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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甘霖润心田
———读《给孩子的最美散文》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 全
书辑录了贾平凹 、 老舍 、 冯骥
才、 史铁生、 苏童等名家的51篇
散文 ， 分别从自然 、 人文 、 历
史、 人生等不同的维度， 传递了
丰瞻的思想， 展示了汉语文字独
特的意蕴之美， 堪称孩子们 “品
经典获教益” 的典范之作。

咏颂母爱历来是古今中外文
学作品最爱表现的主题。 千百年
来，人们用各种华丽的辞藻，赞誉
着一个个普普通通的母亲， 抒发
着对母爱的热切仰慕， 本书也不
例外。 在文中的 《写给母亲》 一
章里， 贾平凹以平实的语言， 款
款的深情， 讴歌了人世间最平凡
而又最无私的母爱。 他在文中满
怀愧疚地写道：“整整三年了，我
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 却始终
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母亲虽然
已离他远去， 但她的音容笑貌和
舔犊情深， 却依然鲜活地烙印在
他的记忆里，漫过岁月的长河，剔
去尘世的风霜， 点点滴滴温润着
作家的心灵。 贾平凹以洗尽铅华
的文字， 回忆着母亲对自己的关
怀与体贴。 没有宏大的叙事，笔
墨纵横间，琐碎细微的小情小景、
纯朴善良的生活化口语， 却时时
处处彰显出母亲人格上的魅力。
从“我一伏案写作，母亲就不再走
动， 见我写得久了， 便要叫我一
声”的殷殷垂念，到“世上的字你
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吧”的悉心关
切，入微的细节化勾勒，让浓浓的
母爱跃然纸端，久久撼人心弦。

俗话说得好 ： “天上一颗
星， 地下一个丁”， 而在每一片
真情的背后， 其实都对应着一个
至真的灵魂。 他们或是我们的至
亲， 或是我们的友朋； 但最让我
们感怀的， 无疑是那些萍水相逢
者一腔赤诚的付出。 老舍的 《宗
月大师》， 就让我们见证了这种
人性的温暖。 现实中的宗月大师
原本很富有， 但他乐善好施， 无
意中得知儿时的老舍因家贫上不
起学时， 当即慷慨解囊， 让孩提
时的老舍如愿走进了学堂。 他时
常救济那些走投无路的人， 至死
都不忘 “拯危济困是人的天性和
本能”。 这种天性和本能， 圣洁
得不染一尘， 磊落得心无挂碍。
宗月大师对世间宽广的仁爱之
心， 深深感染着老舍， 而最让作
家肃然起敬的， 显然是那种精神
上的给予， 以致在多年以后， 老
舍不无深情地说： “没有他， 我
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
乐趣与意义。” 的确， 做人最高
的境界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雪中
送炭， 《宗月大师》 以繁华落尽
见真醇的寄寓， 让我们从一个平
凡小人物的身上， 真切感悟到了
做一个大写之人的可贵。

书中最别致的篇章， 当属冯
骥才的 《珍珠鸟》。 品读它不长
的篇幅， 从人与万物生灵的和谐
相处中， 能体会到世间的一种温
存和恬淡。 冯骥才通过对一只灵
动俏皮的珍珠鸟的传神刻画， 生
动展现了人与自然敬畏有加， 相
互扶持， 彼此珍重的脉脉情愫。
文中的小鸟虽然顽皮好动， 但它
从不试图飞出窗去， 这缘于作家
“很少扒开鸟笼外的叶蔓瞧它
们”。正是得益于对珍珠鸟日常起
居的尊重， 这才有了后续的 “小
鸟大着胆子站在我的书桌上， 甚
至站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 的趣
闻。 人与鸟之间， 就像相交多年
的挚友， 那静动两相宜的画面，
多么令人感佩。 许多人感念于它
的温馨， 而冯骥才却从中看到了
另一深意，“信赖， 往往创造出美
好的境界。 ”而作为读者，咀嚼这
样意味隽永的话语， 也会幡然醒
悟， 人类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对
大自然多倾注一点厚爱， 人与小
小的生灵之间， 一样可以营造出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好至境。

平心而论， 这51篇佳作， 不
单单是写给孩子们看的， 也是写
给众多家长们的。 春夏相交， 暖
阳当空朗照，或居室内或置郊外，
正适合来场亲子阅读。 徜徉在大
师们至真至纯的优美散文里，以
成人的丰富阅历， 解读大咖们在
书中的至理名言， 对家长对孩子
都是一次难得的思想提振。 让心
灵在书香中驰骋， 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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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女孩

下班回家， 转弯进巷子时，
一不小心， 车子和路边的石墩发
生了 “亲密接触”， 右前门下面
的底梁处瘪进去了好大一块儿，
非常难看。

第二天一大早， 去找附近一
家汽车修理店， 老板姓李， 说先
要钣金， 然后喷漆。 但他店里没
有钣金的设备， 需要去郊区一家
汽修店请人帮忙。 我说自己闲着
没事， 想跟着去看看， 老板爽快
地答应了。

老板开着我的车， 直向城南
驶去 ， 10多分钟便到达了目的
地 。 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汽修
厂， 偌大的厂房内， 七八台举升
机排在那儿， 非常壮观， 一些工
人正在忙碌着。

本以为钣金这样的粗活都是
男人干。 谁知接待我们的竟然是
一位20多岁的女孩。 她穿着蓝色
工作服， 手套上沾了不少油污，
圆圆脸， 皮肤很好， 一双眼睛水

灵水灵的， 好像会说话。
看着我一脸的疑惑， 女孩笑

了， 说厂子是她爸爸开的， 她在
办公室闲不住， 经常下来做上一
单。她一边说话，一边查看车子的
“伤势”，然后把车子开上举升机，
调好高度，便开始干活了。

底梁的凹坑那么大， 到底怎
样才能弄平呢 ？ 我好奇地观看
着。 女孩先拿来打磨机， 小心翼
翼地把凹坑处的漆打磨掉， 露出
锃亮的底板。 接着， 拉过来一个
铁皮盒， 里面放着中间有孔的圆
形金属片， 只见她一手握焊枪，
一手取金属片 ， 逐一焊到底板
上， 形成一条直线。 随后， 把一
根细长的不锈钢棒穿进圆片上的
孔内， 再用拉力器勾住不锈钢棒
依次使劲往外拉 ， 几个回合下
来， 那个大瘪坑就被拉平了。

女孩擦了一下汗， 额头上留
下了一个淡淡的脏手指印。 她从
工具箱中取出老虎钳， 夹住那些

圆片， 先扭后拉， 圆片纷纷掉了
下来。 本以为这就算钣好了， 谁
知并没有， 女孩又拿来点焊式钣
金枪， 把枪头焊接在细小的凹瘪
处， 轻轻一抽， 瘪下去的地方就
被拉平了，枪头也同步掉下来。如
此反复上百次，火花四溅中，女孩
的脸上渗满了汗珠。终于，整个受
损的下梁已基本恢复如初。

我以为， 这回应该完工了。
可是， 女孩用铁锤一番轻轻敲打
后， 又把车子升高了些。 我问她
干什么， 女孩说梁下面还有一些
小凹坑， 必须把它们钣平。 我禁
不住有些“怜香惜玉”起来，急忙
说：“别弄了， 下面那地方又看不
到，有点小问题没事的。 再说，腻
子一上，漆一喷，自然就平了。”

女孩抬起头， 对我笑了一下
说： “虽然你是车主， 但我不能
听你的， 我得按照我的工作流程
走 ， 不留隐患和遗憾 。” 说完 ，
她低下身去， 仰着头， 重复着刚
才的工序， 焊金属片， 穿不锈钢
棒， 拉平； 再取下圆片， 用钣金
枪处理……最后， 她找来一把钢
尺， 请我们验看。 上下左右， 完
全平整。

女孩站起来 ， 伸手捶了捶
腰， 不少头发粘在额头上。 整个
钣金过程花费一个多小时， 收费
120元。 李老板说， 这个女孩不
简单， 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城里的
高薪工作， 回来帮老爸把一个要
死的厂子硬是盘活了……

回去的路上， 我的脑海里反
复浮现女孩钣金的情景， 她的吃
苦耐劳， 一丝不苟， 对客户的高
度负责， 让我感到不虚此行， 收
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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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父爱的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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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父爱如山 ， 严肃刚
强、 坚韧挺拔。 可是我觉得父爱
更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 博大
宽容， 内涵丰富。 父亲是一位乡
村教师， 他不善言谈， 黑黑的脸
上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 他个子
不高， 却默默为我们撑起一片爱
的天空。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 三天
两头感冒发烧， 直到现在母亲说
起来还心有余悸： “小时候你可
是个病秧子， 三天两头的生病，
你弟弟妹妹生病了不挡吃不挡
喝， 你不行， 你一生病就不吃不
喝， 全靠输液维持着， 把我和你
爸吓得 。 别看你爸天天不言不
语， 你生病了你爸最着急， 他走
东家、 串西家， 给你淘换治病的
秘方偏方， 总觉得你会养不活，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长成
了现在的白白胖胖。” 母亲的几
句话云淡风轻， 可是我知道这一
路走来他们抚养我的艰辛。 尤其
是父亲， 不言不语， 可对我的爱
一点不比母亲少。

记得四年级的时候， 我得了
肝炎， 脸色蜡黄、 低烧不退。 我
的病是慢性病， 需要长期治疗，
父亲就给我办了休学手续。 这可
忙坏了父亲和母亲， 母亲不仅要
照顾弟弟妹妹、 做一日三餐， 还
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我 。 父亲因
为要教书 ， 就利用闲暇接过了
母亲手里的农活， 每天天不亮就
能听到父亲起床的声音， 我知道
那是父亲趁着天早要去地里干
活， 放学后也会急匆匆赶回来趁
着天亮再去地里忙活， 晚上还要
给我补课。

那段时间是父母最煎熬的日
子， 他们不但要照料我的日常起
居 ， 还不停向别人打听治病偏
方 。 父 亲 听 人 说 麦 蒿 熬 水 喝
可以治疗肝炎， 就不顾太阳的毒
辣， 在中午放学以后围着整个村
儿的麦地转悠 ， 找寻麦蒿的踪
迹， 哪怕就是一个拇指长的小草
芽儿也不放过。 那时候人们都学
会了科学种田， 知道给地里打除
草剂。 麦地里几乎找不见什么野
草， 那种生在麦地里的麦蒿更是
不好找。父亲没办法，就骑着自行
车把方圆百里以内的麦地都找了
个遍， 把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麦
蒿晒好了， 每天给我熬水煮粥。

因为长期输液治疗， 我的手
上 都 是 一 块 一 块 的 淤 青 ， 心
情 也 变得很坏 ， 动不动就发脾
气。 母亲就按照土法给我用毛巾
热敷， 可是效果不太好， 每次大
夫来给我输液都找不到好的地方
下针。 父亲听人说土豆片可以治
疗淤青 ， 就托人买了一篮子土
豆， 那时候在我们老家土豆可是
一种金贵的菜 ， 对于天天吃白
菜、 萝卜的我们来说， 能吃上一
盘土豆丝都是奢侈的。 可是父亲
不管弟弟妹妹眼馋的目光， “这
是 给 你 姐 姐 治 病 的 ， 咱 们 都
不能吃。” 知道我心情不好， 父
亲默默地给我找来很多儿童读
物： “孩子， 去读书吧， 书能让
你心情愉悦起来。”

也许是父爱感动了上天， 我
手上的淤青在父母的呵护下一点
点下去了， 情绪也在书里找到了
一个倾泄的出口。 经过一个多月
的治疗， 我的各项指标恢复了正
常。 可是父亲却消瘦了很多， 脸
被太阳晒得更加黝黑。

高尔基曾说过： “父爱同母
爱一样的无私， 他不求回报。 父
爱是一种默默无闻、 寓于无形之
中的感情， 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
会。” 一直都觉得父亲对儿女的
爱是一条条奔流不息的江河， 默
默无言却浸润心灵。 他们肩扛重
任 ， 手握希望 ， 为儿女遮风挡
雨 ， 他们能细腻能刚强 ， 像灯
塔， 也像大树， 给予我们坚强、
自信、 鼓励。

【情怀】11副刊２０20年 6月 3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刘芳│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

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
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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