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大家都知道偶尔喝点酒，不
仅能预防心脏病，还有助于抵御老年痴
呆症。但是，据说酒精对健康还有一些
鲜为人知却立竿见影的好处。它可以
作为一种杀菌剂，帮助杀死潜伏在腐败
的鸡蛋沙拉中的细菌。

学者们研究了大型社交聚
会后发生的食物中毒案例，他
们仔细地对人群进行了分类，
哪些生病了，哪些没有以及原
因。例如，2002 年西班牙卫生
官员对一次沙门氏菌疫情进行
了深入调查。这次疫情发生在卡斯特
隆，在一个大型宴会上，人们吃了严重
变质的金枪鱼和马铃薯沙拉。这次宴
会上超过 50 个人通过食物接触了沙门
氏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生病了。

尽管宴会上几乎所有接触了沙门

氏菌同时只喝了非酒精性饮料的人都
出现了食物中毒；但吃了变质食物，同
时还喝了一两杯酒的人中只有 78%出
现了中毒征象；在吃了变质食物，还喝
了三杯或更多酒的人中则是只有一半

出现了食物中毒。西班牙的其他研究
也发现，在大型沙门氏菌疫情中，聚会
时喝酒最多的人通常最不容易发生食
物中毒。

看来酒精还真有药的作用。
如果你怀疑饭菜有问题，而准备来

一杯酒时，最好来两杯。有充分的证据

显示，如果酒精不到一定的浓度，尚不
足以发挥保护作用。在大规模的、由牡
蛎引发的甲型肝炎疫情中，研究者观察
到酒精浓度至少为 10%的酒才有保护
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个喝啤酒的

人，在一次婚礼上吃了些金枪
鱼沙拉，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
考虑再来一两杯白酒。

酒精的这种作用可能与其
能强烈刺激胃酸分泌有关，这
将给病菌造成一种致死性的环
境。在这方面葡萄酒更是威力

无穷，这可能是因为葡萄也具有杀菌功
能。夏敦埃酒和其他白葡萄酒效果也不
错，因为它们比红酒酸性更强。但无论
上述何种方法，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最
好不过的是，站得远远的，看着别人觥筹
交错，自己躲在角落里喝碳酸饮料。

在民间所说的五神之中，禄居第
三。其实，禄最原始的意义也是福，《诗
经·商颂·玄鸟》中就出现过“百禄”一
词，而这百禄实际上就是百福。后来，
禄的含义逐渐固定在了俸禄（做官的薪
水）这个相对专门的意义上。同时，俸
禄多少又与职位高低有关，因此禄也指
禄位，也就是官位。

我国的司禄之神是由星辰转换而
来的，因此后世一直称他为“禄星”，而
少叫做“禄神”或“司禄神”。禄星也是
真实存在的星。《史记·天官书》说：“文
晶宫……六曰司禄”。这是说文晶宫的
第六颗星叫司禄，是掌管人间禄食的星
辰。《晋书·天文志》也记载过司禄的星
辰，但星名叫“下台”。后世人们大多以
前者为禄星。

如同福、寿二星一样，禄星也被形
象化、人格化了。同福星一样，人格化
了的禄星的渊源也不甚明了。有的说
他与送子的张仙有关，但这与禄星的职
司相去甚远。这张仙的原型是五代时
的蜀帝孟昶，官够大，却是亡国之君，后

来人们把他和“送子”扯到了一起。而
在传统戏曲里，又有“禄星抱子下凡尘”
一类的唱词，由此送子的张仙被附会为
禄星。不过，图绘、模型的禄星，倒确实
与送子有关，其形象是一个员外的打
扮，怀抱或手牵婴儿。民众的这种安排

并不难以理解：一是传宗接代是传统国
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不仅禄星，许多神
灵都被赋予了送子的责任；二是天官本
来也职掌官禄，所以让禄星兼职甚至转
行都说得过去。

对禄星的崇奉与对福、寿二星大体
相同。在民间年画、瓷塑等艺术表现
中，三者往往一起出现，其中禄星的形
象是一个员外的打扮，头上插着牡丹花
（或画牡丹等），怀抱婴儿，或者手牵婴
儿。而在众多表示“禄”的寓意的吉祥

图案中，禄星却很少出现，而大多是以
“鹿”谐“禄”之音，由鹿来表示禄的意
思。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表现吉祥寓意
的素材比较丰富，一方面也说明禄星的
人格化并不彻底。同样，单独出现的禄
星也有以鹿相伴的，这正表明了禄星的
身份，从而与装扮差不了多少的福星
（天官）区分开来。

不过，旧时戏曲演出中的加官戏，
倒是体现了禄星的本分。这种加官戏
是正戏开始前的一种演出，只有一个
演员，身穿红袍，戴“加官脸”（满面笑
容的假面具），手持朝笏。演出时，演
员走上戏台，笑脸盈盈，不说不唱，绕
台三周即下场；再上场时，抱一小孩儿
（道具），同样绕场三周即下；最后出场
时，一边跳舞（因此这种演出也叫“跳
加官”），一边展示手中所持的红色锦
幅，幅上写“加官进禄”，然后绕场三周
退场。这种加官戏是正式演出前的一
种过渡，也显然有着祝吉的意思，祝福
来看戏的人们尤其是其中的官员，加
官进禄，飞黄腾达。

贤孝村，位于荥阳
市环翠峪景区的卧龙
台寨东麓。凡从此攀
登卧龙台寨的游客，上
到半山腰的停车场处，
导游小姐肯定会给大
家指看一个镶嵌在白水道瀑布旁山崖石壁
上的神奇雕像——婆媳让水石。

说到“婆媳让水石”，立马就会续上一
句：“贤孝村名的来由就渊源于此！”

1980 年编印的《庙子乡志》上说：“相
传，几千年前，卧龙台东住着一家婆媳二
人，婆母对儿媳贤良，儿媳对婆母孝顺。那
年天遇大旱，一口水也找不到，婆媳无奈只
好出外逃荒。走到白水道，婆母就走不动
了，人要渴死。媳妇发现岩隙中流出一口
清水，两人互让，谁也不肯喝。稍时，水耗
干，两人依扶同死。为纪念婆媳贤良孝顺，
时人刻石为像传予后人颂之。”

《浮 戏 山 丛 考》
（1988 年版）中说：“石
像实际并非雕像，而
是自然形成，石质石
灰岩。由于这个石崖
似人，演绎出了这个

神话故事。在明本《汜水县志》中就有对它
的记载。由于这个神话，就形成了一个村
庄的地名叫：‘贤孝’。”

为了继承和发扬先人留下的敬老爱幼
的优秀传统，贤孝村年年都要评选出几户
婆 贤 媳 孝 的 和 睦 家
庭，村干部给评出的
贤孝婆媳披红戴花，
予以表彰。使村民互
比互学，争做贤良婆
婆、孝顺媳妇，为创建
和谐、文明的新农村
夯实了基础。

公元前 453 年，空前惨烈
的晋阳之战结束后，中原大地
上最为强大的晋国名存实亡。
五十年后，周天子册封从晋国
分裂出来的赵、魏、韩三家为诸
侯，三家分晋之后，中国进入了
一个特殊的时代——战国。战
国初期，三家分晋后，赵国、魏
国快速崛起，战国七雄争斗格
局初现，偏居一隅的秦国从备
受欺压到变法图强，爱好玩乐
的齐威王水煮贪官、整顿吏
治。在我们熟知的战国史背后
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吴起常胜不败的秘密是什么？
聂政为什么是战国时期的 F4？
苏秦、张仪是否在同一时代？
被鼎压死的秦国君主是哪位？

战国，一直是中国历史上
最精彩的年代。其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礼崩乐坏、思想解
放，一直众说纷纭。作者韩单
以轻松、调侃的口吻把一团乱
麻似的战国史讲述得脉络清
晰，还原了战国七雄当时的争
斗格局，用新奇的观点、调侃的
笔调剖析了战国时期智者、名
将、名君、名臣的人生起伏。

向晚，我向自己的体内窥视，却看不到我，内里尽
是下班时经过的嘈杂街道，咒骂声，肮脏的菜市场。
还有一个热气腾腾的会场，浮动着的人脸和话语。而
我呢？这里是我自己的居所啊，我在我的体内喊我，
竟没有回声。

它曾在这里呀，也曾出没于这个身体，我能够闻
到它的气息，能够感知到它，找到它遗留下的某个眼
神和飘忽的思绪，不知何时，已被我自己流放。

这是一个没有自我的身体，它只是
一个身体，一堆肉，一个公共场所，就像
一个笛子，谁都可以吹出声音，但那声音
不是我的，它属于另外的人。

每天，我都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身体，
在行走，在端坐，在站立，在说话，它们用
豪华的或者破旧的衣服包装，做着各种
动作，尽管行走的姿势不尽相同，说话的
嗓音有同有异，但它们皆是空的，能敲出
空洞之音，那里没有它们自己，像一座座空屋子。我
看到鸟儿在里边筑窝垒巢，地上荒草萋萋，偶有过路
之人在此歇歇脚，有一句话或者更多的话在里边低低
地飞翔。

人，平静地生活着，只是这一切都习以为常。
我从河上捡回一块鹅卵石，放于我的书架，圆润

光滑，在灯光下眨着眼，它却从不说话，像是在沉睡。
它和人一样，也是没有自我的，只从时间和流水，磨平
了它的棱角和锋芒之后，它就沉默，总在梦中。它曾
经存在过的河滩，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在水和时间的
掌握之中。

我像这石吗，它是我吗？沿着这条水和时间上
溯，一条黑黑的长城，横在我的面前。我看到有那么
多的中国人，在长城上游玩拍照，流连忘返。他们见
景生情，颂扬着那个遥远的皇帝，把皇帝看作长城般
伟大和不朽。而在遥远的阿根廷，有一位作家叫博尔
赫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时，写下一篇文章叫《长城
与书》，把秦始皇的焚书和修建长城说成是暴行，表现
出极大的不解和惊讶。他说：“给菜圃或花筑一道围
墙是常有的事，把一个帝国用城墙围起来就不一般
了。”秦以前，中国已经有三千年文字史，在那些浩繁
的文字和书籍里，会有着难以计数的自我和个性，书
籍是个我的有效载体，它可以使个我得以流传下去。
而帝王们一般是不喜欢他的臣民有自我和个性的，皇
权就是一切，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焚书。凡藏匿
书籍不焚者，皆被罚去做苦役，终生修筑万里长城。
这些藏书者，试图从书中唤醒个我，但在修筑长城的
艰苦劳动中，无尽的长城占满了他们的身心，使自我
彻底丧失。而长城就是皇权，就是皇帝的意志。

秦始皇早已经离我们而去，他的遗体就是那没有
尽头的长城。

人的个我，有时也需要宣泄，在现实中找不到出
口时，就寄希望于宗教，于是，世上就有人狂热地沉迷
于宗教，殊不知，宗教却是另一种限制。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个我并不是总在沉寂，它

们也有痛苦，呐喊，它们也渴望释放，渴望自由，渴
望来到阳光下。然而，它们在黑暗中左冲右突时，
个我已是伤痕累累，面目全非。我曾有这样的一段
经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已读了一些书，有了
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

在一次机关生活会议上，身边的人均积极发言，
可他们说了很多，什么也没有说出，多是些空话，套

话，没有个人见解，或是互相重复，或是报纸上已经说
过的话。我不满意他们的发言，试图想用自己的语言
说话，我不想重复别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
会思考的人，不是机器。“我”字从体内冒了出来，它只
是露了露头，多少有些莽撞，我没有拦着它，我仅仅是
用自己的话语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的发言多少有些另类。事后，我却受到了批
评。

彼时，你不能有个人的想法，不能有个人的话语，
更不能有个人的思考。你要说和大家一样的话，甚至
语言的节奏、强度、色彩都要和大家一样，在没有自我
的年代里，自我是受到限制的，你必须说那个时代的
流行语，像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思考。

话语是一种权力，谁掌握了公共话语，就是掌握

了权力，而话语的权力是本质的，它能够深入到人各
个单元存在，包括肉体，它比行政的权力更为有力，更
为彻底。

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一次话语的更替和
修正，那些新词无不带上运动的属性和特征，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和习惯。一个饱经风霜，圆于事故的朋
友，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他一生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无
数，每次运动都是一个历险。运动中，少不了要让大

家发言，表态，这个表态很重要，有时就
能决定你未来的升迁和沉降。表态有多
种多样，势态明朗那就好办，说明新的话
语方式已经明晰或确立，你按照新的话
语方式重复即可。若势态不明朗，怎么
办？这就需要智慧，你不能不表态，越是
在这种时候，你的发言越要积极、热烈，
并慷慨激昂，甚至热泪盈眶，但要掌握一
条，因为大的势态尚模糊，话语方式就不

明朗，你不能说得过于明确，尤其不能说出关键词。
宜说些无关紧要的大家都说的流行语，最高的境界
是说了很多的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别人听不出什
么，又感到你很积极，这样你的目的就能达到，你的
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其实，会议主持人有时需要的
只是一种气氛。

这种丧失个我的话语方式，并不是只表现在会
议上，它已经成为习俗，浸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即使在私人空间里，我们仍然说着公共话语。个我
的神经已经麻木，我们已经不会说那种属于自己的
话语了。话语离开了肉身的酝酿和哺育，已经不再
像身体那样柔软。

以后，也许会有人不理解我说的故事，那是因为
进步了。

编辑 李 昊 校对 王玉萍
电话 67655592 Email:Dwp＠zynews.com2009年12月2日 星期三 郑 风

ZHENGZHOU DAILY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丱

二十五
没几天。我和靳征约王小东到

外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王小东给我和靳征

讲了小毛姑娘的故事。
几年前的夏天，王小东的咖啡馆

刚装修好还没开业，一个午后他独自
一人在店里清点物品时，扎着一根马
尾辫、清瘦又疲惫的小毛走了进来。

小毛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什
么话也没说转身又出去了。前一天
王小东刚在门口贴出了招聘服务员
的信息，他还以为小毛是来找工作
的，见她进来又出去只当是她改变了
主意也没在意，接着清点他的物品。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毛又回来了，
还是站在门口的地方看着他。

“我能跟你借点儿钱吗？”这是小
毛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王小东不禁哑然失笑，问她，“借
多少？”

“二百。”紧接着她又怯怯问一
句，“行吗？”

王小东又将她上
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把
小毛的身份确定为“骗
子”。然而他还是决定
把钱给她。

小毛拿了钱却并
不急着走，“你能给我一
杯水喝吗？”她看起来的
确是口渴的模样，额头
上冒着汗，身上的背心
也已经被汗水浸透。

王小东于是又给
了她一杯水。

喝完了水，小毛还
是不着急走，又问他 ：“你借给我钱也
不问问为什么？”

她这一连串的行动在当时的王
小东看来，不外乎是为了骗得更多的
钱。于是他含笑地对小毛说，“你跟
我借钱是因为你需要钱。”

“我跟你借钱是因为我没有钱。”
她从书包里翻出一个小本子，拿出笔
来一齐递到王小东眼前，“你把电话
写下来吧，等我男朋友回来我就还给
你。”

王小东按照她说的写下了电话，
内心里却并不相信她会把钱还给他。

小毛走后第三天王小东的咖啡
馆就开业了，很快就把有个姑娘曾找
他借钱的事儿忘了一个干净。

又是一天下午，小毛把电话打到
了店里，这着实出乎王小东的预料，
他几乎是欣喜的。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还你的钱
……”小毛说。

“没关系，没关系。”王小东已经
确定她是一个骗子，但拿了钱之后没
有像大多数那样消失，这让他感到一
丝诧异。“你还好吧，男朋友回来了
吗？”

“嗯，他回来了。”小毛一直很平
静，“我给你打电话一来是谢谢你上
次借给我钱，二来……二来是想问问
你，还能再借给我一点儿钱吗？”她声
音里透着惭愧，急速地向王小东做着
解释，“我知道这个要求挺过分的，你
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我不是坏
人，只是现在遇到点儿困难，我真的
需要钱……”

王小东强压着怒火冷冷问她，
“你借多少？”

“两千。”她的声音小得叫人听不
见，“我一定还给你。”

“下次你跟我借钱的理由是什
么？还准备再借多少？”

“我……”那边的小毛迟疑了一
会儿，“等我有钱了，我会把上次借的
那两百还给你。”说完，她挂断了电
话。

当天晚上王小东怎么也睡不着，
他猜想不到白天那个打电话来的女
孩究竟是一个久历江湖的骗子还是
单纯倔强的女孩。王小东仔细回想

那姑娘的样子，那张清瘦
的脸上有双闪亮而倔强
的眼睛，于是，夜深人静
的时候他按照白天的号
码回拨了一个电话，对方
的手机已经因为欠费而
停机了。

第二天上午，王小
东接着拨打那个电话，还
是停机。他相信了那是
个骗子。没想到，一个礼
拜以后，姑娘的电话又打
来了，这一次她哭着跟他
说，“我真的很需要两千

块钱，你能不能借给我，我一定会还
给你的。”

王小东听到这句话之后迫不及
待地想去看看她。他问了小毛的地
址，去给她送钱。

王小东开着车来到郊外的一片出
租房，转了好几圈才找到小毛住的地方
——那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旁边就是公
共厕所，臭气熏天。王小东轻轻地推开
门，一眼就看到不久之前跟他借过钱的
小毛。她比以前更瘦了一些，眼睛红
肿。看到王小东，她像见到救命的稻草
一般眼睛里满是渴求，这让王小东一阵
心酸。然而还没容他说出话来，一群人
就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他按倒在地，
等他反应过来，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套
在他手上。王小东知道自己上当了那
姑娘不是骗子，是抢劫犯。然而当他从
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却发现“打劫”他的
人当中有一两个还穿着警察的制服。
他看向小毛，发现她也正用惊恐的眼神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浑身发抖。

一个没穿制服的人将王小东推
到墙角，问他 ：“你叫什么？”

“王小东。” 27

一次，徐子健下班回家检查女
儿的作业，发现她没完成，便狠心
地罚她重写两遍。可是这种惩罚的
办法并不起多大作用。小静蕾总是
能想出“绝招”来对付爸爸。比
如，把前几天写的字拿出来骗爸爸
说是刚写的。忙碌了一天的徐子健
不可能记住女儿所有写过的字，静
蕾的“小滑头”便往往能够得逞。

当徐子健发现了女儿的“小伎
俩”以后，他想：仅凭严厉和粗暴
是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想了一
个办法，就是当着女儿的面，一张
又一张地、非常耐心地画制写大字
用的米字格。小静蕾问：“干吗要
自己画？多麻烦啊！为什么不去商
店买？”徐子健说：“咱们家的经济
条件不富裕，没有那么多钱去买米
字格纸。再说，你练字爸爸陪你画
米字格不是很开心吗？”

从那天起，徐子健无论多忙，
每天晚上都要抽出时间陪在女儿身
边画米字格，这使徐静蕾那颗幼小
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
动。她虽然还讲不出
什么道理，但觉得自
己 如 果 再 不 认 真 练
习，就太对不起爸爸
了。就这样，徐静蕾
练习书法一练就是十
几年，毛笔字写得有
模有样，不但能为爸
爸办的厂题写厂牌，而
且还获得过“中日青少
年书法大赛”的三等奖
呢。

在徐静蕾的著名
的“老徐”博客里也有关于她当年
学书法的记录。“爸爸在我六岁的
时候开始让我学书法，背古诗，字
认得够多的时候就让我念古文读四
大名著，为此他记了很多关于儿童
启蒙教育的笔记，是世界上最用功
的爸爸……”爸爸的角色在徐静蕾
的成长中无疑是重要的。2002 年徐
静蕾完成了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
影片《我和爸爸》，这是一部关于成
长，讲述父女之爱的影片。其实在
很多名人身上都出现过这样的“反
刍”现象，就是幼年成长过程中那
些铭刻在心的强烈意识影响了未来
人生的走向，在以后通往成功的道
路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挫折教育”，磨砺处世心态
徐静蕾八岁那年，徐子健下海

创办了一家霓虹灯厂。刚开始没有
经验，赔了不少钱，有一个月全家
只有一百元的生活费。为了生活，
徐子健弄来一堆废料，可以从中拣
些值钱的东西去卖，那段日子全家人
一有空就坐在小院里拣废品。

徐子健给正上小学的徐静蕾布
置了任务，每天放学后，必须拣两个

小时的废品。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
小静蕾坐在院子里拣废品，小手冻得
又红又肿。奶奶看了直心疼，就对徐
子健说：“她还小，让她回屋里暖
和暖和吧！”徐子健说：“越是艰
苦，越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处处
宠着她，惯着她，一旦养成怕苦怕
累的坏习惯，将来肯定会一事无
成。”

其实，徐子健又何尝不心疼女
儿呢。第二天，他特意买来一双很
厚的棉手套，让小静蕾戴上；见女
儿的小脸冻得红红的，他就进屋取
一杯热水，端到女儿面前，让她喝
下去暖和暖和。然而，他就是不肯
说一句让女儿放弃的话。

当徐静蕾以她自编自导自演的
第二部作品，《一封陌生女人的来
信》而获得 2004 年第五十二届西班
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而接受央视“面对面”的访谈时，
记者曾问她：“你的成绩或者说你
的成就在增长，变得越来越优秀，你

为什么还能那么冷静
呢？”

徐静蕾笑着回答
说：“我有飘飘然的时
候啊，但是会过去，我
觉得这是教育，我觉得
得感谢我爸爸，因为我
从小受的教育，其实就
是挫折教育，就是你不
行，你还差远了，就是
这个我觉得在我心里
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
很固定的评判自己的
标准，我每天都会有一

种，当我特别得意的时候，我自然心
里会有一个声音说，别臭美了。”

其实徐静蕾的这个回答很容易
让人误会，尽管她本意并非如此。在
徐静蕾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要求
很严厉，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但所
谓的“挫折教育”绝不是一味的打
击，而是带有很强烈的徐氏风格的。

比如徐子健很有孝心。静蕾的
奶奶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每天
回家，徐子健总是先到她面前，叫
上一声“妈”，然后再脱外衣、放提
包。每天晚上，他总要为她端洗脚
水、捶背，照顾奶奶睡下后自己才
休息。家里有一点好吃的，徐子健
总会对小静蕾说：“快，给奶奶送去。”
尽管有时小静蕾馋得要命，但还是把
好吃的先送给奶奶。开始奶奶总是把
好吃的塞进孙女嘴里，徐子健发现后
对老人说：“妈，我知道您疼她，可是
您应该把爱藏一半在心里。您可以把
好吃的作为奖励，奖励她字写得好，
活干得好。这样才是真正为孩子好
呢。”奶奶明白了徐子健的用
心，就一直配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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