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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轻视家务活

这个内容本不在我的写作提纲里面，却
在最后被我加了进来。
原因有二。一是我在短短的一周内，多次

听到一些父母在讲到孩子的日常表现时，都
说了同一句话：“其实我也不求什么，只希望
孩子能够好好读书。”二是那天晚饭后，我和
孩子一起收拾餐桌。她帮我把剩菜收进冰箱，
把空碗送进厨房。奶奶乐呵呵地说：“哎呀！这
孩子真好，懂得做家务了。”我接口道：“是啊，
她可喜欢做家务了，而且总是做得有模有
样！”冷不丁地，爷爷在一旁叹息：“我们也不
要你做什么家务，给我把书读读好是真的。”

这些教育思想上的倾向使我不得不再次
审视这个问题。于是我在去学校接女儿放学
的时候，就这个问题随机向几位家长了解情
况。调查的结果是：班里的孩子几乎从来不做
家务，连看课外读物的时间都很少。那么孩子
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答案是：孩子们放学
以后的时间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做功课，完
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二是上课外辅导班，否则
孩子跟不上教学进度。我不禁感慨：如果长此
以往，那么这些孩子除了分数可能提高之外，
是会丧失更重要的东西的，特别是独立思考
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想：培养孩子具有参与家务的意识，具
备做家务活的能力，是家庭教育中多么重要
的部分。孩子参与和学做家务活，是为未来独
立的生活做准备。孩子通过做家务，体会父母
的付出，体验劳动的过程和成就。做家务是孩
子作为家庭一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父母要
做的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动作发展的水平，
逐渐教会孩子掌握一些家务的技能和窍门。

可以让孩子做的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实在
是太多了。比如，让孩子试着自己乘坐电梯去
楼下取报纸，送到老人手里；试着自己梳头扎
辫子，自己修剪指甲；自己整理书包，自己铺
床叠被，保持书桌、抽屉和房间的整洁；协助
父母将洗好的衣裤和袜子分类晾晒。我常常
这么做：“孩子，请帮我晾衣服吧！”话音未落，
孩子就像小鸟一样飞到我的身边。孩子实在
是很喜欢做这些事情的：她耐心地把一双双
袜子配成对后递给我，以方便我把袜子夹到
高处；对于一些轻薄的小衣物，她会用木夹把

衣物夹牢，或是用衣架晾晒。我总是很乐意耐
心、仔细地教她：衬衫的衣领、门襟和下摆要
在晾的时候就这样绷直了，收下来以后再去
熨烫会方便很多；毛衣不能直接套进衣架，水
会往下聚集在下摆的地方而使毛衣拉长、变
形，要这样先挂在衣架上，差不多六七成干的
时候再展开来晾晒。我手把手地教孩子晾晒
裤子的窍门：应该夹住裤子腰线部位的那些
地方，可以确保裤子的挺括，收下来就能上
身。我告诉孩子：“我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外
婆，小时候也是这样教我的。今天我再教会
你。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心灵手巧的！”

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会提前发出邀
请，让孩子参与到整理换季衣物的家务中来。
部分衣物因为孩子长个子了，变得短了、紧
了、不合身了；有的因为旧了，磨损得厉害，不
能穿出门了。对于不同情况的衣物，需要做出
不同的处理，不能总是堆积在那里。我和孩子
商量着哪些洗干净、熨烫好送给适龄的小朋
友，或是捐到社区给贫困地区的人；哪些不合
身的衣物经过再加工可以再穿上两年；哪些
可以重新加以利用。比如，把爸爸的旧衬衣和
牛仔裤改成环保袋，孩子的长裤改成一副袖
套或者索性剪短裤腿变成中裤，或是把不能

穿的棉质内衣剪成抹布、扎成拖把。
对于整理好的衣物，在摆放的时候是不

是有窍门呢？我们商量着：要将每天换洗的内
衣裤放在抽屉靠外面的地方，而将毛衣、外套
等收纳在最里面；将过季衣物放在衣橱的最
上面或是最下面，将当季的衣物放在最容易
存取的中间位置，这样比较合理。在整理换季
衣物的过程中，孩子一直处在学习中，如分类
处理的思考、环保和节俭的意识，还有面对一
大堆衣物时的耐心和恒心。

孩子还常和我们一起晒被子、吸尘、擦
灰、收叠衣服。她哼唱着歌，把属于爸爸的、妈
妈的和自己的干净衣物分类折叠后收进各自
的衣橱。这时候，她做事敏捷，身形矫健，是不
用什么人盯在后面去催促她的。我们常带孩
子一起去菜场买菜，商量着要买哪些菜，要烧
成什么样的菜。一回家，孩子就撸起袖子，乐
不可支地过来帮忙拣菜、洗菜、切菜。
拣菜，是需要耐心和毅力的家务活之一。

有时候，孩子拣到一半的时候，会嚷嚷：“还有那
么多啊，这要弄到什么时候啊！”试想，孩子要是
没有这样的体验，她又如何能体会和珍惜奶奶
天天要为一家人烧一桌饭菜的辛苦呢，如何能
体会一大堆韭芽、豆芽一根根挑拣洗干净最后

炒炒只有小半碗其间的辛劳呢。在我的鼓励
下，孩子总是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把最后一片
菜叶放进箩筐里送洗。我告诉她：爱和责任，不
是豪言壮语，而是如你所见，像奶奶这样，默默
无闻地、日复一日地、不计回报地付出。

孩子最拿手的活儿是切“滚刀块”，这样
切出来的茄子、黄瓜、茭白等蔬菜炒起来比较
容易入味。打蛋的工作，是她最喜欢的。虽然
她不能够像我们那样用筷子大幅度操作，但
是她用她的办法也可以基本达标。我们只要
在下锅之前再“加工”一下就行。当孩子和父
母一起准备好饭菜，一家人吃得喷香的时候；
当孩子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干净整洁的
时候，孩子又怎么会挑食，或者乱放东西，那
可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啊！

孩子能够参与的家务活还有许多：协助父
母整理日常开销的票据，包括整理水费、电费、
天然气费、物业管理费、有线电视费、汽油费、停
车费等的收据，从中了解家庭的日常开销和基
本构成；学习管理自己的财物，知道自己有多少
零用钱并知道安全地保管和合理地使用，尝试
存款和投资；知道自己的什么东西放在了什么
地方，要什么马上就能拿出来；独立处理期末的
教科书、试卷、练习本、作业等学习用品；在旅行
前和旅行后，能够独立收拾自己的行李箱，尝试
用列清单的方式帮助自己不遗漏。

先不讲做家务可以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带
来多少积极的影响，最起码，若干年后，当孩
子不再身处父母的呵护之中，当孩子独自出
去闯荡世界，我们不会担心孩子饿肚子、丢东
西、手忙脚乱，无法应对生活。做家务这件事
背后所涉及的，是孩子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
力，所以在这个方面花力气，是值得的，是很
有必要的。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是父母
一定要做的事情。
关键，在于父母的选择。别把时间都花在

为孩子做家务上，花时间培养孩子做家务的
本事吧！让做家务活成为孩子成长的又一个
加油站！喜欢和会做家务的孩子，是会生活
的，是有担当的，也会拥有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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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教育叫做生活（1）! 吴斌荣

《有一种教育叫做生活———父母教育孩子的
37个生活细节》是《边过日子边教育———父母教育
孩子的37个生活细节》的修订本，初版于2010
年，随后的四年里，先后重印了10次。2014年12
月，作者对初版文字和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本
书自始至终展现着生活气息浓郁的真实故事。这些
故事以作者的生活为主线，从家庭生活、学校生活、
社会生活三个方面为父母提供实例，有不俗的教育
效果作验证，犹如一部剪裁得当、富有艺术性的生
活纪录片。它是一本教育孩子的好书，出发点朴素，
语言朴素，道理朴素，又非常有趣，非常清新，非常
真诚。作者希望通过本书告诉父母：在生活中，做好
子女的教育。

共和国记忆
李 菁

! ! ! ! ! ! ! !"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
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
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
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
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
革命锻炼，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
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
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
周恩来谈论什么。“我记得天安门第一张贴
‘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报到我们那里，大家
都很紧张，总理一回来，赶紧把大字报抄下来
送进去。我记得在客厅，大姐说，你们别紧
张。”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

!"#$年 %月 !&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
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
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
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
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到了周
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
事一无所知。“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
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
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那几天
值班，赵炜常常看到贺龙屋里的灯很晚还亮
着，想到连贺龙这样的老帅都有家不能回，赵
炜的心里不禁一阵难过。周恩来在外出时经常
提前点时间到前院跟贺龙说会儿话，邓颖超也
会一个人过去看望贺龙夫妇，“她从贺老总那
里回来时，我见到她拿着报纸若有所思”。但纪
律要求，赵炜也从来不多问什么。
九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

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
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
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
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贺龙的夫人）。%"$'年
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
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
罢，$(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跟随在他身后

的赵炜等工作人员见这场面也都
忍不住泪流满面。)*年后，赵炜在
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
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
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
行三鞠躬，但开追悼会时，周总理

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
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年 "月 %&日，谁也没有感觉出来
第二天将要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林彪“叛逃
事件”。赵炜记得，因为头一天睡得很好，下午
+点准备离家去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显得精神
充足。出门时邓颖超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周恩
来含笑答应：“你放心吧！”这天晚上，周恩来
没有回家，工作人员奇怪，邓颖超也奇怪，“连
续 &*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
还比较少见”。下午，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军
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语气郑重地说：“请
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
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已
经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值班人员听得一头
雾水，但多年的政治敏感告诉他们：一定出什么
事情了！"月 %'日下午，主管警卫的杨德中受
周恩来之托，来到西花厅找邓颖超交代一些事
情。“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代我，让警卫把
大门关上，只有总理回来才可以开，其他任何人
都走小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
一。”赵炜回忆，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状
态也很少见：既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也没有踏踏
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
思的表情。%+日下午，大家接到电话说总理一
会儿就回来。下午 '点多，当周恩来在门口出
现时，一直在等他的邓颖超一见面就心痛地
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
了。”已经 +*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周恩来掩
饰不住疲惫，老两口进了总理办公室谈了一
会话。“我听到大姐劝总理好好睡一觉，而总
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
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赵炜回忆。

%"$+年 %*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
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
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
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
上，可能熬不过 %"$(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
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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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他们抓的是你

“小小维也纳”艺术品商店内，爱德华先
生和夫人正在店堂内忙碌。一位留着胡须，戴
礼帽和金丝边眼镜老教授打扮的人走进店
堂，操德语：“老板，听说贵店最近进来一帧
凡·高的画。是真迹还是赝品哪？”爱德华：“这
个……”他认出是唐：“噢，当然是真迹，教授
想要……”示意店门口两个监视的黑衣人。唐
金汉会意：“噢，如果老板不方便，那
就……”爱德华：“不，难得碰到教授
这样识货的顾客，米切尔！”“嗳。老
板，有什么吩咐？”正在照顾客人的米
切尔应声过来。爱德华：“带这位客人
去看画。”唐金汉：“怎么？画不在贵店
里？”爱德华：“兵荒马乱的，小店怎么
放这么价值连城的名画？他会带您去
的。”米切尔：“请吧，教授。”领唐金汉
出门，被两个黑衣人拦住。“等一等。”
两人拿出照片和唐金汉对照。唐

金汉幽默地说：“像吗？我要像他那样
年轻，就真要感谢上帝了。”说着，拍
了拍两人离去。两黑衣人面面相觑。

马路上不时有日军的警备车呼
啸而过。米切尔领唐金汉穿过小路，
在确认无人盯梢后，进入一条弄堂，
转了几转，在一扇小门前停下，此时，从楼上
传来那熟悉的小提琴声。唐金汉激动地说：
“露茜娅！”米切尔用钥匙打开一扇小门的锁，
将门推开，“这是新开的后门，无人知晓，大
哥，进去吧！”
唐金汉进门后，沿着琴声拾级而上，到达

三楼，窗前朝思暮想的拉琴的人影出现在他
的面前，他屏住呼吸呼唤：“露茜娅！”琴声戛
然而止，露茜娅猛地转过身来：“罗汉？”弃琴
奔了过来！这对阔别重逢的恋人紧紧拥抱在
一起。半晌，唐金汉：“亲爱的，长达五年多的
苦恋结束了，”单腿跪地：“露茜娅，请答应做
我的妻子！”露茜娅：“妻子……”唐金汉：“我
刚从拉比那里来，他已经按照教规接纳我皈
依了犹太教，还以上帝的名义同意我们结为
夫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露茜娅凝
望着眼前朝思暮想的人儿，热泪泉涌：“我连
做梦都想着这一天……”
唐金汉：“有朝一日，我们一定按你们犹

太教规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露茜娅点点

头：“哪怕我能做一天你的妻子，我死也无
憾！”唐金汉：“不，我要做你一辈子丈夫，天荒
地老，爱心不移！”露茜娅含泪张开双臂……
清晨，街上警车呼啸声。将露茜娅与唐金

汉从美梦中惊醒。他俩翻身起床奔至窗前，只
见马路上一辆辆载着武装的日军和伪军的军
车停在各个路口，他们跳下车后立即奔向各
家各店。唐金汉：“怎么？难道他们又要实施梅

辛格方案？”露茜娅：“汉，你快走！”
唐金汉边穿衣：“要走一块走！”露茜
娅：“鱼没有钓到，鱼饵是安全的，他
们抓的是你，我会很安全！快走！”

马路上开来广播车：“鉴于军事
需要，上海无国籍难民（犹太人）立即
到隔离区……”爱德华夫人奔到楼
上，还未待她说下去，日军士兵已冲
到楼上：“你们，快带简单的衣服下楼
去！”忽然，走到露茜娅跟前打量：“还
有没有别人？”众人摇头。日军：“要是
搜查出还有人，你们统统死了死了
的！”躲在天花板上面的唐金汉屏住
呼吸注意下面的动静。日军在房门内
到处搜了一遍后，用枪逼着大家：“统
统到街上集合！”楼下，爱德华护住货
架内的商品：“不准动我商品，你们不

是说要保护犹太人的私人财产吗？”“八格！”日
军用枪托将爱徳华打倒在地：“军事需要，你们
所有犹太人的商店、工厂、房屋等一切财产统
统没收，你们统统进隔离区！”
九个月后，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即犹太难

民隔离区，被堡垒、铁丝网将团团围住，这里
过去是卡道里学校，原来的教室，现在成为男
女难民分居的集体宿舍。各宿舍密密麻麻地
搭起了上下统铺。相距不远处，钟楼顶上出现
新架的很多天线。还飘着日军旗和四处扫照
的探照灯的岗楼。而钟楼内，日本通讯官兵正
在为无线电收发报忙碌着。入口处，由荷枪实
弹的日军和狼犬把守，酷似监狱。
房间内腹部明显凸出的露茜娅，在缝制

婴儿的衣服，突感一阵昏眩。爱德华夫人让露
茜娅躺下，又从枕头边取过杯水和小半片面
包：“快，快吃下，你身上怀着孩子。自从进了
隔离区，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霍瑞
斯先生和米切尔有没有设法和唐先生联络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