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跟她说，小时候我们问过你，
你说你自己喜欢钢琴我们才会送你
去学。但她一句话就让我无语了，她
说，她的确真心喜欢钢琴，但我们这
种逼她学琴的方法让她再也不喜欢
啦，是我们让她讨厌钢琴的！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一旦孩子已
经表现出痛恨钢琴了，那是没有什么
办法可以突然扭转的。没有任何教
育家有什么妙招，让他立刻就从痛恨
变成喜欢。家长更应该做的，是防患
于未然，下面的两部分问题，供家长
自测：你的孩子是否已经从“爱钢琴”
转向了“恨钢琴”？

A部分：他是否在一个正常的愉
快的情形下开始学琴？

如果是正常愉快地开始，孩子对
钢琴的想象是美好的，就像一张图
画，他用自己喜欢的颜色涂下第一
笔，不会天然就有特别的憎恨，即使
在学习过程中碰到困难和障碍，在家
长的鼓励下也都能解决。

1. 老师是不是他
喜欢的？对于初学孩
子来说，老师的性格
比专业水准更重要。
拥有温柔与开朗特质
的老师，就能够让孩
子 有 一 个 愉 快 的 开
始。相反，如果老师
的性格令孩子反感、
害怕，那很难想象孩
子如何能在学习过程
中一直保持好情绪。

2. 妈妈是不是又
严格又温柔？妈妈要
既能够让他感受到爱
和理解，又能够坚持
原则不姑息不纵容。妈妈是孩子心
目中最重要的人，她的理解能够给孩
子最有力量的安抚，在初学琴的阶
段，妈妈的作用更为重要。

3. 教材怎么样，能让他感兴趣
吗？他翻开的第一页钢琴教材是彩
色的吗？有卡通图像让他乐于接受
吗？对已经学了很久的孩子来说，他
现在学习的曲目是他喜欢的吗？孩
子的世界是彩色的，刻板的黑白教材
很难引起他的兴趣，而兴趣，是启蒙
孩子开始一切学习的最佳契机。

4. 妈妈是否能跟着一起练？什
么事情，妈妈一起做了，孩子就会觉
得这很好玩，很值得模仿，即使辛苦
也觉得不孤单，是妈妈也乐于和他一
起做的。假如妈妈只是在旁边督促，
而从不参与孩子的练习，他对此的感
观就会大不相同了。

B部分：他为什么突然不喜欢钢
琴了？

孩子的情绪是很透明的，他不会
掩饰也很难撒谎，如果一个喜欢钢琴
的孩子突然产生憎恨情绪，别在孩子
身上找原因，在父母身上找，孩子出

问题经常是大人的错。
1. 是否最近老师或家长有打骂

他这类较为粗暴的行为？孩子都是
喜欢正面鼓励的，打骂也许能赢来暂
时的不敢反抗和老实练琴，但不正确
的教育行为，会激化孩子的逆反心
理，让他从心底对练琴这件事产生抵
触。

2. 他是否开始了某段对他来说
较为困难的学习？比如说一首曲子
上几周课了还无法初步掌握，这的确
会让人很挫败，而家长或老师对这种
挫败的批评，又会加重他的负面情
绪，因为挫败而想到放弃，这是孩子
正常的思维模式。如果得不到及时
的引导和鼓励，事情就会变坏，恶性
循环就会正式开始！

3．他最近是否为其他事情着
迷？孩子的兴趣点是很容易转移的，
比如因为新得到了一个 iPad ，那里面
的游戏令他着迷，有空就想去玩，暂
时转移了兴趣，导致对钢琴失去热

情，或者家里是不是
养了个宠物等等，这
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暂
时的，只要家长注意
沟通引导就能恢复。

如何面对“你们
逼我学琴”的质问

告诉孩子，不是
因为送你去学琴我们
变得更快乐，而是因
为你弹奏的美妙琴
声，让我们的生活更
快乐。

我们必须要承
认，孩子不喜欢练琴
是必然，不是偶然。

人的天性是懒惰的，成人如此，更何
况孩子。当孩子一旦因为枯燥的练
习而磨灭了对钢琴的兴趣，并且对家
长要求他练琴的行为出现反抗，做家
长的，除了“逼”之外，有没有更温和
的方式坚持？

我认为是有的。所有做法的基
础，都是让孩子真正自己爱上钢琴。

比如，保证和孩子一起学琴，一
起练琴，不要让孩子觉得练琴是他一
个人孤独的行为。经常对孩子说：

“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学。”经常感谢
他：“因为你，我们家里多了很多动人
的音乐。”告诉他学钢琴的好处：“你
会比别的孩子更可爱，更聪明，更有
想象力，记忆力也会更好。”提前告诉
他一些将来的事情：“人生里，音乐是
不可缺少的。学琴这条路就是给你
打开了这扇大门，以后是以此为业，
或以此作为生活的一种享受都可
以。”

相信我，孩子听得懂。而且，他
总有一天会感谢父母，因为
学钢琴，让他拥有了另一种
享受世界的方式。 11

心存感恩，知足常乐，中外文化
在这一点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老年
人经历了一辈子的风风雨雨，体验了
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爱过、恨过，做过
自己所喜欢的事，没有虚度岁月年
华。那么，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以安心
了。因此，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应该达
观，更应该容易做到心存感恩、知足
常乐。老年人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心
态，那么晚年的人生之路一定是洒满
阳光的，必定会气血调和、健康长寿。

学会宽容
《老老恒言》云：世情世态，阅历

久，看应烂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
谚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马，亦可
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
伤肝，于人何损？徒损乎己耳。

《老老恒言》云：世情世态，阅历
多了，也就看透了人世间的人情冷
暖。如今年纪大了，心衰面改了，应该
更加达观。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生
活中要谦和宽容待人，少生气，别人
讲什么，由他去，不要计较，否则就会
产生愤怒的情绪，而
愤怒会伤肝，最终只
能伤害到自己，而对
别人却毫无影响。用
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
是“拿别人的错误来
惩罚自己”，何必呢？

学会宽容是人生
的一大学问。老子说

“心善渊”，就是讲心
胸应该像水一样虚静
深远，能包容一切、化
解一切，也就是说要
宽容。西方有一则寓
言，讲的是一位英雄
一天在山路上行走，看到路上有个袋
子，他踩了一脚，不但没踩破，反而增
大了，他拿起一根木棒砸它，结果那
个袋子竟然长大到把山路堵死了。这
时一位圣人对英雄说：“朋友，忘了
它，让它远去吧。它叫仇恨袋，你不碰
它，它不长，你侵犯它，它就会膨胀起
来，挡住你的路，与你对抗到底。”这
则寓言的寓意很深刻，它告诉我们不
要充满仇恨，而要学会宽容。

宽容待人就会减少烦恼；宽容待
人，你就会增加机遇；宽容待人，你就
会心胸开阔、健康长寿。扬州八怪之
一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不
少人把它当成座右铭挂在自己工作
或生活的场所。人们为什么喜欢这四
个字，说明人们希望能学会宽容。“用
争夺的方法，我们永远得不到满足；
用宽容的方法，我们可能得到比期望
的更多。”老年朋友们经过风雨、见过
世面，心态会比年轻人平和许多，相
对也更容易学会宽容、做到宽容。

智者寿——活到老学到老
《老老恒言》云：“学不因老而

废。”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活到老学
到老，明确把学习作为养老的重要内
容。

历史上孔子五十而学《易》，“发
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在那个年代，人均寿
命尚不足 30岁，而孔子却活到 73岁，
达到了一般人寿命的 2 倍。孙思邈在
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钻研医学，写
成《千金要方》，百岁时编纂完成医学
巨著《千金翼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
的医学财富，活到101岁而终。古今中
外，年高好学而卓有成就者不胜枚
举。

以上所言，并不是提倡老年人都
要学有成就，而是主张老年人“常用
脑，可防老”。孔子提出过一个极具深
意的养生学命题，即“智者寿”。“智者
寿”道出了勤奋学习与健康长寿的关
系。老年人学习的目的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过程。经常动脑，可以使视野
更加开阔，精神更加充实，心情更加
愉悦，从而有利于延缓衰老。

勤用脑是延缓全身衰老的重要
环节。据文献记载，脑部发育与寿命
成正比，哺乳动物中人的脑最发达，

寿命也最长。
怎样才能延缓

脑衰老呢？关键在于
用脑，用进废退。《周
易》讲 ：“ 生 生 为 之
易”，脑子越用越灵。
美国学者做的高龄鼠
实验，对照组的老鼠
关在一个可以高枕无
忧的环境里，因为不
用脑，其脑神经毫无
长进。

讲到学习，首先
想到的是读书，这是
怡情养性的好方法。

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识渊博，更可以
修身养性，让人变得更豁达。古人对
读书很有研究。《幽梦影》讲：“读经宜
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
其机畅也。”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
读不同的书，十分讲究。书，时刻皆可
读，冬季寒冷，凝神聚思，适于读经
书；夏日悠长，读史最佳；秋高气爽，
读诸子文章，更易领会其精髓；春天
万物生发，气机和畅，读散文诗章，情
之所至，相得益彰。

读书，绝不单单是让老年人关
在家里读死书。善于读书者，没有什
么不是学习知识的好书，山水是书，
诗酒是书，花月也是书。善于读书
者，何时何地都有书，这才是会学习
的人。就如同善于游览山水的人，无
不是让人留恋的山水，书史是山水，
诗酒是山水，花月也是山水。善于游
览山水者，即使足不出户，亦有无穷
壮丽秀美的山水可在胸中游览。山水
可当书籍来阅读，书籍亦可作山水来
游历，这就是一种境界，正如《幽梦
影》作者张潮总结：“文章
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
之文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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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城市的果实
王家坤

喜鹊蹬枝。今年春来迟，过
了元宵节，庭院里女贞林上还挂
着厚厚的残雪。暖阳刚上，三五
只喜鹊就在枝头喧闹，把枝头的
残雪蹬得满院都是。中午时分，
十只八只，二三十只，几十只喜
鹊闹得春意盎然。起初，还以为
只是喜鹊闹春，下午残阳下，女
贞枝头沉甸甸的果实被啄食得精
光，叶片里的果穗挺起了黄黄的
柄。喜鹊之后，又来了一群鸱辈
叉，在林间寻寻觅觅，找那未完
的女贞籽。走到大街上一看，街
头游园行道旁的女贞树上到处是
啄果实的鸟儿。

我知道，立春已过，大地回
暖，在城市里憋了一个冬天的鸟
儿，已经吃光了草坪上的草籽，
林间的虫卵，挂满紫巍巍的女贞
果，是这个城市献给鸟儿们最后
的果实。

城市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一座几百平方公里的中原都市，
光树木就是一座森林。春天里，
先是杨柳花开了，只是在大街小
巷里让南风吹成逐队成球的絮
团。接着棠梨花桃杏花开了，在
水面纷纷扬扬洒下红色的花魂，
让少男少女们平添些许春愁。夏
天里秋天里，桃杏李果熟了，那

是城市的风光和孩子们添馋之
物。而这些，唯独没有鸟们的食
粮。只有待到楝树花开了，臭椿
花开了，青桐花开了，洋槐花开
了，那或飘落草丛，或挂在林梢
的楝树籽、臭椿籽、青桐籽、洋槐
籽才是供鸟们食用的果实。这几
年，城市栽种大量女贞，这个树
种冬夏常青，树形美观，花开适
时，花香浓郁。“负霜苍翠，振柯
凌风”，为这座城市平添了更多
夏天的潇洒和冬天的凝重。树上
的女贞籽不仅是良好的补益药，
而且结籽量大，每每深秋，深紫
色的女贞籽挂满枝头。由于栽种
量大，女贞籽已逐渐成为越冬鸟
们重要的食粮。

鸟是人类的朋友，更是这座
城市森林的保护神。早在十几年
前的夏秋之交，城市里经常闹虫
荒，或是杨柳树或是国槐树，几
天 之 间 ，虫 儿 会 把 叶 片 吃 个 精
光。有时虫害严重，几公里的杨
树不剩一个叶片，如同火烧过一
样。近些年一是市民的护鸟意识
和行为，二是不用剧毒农药，鸟
的生长和繁育快速增长，再没有
虫害大量发生。鸟是昆虫的天
敌，再狡猾的虫子，也难逃鸟的
猎杀和追捕。造桥虫只要一有惊

吓，就吐出一根丝，做吊死鬼状，
这也逃不脱鸟的追啄，飞起的鸟
一嘴一条。夏天的鸟还有繁重的
繁殖任务，害虫提供了丰富的高
蛋白。奇怪的是，除了麻雀乌鸦
鹌鹑之外，近年喜鹊出奇的多。
少年时春秋之际仰面向天，看到
的是雁阵飞翔和乌鸦的遮天蔽
日。现在是喜鹊成群结队，以至
于有街头散步被护巢喜鹊追逐的
事。鸟类大量繁殖固然维护城市
的生态，但是如何让鸟更好地繁
衍生存问题也突出出来。春夏秋
季的日子都好过，冬天鸟的食物
问题应十分突出。越是隆冬，鸟
们挨饿的现象越严重。草坪上路
两旁垃圾堆里，只要能寻觅食物
的地方，总能见到鸟们刨食的身
影。女贞的大量栽植美化了城
市，一个栽植者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为越冬的鸟类提供最后的食
粮 。 其 实 ，几 年 来 鸟 的 大 量 繁
殖，不能不与这些有直接或间接
关系。

希望把城市建设当成系统工
程。在考量人类的福祉时也考虑
同是城市居民的鸟儿，考虑它们
的安全，它们的生存。毕竟，鸟
是人类的朋友。待朋友要有待朋
友之道。

新书架

董桥四种
王 晶

董桥，1942 年生，福建晋江人，先后曾任
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明报》总编辑，

《读者文摘》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
任，《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美国新闻处“今
日世界”丛书部编辑。现任报社社长。撰写
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其文笔雄深
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
之情趣灵动。专家说，董桥文章中字字句句
都泛着岁月的风采。

《绝色》为董桥书写搜猎英文旧书的淘书
心得：如王尔德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的插图，
在巴黎的海明威，集藏的《鲁拜集》，英国版的

《荒原》，英伦访书的心得，藏书票琐忆。
《今朝风日好》董桥带读者走进他的书

房，听他讲搜集古书旅程中的故事，满纸文字
乍看说的是访书藏书，或是文人闲话，细读来
就有三两人物翩翩而出：书商威尔逊，李侬，
史湘云，苏二小姐……前尘旧梦、他乡故友，
惹人情怀。令作者念念不忘的，其实是书里
面所凝聚着的、那些不会再重来的时光。书
名取自丰子恺的“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
对美好生活期待之情呼之欲出。

《记忆的脚注》记述了文坛往事、艺苑轶
闻、文人雅兴、学者风范，董先生笔下的人、追
忆的事，经他的妙笔一描画，一点染，无不散
发着迷人的风致。文字精纯圆熟。在当下这
个又新又冷的时代，作者甘愿当一个向后看
的“文化遗民”，充溢笔端的旧人旧事旧文旧
书旧字画旧掌故旧风物，展示着董先生的文
化情怀。

《白描》收录董桥文化散文，每篇篇幅均
不足千言，初看这样小幅面的轻描淡笔不关
痛痒，但细读可见细细缀缀的文化风情。文
中以文化故人典故为多，看着像是旧日流水
账重数，底下散出的是对昔往烟水的温存眷
恋。

随笔

只为相思老
阮小籍

说是灯下的书生，听见窗外
美女的召唤，是断不能随她去
的，否则，会形容枯槁丢了魂。

真的吗？我是不相信的，
而且还真的希望有美女在窗外
喊我——与郎酣梦浑忘晓，鸡
亦留连不肯啼，多好的事情啊，
未必会牡丹花下死吧？而且根
据我多年读《聊斋》的经验，窗
外的美女大多都是风情万种、
我见犹怜的狐狸精，比如那个
叫小翠的女子、那个叫细侯的
女子、那个叫庚娘的女子、那个
商三官的女子……

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一边是青灯黄卷的孤寂，一边是
芙蓉帐暖的慰藉，我当然会选择
后者，如此美丽的狐狸精，死有
何惧？

夜读宋词，读到晏几道“两
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一句，真
个是心头有无尽的怅惘，当时明
月在，曾照彩云归，为什么有些
遗憾要用一生去补偿，为什么有
些重逢要等到来生？

有个书生，他看到了窗外的
狐狸精，他没有随她去，但结果
却也是形容枯槁丢了魂——

书生名牌大学毕业，一米八
几的个头，丰神俊朗、洒脱不羁，
遛狗斗鸡养蛐蛐，身边应该不缺
女人，但他却喜欢死了一个女
人。后来，这个女人结婚了，他
还不死心，人家走到哪儿他跟到

哪儿，当然，他很绅士，爱你，我
却不打扰你，所以，那个女人和
她的老公也都不讨厌他，更不提
防他，他们三个在一个单位工
作，而且，还毗邻而居。一辈子，
他也没结婚，他的心里已经容不
下别的女人了。再后来，那个女
人死了，他依旧孑然一身，满脑
子都是对她的思念。

多年后的一天，他郑重其事
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饭店赴
宴，说：今天是她的生日。

举座唏嘘。
书生叫金岳霖，哲学家、逻

辑学家，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
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
一。狐狸精叫林徽因，建筑学家
和作家，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
学家。

三个男人都喜欢这个狐狸
精，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诗人
徐志摩，一个就是为她终身不娶
的学界泰斗金岳霖。

听起来像童话，但却是真
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
四月天，不得不相信，想念一个
人，原来真的可以想到老的……

最是尘埃落定后,转教人忆
春山廋。

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
坐着还想你，还是六世达赖仓央
嘉措说得实在——和有情人，做
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

窗外，谁在喊你？

绿城杂俎

成功者吃蛋糕
郝金红

一个美国小伙子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富人，
虽然他经过了种种努力，但仍没有成功。

一天，他登门向“成功大师”卡耐基请教成
功之道。卡耐基微笑着听完小伙子的牢骚后，
什么也没说，走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小伙子
就见卡耐基端来了三块大小不一的蛋糕放在
他的面前，然后问他：“如果每块蛋糕代表财富
的多寡，你会选择哪一块？”

“我当然要最大的那块了！”小伙子不假思
索地回答。卡耐基笑了笑：“那好，请吧！”卡耐
基把其中最大的那块蛋糕递给小伙子，自己挑
了块最小的吃了起来。当卡耐基吃完那块小
蛋糕后，小伙子才吃了手中蛋糕的一半。这
时，只见卡耐基拿起桌上的最后一块蛋糕得意
地在小伙子眼前晃了晃，大口大口地吃了起
来。而那位小伙子，吃完手中的那块后，只能
干瞪着眼看着卡耐基享受第二块蛋糕的美味
了。

刹那间，小伙子马上就明白了卡耐基的意
思：虽然卡耐基吃的第一块蛋糕比自己的小，
但他吃完第一块后，有时间再吃第二块，看似
一开始吃了亏，实际上他却比自己吃得多。如
果每块代表一定的财富，那么卡耐基最后赢得
的就比自己要多。

“江海不与坎井争其清，雷霆不与鸟雀争
其声。”眼界有多大，方能走多远。很多时候，
我们都容易被眼前最大或最好的利益所诱惑，
最后反而因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失去了长远的
利益。成功，只会永远属于那些有远见的人。

名人轶事

周恩来与洛阳三绝
刘英杰

洛阳为历史大都，新中国成
立后，周恩来总理数次来洛阳，留
下些有趣的故事。

牡丹结缘
周总理是性情中人，极爱牡

丹。1959 年秋，周恩来视察洛阳
时问起牡丹的情况。当得知其面
临绝境时，总理很伤心地说：“牡
丹花是我国的国花，它雍容华贵、
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
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要赶快抢
救！”总理每次来洛阳他都会提到
牡丹，但每次来却都是秋天，连他
自己都说：“又错过季节了，我怎
么老是秋天来呢！”“明年春天，
我一定来看你们的牡丹。”这话，
他也说了三次。最后，连洛阳幼
儿园的孩子们都唱起了“牡丹牡
丹快快开，牡丹花开总理来”的儿
歌。三许其愿，终未践言，我们敬
爱的总理还是没能在哪年的春
天，来洛阳，看看他记挂着的“牡
丹”，洛阳牡丹也正因为总理的关

爱，才又开始渐渐兴起，达到了新
的辉煌！

龙门石窟
1961 年 10 月 8 日，周总理和

陈毅部长陪同尼泊尔国王来洛阳
参观龙门石窟。就在他们登上专
列就要返京的时候，参加接见的
洛阳市领导代表洛阳人民请周总
理为正在兴建的龙门伊河石拱大
桥题字。周总理说：“我身边的大
书法家、大诗人你们怎么忘了？
还是请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得
好。”陈老总听罢大笑：“我怎敢

‘班门弄斧’？”两位领导人互相谦
让的时候，专列开车的时间到了，
周总理歉意地说：“要不这样吧，现
在不写了。回京后，我们商量一
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1962 年
春，题字寄来了，是陈老总的手
迹。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嵌在

“龙门桥”东西两端的南北两侧。
牡丹燕菜
1973 年秋周总理来洛，招待

加 拿 大 客 人 的 就 是 洛 阳 水 席 ，
“牡丹燕菜”是洛阳水席的第一
道 菜 ，这 道 菜 品 的 来 历 颇 为 不
凡。据传，武则天治国有方。洪
恩平畴、天运应物，洛阳东关外
的菜地里有年秋天就生出一个
上青下白，长三尺余，粗如廊柱
的大个萝卜来，老百姓视为吉祥
之物，不敢私食，就进献给了女
皇。女皇见了大喜，命御厨用萝
卜做菜。御厨伤了老大脑筋，终
于整出一品汤肴来。女皇食之，
喜 其 鲜 香 可 口 ，形 美 色 艳 ，大
快 ！ 因 其 有 燕 窝 之 风 ，遂 赐 名

“假燕菜”，并列入皇上食谱。王
公贵族的官宴、家宴，民间百姓
婚嫁添丁的酒席，纷纷仿效，后
来，因其地方特色，改称为“洛阳
燕菜”。当周总理看到洛阳水席
的第一道“洛阳燕菜”和菜品上
大厨精心雕刻的牡丹花时，不禁
脱口而出：“洛阳牡丹甲天下，菜
中也生牡丹花！”

枫桥夜泊（草书） 燕和平 书

春韵（国画） 王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