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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每年圣诞节，很多国家把狂欢与购物作为节
日活动的主要内容，而意大利则不同：圣诞节这
天，家家要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

在意大利人眼中，圣诞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
的节日，食物、宗教仪式、圣诞摆设、送礼物等都是
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过在这之外，意大利人
又在家庭中增加了一项活动内容：长辈对晚辈进
行“感恩教育”。

节日这天，家中的长辈都早早地起来，将对子
女的期望与祝福写下来，然后将写好的纸条或是
藏在圣诞树的礼物盒内，或是藏在厨房的餐具下
面，或是藏在子女的房间内，以便让晚辈及时看
到，从而让他们体悟和感受到长辈的殷切希望和
舐犊情深。有些父母干脆将孩子生活中暴露出来
的缺点和不足写下来，以圣诞礼物的形式对孩子
进行批评教育，促使其改正缺点。

长辈的心情也感染着孩子们。他们在节日的
头一天即平安夜，便偷偷地躲起来，衔笔构思撰文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圣诞节这天，孩子们会在
家中开一个小型的“朗诵会”。会上，孩子们逐一
将自己写在纸上的心声，读给长辈听，真诚地向一
年来付出艰辛的长辈表示衷心的感谢。有些孩子
写的感恩文章情真意切，发自肺腑，因此朗读时往
往情为所动，泪流满面——每每听到孩子们的心
声，长辈们的脸上便露出欣慰的笑容。

读罢感恩文章，孩子们还要把圣诞午宴上最
大、最甜的比萨饼切成小块，夹给长辈；对于家中
年老、行走不便的老人，他们还要端着盘子，亲自
送到床前。待长辈吃过饼后，圣诞午宴才算正式
开始：一家人团团围坐，在欢快的音乐中，开怀畅
饮，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午宴结束，孩子们要替代
父母下厨房洗碗碟，在忙碌中感受大人的辛苦。

圣诞节的晚上，大人孩子都要上街狂欢。在
狂欢前，孩子们呼朋引伴，带着自己手工制作的小
礼物，蹦蹦跳跳地到左邻右舍家中，对老人行礼，
并送上礼物，然后给老人唱《赞美诗》，表达孩子们
对老人的尊重与爱戴。

旅居罗马多年，每年圣诞节，笔者的心灵都要
被震撼一次。

放眼国内，有多少家庭忽视了对子女的感恩
教育；有多少孩子视父母的辛苦付出为“理所应
当”，而心安理得坐享着父母无私无尽的关爱与
关怀。在圣诞节之际，国内的父母们不妨也像意
大利的父母们那样，赶紧给孩子们补上“感恩”这
一课。

圣诞节的“感恩教育”
刘 凯

朋友在一次聊天中对我说，现在的婚姻
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曾经的美好，曾经的
海誓山盟，似乎都是过眼云烟，散去了就散去
了。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她是幸福的，初恋能够
修成正果的少之又少，而她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说婚前的一切美好，都随着婚姻生活
的到来而变得不再如同从前一般。两人在一
起待长了，他会时常挑剔她，挑剔她不会做家
务，不会打理日常事务，挑剔她用钱无度，挑
剔她做事情马虎。

时间久了，对于他的挑剔她开始反击，她
发现他也并非如同婚前那般好。没有事业
心，工作上也没有进取心，在她的眼中，当年
那个英俊帅气又体贴的他，也变得一无是处，
越看越不顺眼。

终于有一天当两人再度发生争吵的时
候，他大吼道：“如果实在是看不惯，离了算
了。”一句离婚，让她的心一下子疼了起来，两

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他曾说过这辈子都不会
和她分开，可是如今，他居然主动提到了离婚。

那几天她想了许多，想到自己的这段婚
姻里，两人的争吵，究竟是谁的错多一些？想
两个原本相爱的人，为什么到了今天变成了
这个样子？想这样的婚姻，是否还有维持下
去的必要？

其实并不是她想多了，也不是她想错了，
而是婚姻当中，原本就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
的矛盾。因为在恋爱的时候，两人都会将自
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一旦结婚了，缺点
势必会暴露出来。

然而即便是这样，对于婚姻来说还是应
该充满希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婚姻当中，
不断地完善自己。如果不停地指责对方，挑
剔对方，那么只能让婚姻陷入无望的局面。
既然这个人是你当初所选的，那么就应该去
包容对方的缺点。

挑剔其实是婚姻中最大的杀手，你挑剔
对方指责对方，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婚姻没有
信心。婚姻当中只有彼此欣赏，彼此包容，才
会能够让婚姻更加美满。反之如若整天挑剔
和指责对方，整天瞪着眼睛去看对方的缺点，
这样的婚姻注定不能幸福长久。

今天给妈妈打越洋电话。妈妈在电话那
端嘱咐我：“纽约这几天很冷，都零下了，多穿
些衣服。家里暖气开大点儿，别冻着了。”停
了一会儿，又说：“北京、上海这几天也变天
了，要穿棉衣了。广州还好，十七八度呢。”

听了妈妈的话，我心中笑了。妈妈长着
一双“千里眼”，时刻盯着千里之外的孩子，孩
子到了什么地方，她首先要了解的是当地的
天气预报，为孩子的冷暖担忧。

“东坡（我小弟）又去上海了？”
“是的，昨天去的，你怎么知道？”妈妈问

我。
“猜的。”
妈妈说：“你还怪会猜呢。他昨天从北京

去上海，在上海待两天就去广州，从广州回
来。”

这还用猜吗？你儿子要是不在那个地
方，你会关心那里的天气吗？我的小弟是电
脑工程师，全国各地到处飞，北京是他的大本
营，上海、广州经常去。有时候早上在北京，
上午在上海，晚上又到了广州。而且小弟很

孝顺也很细心，每到一个地方，必定告诉妈
妈。每天都会给妈妈打电话。尽管常年在
外，妈妈都知道他的行踪。每次回到郑州，弟
弟都会带着侄子去看妈妈。真正做到了“出
必告，返必面”。有一次，妈妈在越洋电话中
告诉我，南昌下暴雨了，车子都淹了。说到这
里，妈妈不放心地说：“东坡这几天在那里培
训呢，也不知道怎么样。”

妈妈总是这样。每次给她打越洋电话，
除了把家里的情况通告一遍后，再接着说的
就是大弟一家怎么样，二弟如何，小弟在哪里
等等。暑假的时候，她经常向我报告哈尔滨
的天气情况，一问才知道，原来二弟暑假去那
里进行学术交流一个月。

当然，她最挂念的还是我这个远在海外的
女儿。每天晚上中央台四套的《国际新闻》和
之后的天气预报是她必看的节目。纽约每天
的天气情况，她比我还清楚。有一次，中央
台的国际新闻报道了美国南部刮台风，妈妈
马上打来电话问离纽约有多远，我家里有没
有受到台风的影响；新闻报道中，美国经常

有枪击事件发生，这也是她最为担心的。爸
爸常开玩笑地说，你妈有四颗心，你们几个
每人一颗。

在孩子的眼里，总觉得妈妈永远年轻。
其实，妈妈已经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她从小
带到大的最疼爱的外孙女也已经做了母亲。
虽说年逾古稀，但是妈妈耳聪目明，我们家人
的电话号码她都记在脑子里。有一次我给老
家的叔叔打电话，怎么也找不到电话号码本，
妈妈随口说了出来。我开玩笑地问她：“你记
了多少电话号码？”她淡淡地说：“也不多，就
是家里人，你们姐弟几个的。”

以前，每次让妈妈来美国玩儿，都被她坚
决拒绝了。这次，听说我女儿生孩子，两年之
内不能回中国，就马上同意了。感谢签证官，
让妈妈顺利拿到了十年签证。

只是，估计到了美国后，妈妈的“千里眼”
要从美国转向国内，关心国内的天气预报了。

我相信每个妈妈都有这样一双“千里
眼”。不管儿女走到哪里，这双“千里眼”都在
慈祥地看着你。

今天气温骤降，推开家门，爱人正在厨房做饭，
一股香味儿飘来。

好香啊！你炖肉啦？爱人点头：天冷，我炖了
肉汤喝了暖和暖和。肉汤冒着袅袅热气，我不由
想起四十年前，父亲用自行车为我们驮回来的那
半罐肉汤。

在我记忆中，小时候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我八
岁那年冬天，一个周末，天快黑了，在外地小镇上班
的父亲才满头大汗地推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
家，刚到院门口，便大声喊：孩子他妈，快来帮帮忙。

母亲赶忙放下手里的活儿，几步小跑过去：孩
子爸，咋啦？快，把这个拿去热热。父亲将自行车
放好，小心地把后座上的一个小罐子递给母亲。

这是啥东西啊？母亲问。镇上开了一家饭店，
听说这肉汤很好吃，我买了点回来给孩子们尝尝
鲜，热热就可以吃。罐子是我找人借的，当心点儿，
别摔坏了，还得还人家。母亲点头，端着罐子进了
厨房。

听父亲说买了肉汤回来，几兄妹立刻炸开了
锅，一窝蜂挤进厨房，想瞧瞧到底是啥肉汤，要知道
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沾油荤了，每天桌子上都只有一
碗酸咸菜，总感觉肚子空空的。

快出去等着，一会儿就好！母亲把我们赶出厨
房。我们只能眼巴巴等着，在屋子里乱转，对我们
来说，多等一分钟都是煎熬。年幼的妹妹缠着父
亲：爸爸，我要吃肉汤！还要等多久啊？父亲拍拍
妹妹的小脸：小馋猫，就快好了。

汤热咯！吃饭了。在我们望眼欲穿的期盼中，
母亲终于将肉汤端了出来。好香！哥哥大叫一声，
一股浓浓的香味飘进鼻孔。几兄妹眼睛一眨不眨
盯着肉汤，汤里飘着诱人的肉块和绿色的葱花，让
人直吞口水。肉汤有半罐，冒着热气散发出扑鼻的
香气，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快趁热吃吧！父亲话音未落，我们早已迫不及
待，争先恐后把筷子伸进罐子去夹肉，肉块肥瘦相
间，入口即化，满口留香，再喝下一碗香喷喷、热腾
腾的肉汤，觉得全身都暖和了。

看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爱怜地说：慢点
儿吃，当心烫着！父亲在一旁看着，自己却不肯动
筷子。孩子爸，你也吃点儿，你干活儿累。母亲往
父亲碗里夹了一块肉。父亲说：让孩子们多吃点
儿，馋得慌呢！随即又问我们：好吃吧？好吃！太
香了！爸爸，好吃！下次还买肉汤吃好不好？我们
咂咂嘴抢着回答，感觉这是天底下最美的美味，比
过年还高兴。父亲听了满足地笑了。

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开心地吃着笑着
聊着，温馨而幸福的气息伴随着肉汤的味道，充溢
着房间每个角落，简陋黝黯的屋子也变得亮堂、温
暖了许多。

母亲突然问：这肉汤你咋拿回来的？父亲说：
还别说，真费了不少力呢。我用绳子把罐子绑在车
子后座上，本打算骑回来，可骑着颠簸，汤洒了出
来，我就只好推着走回来。

五六里地呢，你就这样走回来的？母亲嗔怪地
埋怨父亲。不是怕汤洒了吗？这不，就剩下半罐
了，难得吃上一回，多可惜啊！

为了不让汤洒出来，父亲推着自行车，小心翼
翼地保护着后座上的这灌肉汤，整整走了五六里
路，这哪是一罐肉汤，分明是父亲满满的爱啊！这
份爱长途跋涉，散发着炽热的温度，长久地温暖着
我们的心，让冬季不再寒冷。

半罐肉汤
徐光惠

去银行办事，偶然遇到多年前在小镇
工作时的罗叔老夫妻，他们不过50多岁，看
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原本精神抖
擞的他们，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尤其是当
年十分注重仪表的罗婶，全身上下都换成
了廉价的地摊货，他们的生活里一定发生
了某些变故，我没敢多问，打个招呼就悄然
走开了。

不久，恰巧遇到一位和罗叔熟悉的人，
提到他们，这位朋友啧啧叹息：“原本多好
的日子，全让儿子给糟蹋了。”原来，在我离
开小镇的这些年，罗叔的儿子罗立大学毕
业，尝试着找了几家单位上班，都因为受不
了束缚，很快就干不下去了。

彼时，罗立已经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人
决定要自己创业。罗叔只有这么一个宝贝
儿子，当即拿出全部积蓄支持他开了一家手
机专卖店。最开始还算不错，罗立把手机店
经营得红红火火，不过两年的工夫就买下了
属于自己的门店，又风风光光地结了婚，夫
妻两个联手做生意，不知惹得多少人羡慕。

罗叔两口子不再为儿子担忧，儿子能

赚钱，他们也有不错的退休金，开始四处旅
游，过得十分潇洒。可惜，这样的潇洒维持
了没多久，一年之后，儿媳生下一对双胞胎
男孩，老两口你抱一个，我哄一个，每天起
早贪黑，累得头晕眼花，心里却是甜蜜的，
日子过得十分有劲儿。

罗立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心也变得
越来越高，汽车换了高档的，房子换了别
墅，妻子也同样钟爱奢侈品，化妆品的价格
动辄过万，衣服都要到香港去买……自己
的钱，愿意怎么折腾，别人管不着的，接下
来的问题是，罗立喜欢上了邻家店铺的一
个女孩，两人偷偷开始约会。

这段地下情很快就传到了罗立妻子的
耳朵中，精明的她强忍内心的怒火，假装不
知情，却将店铺中的资金悄悄抽走，又把两
处房产都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还偷偷拍摄
到了丈夫和第三者约会的照片，最后提出
离婚。

于是，妻子带走了房子、汽车和大部分
存款。给罗立留下的是没还清贷款的门店，
两个年幼的儿子。拥有新恋情的他，对这场

家庭变故并不在意，居然在女朋友的怂恿
下，把店铺转让出去，拿着转让费跑到海边
买了一幢房子，过起了甜蜜的两人世界。

留给罗叔老两口要做的事情可太多
了，每个月想办法偿还银行的贷款，照顾孩
子，还有，儿子无心再做生意，夫妻两人坐
吃山空，还要时不时伸手向老人求助……

听完老邻居的故事，我不禁愤愤然：
“罗立这小子真不地道，怎么能就这样扔下
烂摊子，一走了之呢？”朋友却说：“其实事
情发展到今天，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和罗
立从小学就是同桌。当年，他经常跟同学
打架，父母舍不得责怪儿子，总是拿钱去赔
偿对方以求息事宁人；还有，罗立喜欢的东
西，不管多贵父母也舍得买，他从小到大吃
穿用全是名牌……”

从小被父母溺爱，长大之后一意孤行，
不懂得担当，只贪图个人享受，惹了祸就把
烂摊子丢给父母，这就是真实的罗立。我
在同情罗叔夫妻之余，也只能祈祷他们从
儿子身上吸取教训，将来，千万不要再教导
出两个翻版的“小罗立”了。

不要把烂摊子丢给父母
张军霞

陪父母聊天，在过去的我看来，是
一件很勉强的事情。勉强就勉强在他
们唠叨，常常陷于对过去的回忆，有时
还带着些怨气，然后就是不停地嘱咐。

我是家里的老大，往往做出耐心听
话的样子。一般会听他们说下去，到一
定时候，找一个节点，把话题尽量自然
地打住，再找一个借口，逃之夭夭。父
母并不觉得我的唐突，还夸我懂事。其
实，对于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谈话，我早
就厌烦而想避之了，只是耍了一点狡
猾，没让他们发觉罢了。

弟弟却直来直去。当妈妈刚要给
他讲过去的事情，他就说，别讲这些好
不好，不想听。一面坚决地截住，一只
脚就迈到了门外，一面掏出电话，去安
排别的事情了。妈妈颤颤地跟了出来，
还一直说着注意身体、教育好孩子之类
的话，望着他远去。

等自己年岁稍大之后，我发觉我们
这样对父母，是不对的。虽然从严格意
义上说算不得不孝，但至少是不恰当
的。我的伪装出来的耐心，尤为不妥。
我就在想，我们真的有足够的理由，确
实不能真心实愿地，去倾听他们的那点
卑微的可怜的心声吗？

父母过去是从不要求我们常回家

看看的。家在这儿立着，你有
空了就来，不来，他们也不会把
几个孩子比较一番，做出谁好
谁不好的荒谬结论。好像就是
这两三年吧，他们总是希望经
常听到孩子们的电话，并不时
提醒，让多到家看看。

家里就父母两人。天好的
时候，他们也出去到老人堆里，
听大家喷闲空儿。我一回去，
他们就从街上快速返来，手里
提着新买的菜，遇到人还高兴地打声招
呼：老大回来了！

吸取过去的教训，到家里就专心听
他们叨叨。先是村里新发生的事情。
张家长李家短，他们说说叹叹。然后又
说到自己的身体，哪里又痛了，吃了什
么药。说着说着，就想起了过去的岁
月。这其中有我知道的，也有没听过
的。老人在回忆和现实的对比中，感慨
着，满足着，幸福着，激动着。有时我也
受到感染，帮着他们讲述一些细节，说
着说着，到动情处，大家都哽咽起来，泪
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万里君曾写过一篇陪父亲喝酒的
文章，我读了很是感动。我的父亲滴酒
不沾，所以，我没有机会，让父亲在场，
爷儿们几个在醉意中畅怀的那种可

能。在我们面前，父亲似乎永远是理智
的，收敛的，正因如此，他不知憋了多少
话要对我们倾诉。爸爸妈妈，在今后的
时光里，在你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
真的应该多给你们一些时间，让你们的
记忆也像你们的慈爱一样，流入我们的
血液！

我们总是以工作忙为由，而挤掉看
望父母的时间；我们又以工作忙为由，
而不愿意坐下来听父母说话。当孤寂
的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仅仅只是需要
一个倾听者时，我们何以忍心逃离他们
浑浊的目光。

常回家看看，常听听父母的唠叨，
对我们自己来说，可能会是件免却后悔
和遗憾，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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