烈马，一个过

路的商人怎么蓄养得住它，这不是嫁祸

于人吗？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哪里去

了！”说完，命人迅速将马追回，并对商人

说明原因，将卖马的钱如数退还给商

人。同时告诫家里人：今后就把这匹马

一直养到死吧，不许再卖出去害人。陈

省华的如此家教，是对儿子提出了更高

层次的人格要求。

尽管陈尧叟三兄弟后来官至高位，

但是他们回家之后，仍然都像平常人家

的儿子一样伺候着父亲。每次有宾客来

访，三兄弟都恭敬地伺立于陈省华身

后。有些宾客官位在他们三兄弟之下，

有的甚至是其直接的下属，自然都有些

惶惶不安，坐一会儿就要走。陈省华笑

道：“安心坐吧！在家里他们只不过是儿

子辈罢了！”可见陈省华对儿子们的要求

融到了日常生活中。

陈省华一家的成就，在宋代是十分

耀眼的。早在宋初，一次宋太宗召见新

科状元陈尧叟时，见他气宇轩昂，举止得

体，非常高兴，就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宰相吕蒙正回答：“县令陈省华的儿子。”

宋太宗立即下令让陈省华来觐见，并擢

升他为太子中允。次年，又同时提拔陈

省华、陈尧叟父子任掌文籍的秘书丞，并

赐绯袍以示恩宠。对于陈省华的教子

经，北宋重臣司马光也是赞叹不已：“三

子接踵为将相，子孙繁衍，多以才能致美

官，棋布中外，故当世称衣冠之盛者推陈

氏”“天下皆以陈公教子为法，以陈氏世

家为荣”。

由此可以看出，陈家的成功绝不是

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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