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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逐鹿鸿飞疾! 利喙啄珠皆落翎"

幸有桑巴炫舞技! 金刚鹦鹉噬雄鹰"

注!桑巴炫舞技：喻巴西队球艺高超，亦喻内马尔
表演夸张。
金刚鹦鹉：一说巴西国鸟。
雄鹰：墨西哥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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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井冈山的客家人家里，都起码有
五六个浸坛，客家主妇都会做几样拿手
的酸浸，谁都可以说出从浸坛里夹出来
的一串又一串酸浸的酸菜。
客家人的家常便饭，以素菜为主，而

浸泡酸菜，则是少不了的小菜，可下饭，也
可宴酒、傍茶。客家人家中长年备
有浸泡酸菜的里面上釉外面不上
釉的“瓦坛子”，把当季的荞头、大
蒜、辣椒、豆角、生姜、萝卜、黄瓜、
菜脑、菜梗之类洗净晾干，然后置
入坛中浸泡，便可净食或作佐料。
客家人的酸浸，选用隔年的

酸冬酒作浸液，再放入炒熟炒香
的食盐，加些冰糖，所以，比起外
地光用醋盐浸泡的，其味道更酸
辣、浓烈。
客家酸浸泡制作的工艺极为讲究，先

将要浸泡的食料洗净晾干放入坛中，然后
盖盖，掺上坛沿水后封住坛口，约过半个月
就可以吃了。食用时，万不能用手直接进坛

去捞，必须用干净无水的长
筷子夹起，浸坛只要做到不
进水、不进风，避光、避热，
就能保存很久，酸浸菜越久
越醇，色泽光鲜，美味十足。

当地好多人家都可以拿出几年、十几年的
浸坛，若主妇手艺好，放料分寸得当，那浸
坛酸甜可口，存放几十年都不会变质，不仅
可以配菜、开胃，还可以助消化、治痢疾，酸
浸菜是客家人的一碟风味茶点。
井冈山民谣里说：“布衣暖，菜根香，
读书滋味长。”又说：“咬得菜根，百
事可啃。”想必浸坛最早的产生，是
穷苦人的发明。听当地老辈人讲，
解放前，碰上灾荒年，他们往往是
就着酸浸喝凉水挺过来的，若是连
酸浸坛子都空了，就只能吃米糠麦
麸观音土。即便改革开放前，碰上
青黄不接的时候，餐桌上若是有一
碗酸浸菜，乡民也就能一日三餐咽
着红薯稀饭度日。酸浸，硬是让苦
涩的日子有了一丝亮色。

《诗经·小雅》中有“中田有庐，疆场有
瓜；是剥的菹，献之皇祖”的句子。剥，是剥
去瓜皮果叶；菹，是酸渍。如此算来，酸浸
的产生，至少应该是和《诗经》同步了！遥想
两千年前，先民们吟唱着“采采苤苡，薄
言采之”，“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在中
华大地上含辛茹苦，繁衍生息，绵延不绝。
若有人去考证一部浸坛的历史，其咸酸苦
涩定会浓缩得下数千年民族的生存史。

走进孩子心里的爱
陈舒航

!""#年$月，我第一次送大儿
子到宋庆龄幼儿园上小班。年轻
的方老师见到我，简单地打了声
招呼，便亲切地蹲下来与孩子说
话。我有点错愕，看着孩子稳稳地
走进教室。!""$年$月，我送二儿
子到宋幼上小班。退休前最后一
届带班的童老师见到我，简单地
打了声招呼，便亲切地蹲下来与
孩子说话。我不再惊奇或惊喜，
看着孩子开心地走进教室。

十余年间，我陪伴三个孩子
在这里度过了美好难忘的时光，
看着他们幸福地在这里接受爱
的教育。宋庆龄幼儿园是一个让
孩子有归属感的地方。孩子们在
这里被关爱、被尊重、被要求、被
允许按自己的节奏成长。二儿子
从小不爱画画，每次遇到画画或
手工活动就躲避。老师发现后并
不着急。每次区域活动，她都让
小朋友自由选择任意活动，并暗
中观察。只要孩子进入画画或手
工区域，就更是留心。一旦孩子
稍有进步，就给予肯定。足足用

了一年时间，我的二儿子再也不
抵触画画或手工课了。

幼儿园的教育是浸润式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爱走进了孩
子们的心里，孩子们在不知不觉
中，就长成了我们欣赏的样子。
母亲节，老师会带领孩子到小

超市选购小礼
物，讲述母亲
的辛苦。父亲
节，老师带领
孩子们为爸爸
画一条特别的领带。老师还会带着
孩子们向保安叔叔、保洁阿姨、厨
师一一道谢，说声：“您辛苦了！”
经过!年多的浸润，毕业班的

感恩跪拜仪式将感恩教育推至高
潮。典雅宁静的小礼堂中央，端坐
着父母。身穿旗袍中装的孩子一
跪到底，再起身细数对父母的喜
爱感念和期盼。母亲早已热泪盈
眶，深情地接过孩子递上来的茶
水。父亲也被深深感动，喝过茶，
轻抚着孩子的小手，表达期望，表
达爱。末了，孩子还为父亲母亲系

上亲手编织的暖心围巾。这样一场
活动，老师精心准备了三个月，从
夏天还穿着短袖时，就开始教孩
子编织围巾，采集素材。老师也没
有替孩子写下感人的话语，而是一
遍遍沟通引导，启发孩子回忆与父
亲母亲日常的点滴感受，以至于每

一个孩子的
话语，都直击
父母内心，催
人泪下。

幼儿园
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每年在
上海大剧院举办的艺术节，一个
耗时耗力的活动，被老师们四两
拨千斤地变成一场大型的教育
活动。三个月里，老师们一边教
孩子们节目，一边介绍节目的渊
源。排练方式多种多样。小女儿
今年的节目是绛州鼓，除了认真
刻苦的课上排练，绛州鼓就曾在
餐厅的小椅子上上演，俨然一场
午饭前的庆贺。
今年我作为志愿者走到幕后，

看到了更多。彩排期间，老师们不

放过等待时间，带孩子参观大剧
院，浏览艺术家海报，甚至坐到台
前亲历作为观众的感受。孩子们跟
着老师自由穿梭非常安全，因为
宋幼的后勤工作人员提前一天就
将所有锋利的墙角和柱子都贴上
防撞条。礼仪教育从来不缺，见到
工作人员，礼貌地招呼；到了舞台
边，自然降低音量；甚至吃午饭也
努力不留下一点垃圾残渣。一场大
型演出，老师未曾给过压力，但随
着整个流程运转，孩子们慢慢地
对自己有着近乎专业级的要求。
于是，就有了一场完美的演出。

其实，宋幼并不追求完美，幼
儿园教育呈现出来的完美，只是众
多细节磨练后的顺理成章。和善的
保安叔叔，亲切的保洁阿姨，温
柔坚定的老师，充满教育情怀的
园长，培养着一个个情绪稳定，大
气勇敢的孩子。

宋庆龄学校

呵护"欣赏"激发

孩子的天赋#明

请看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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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寨

角楼环列万花飞!

绿水青桥彩鸟追" 忽见

高升腾空起! 云台且上

浴朝晖"

水上婚礼

清风情侣驾轻舟!

彩伞频开戏鸟鸥" 洗浴

成婚抛彩绣! 鱼翔喜日

水欢流"

孔雀湖

一湖山影一湖云!

一幅花图一幅春" 孔雀

开屏争韵意! 天涯唯此

色纷纭"

作客吊角楼

芭蕉林外酒歌真!

吊角楼前彩锦亲" 一碗

傣茶心曲热! 几声笑语

见情深"

野象谷

欲寻野象进山中!

古老幽林掩碧空" 傣寨

先民声还在! 溪来天外

写春容"

澜沧江

一江东去浪千重!

相送相迎绿意浓" 岁月

欢流皆是唱! 傣家乳汁

总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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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妈妈焦虑吗!

秦文君

! ! ! !这一代的小孩聪明，
有的绝顶聪明，伶俐程度
前所未有。但是，世上鲜有
完美的孩子，聪明小孩也
自带弱点和毛病，有的还
有现代病。
成长是错了就改的过

程，但是这个普遍的常识，
被忽略了，因为生活太快
捷了，相应的是，现在的妈
妈焦虑的人数多，有的相
当焦虑，让一些小孩陷入
苦恼。

妈妈的情绪状况，聪
明的小孩们心知肚明，他们
给我来信，不管是高兴的
信，还是忧伤的信，常常夹
杂对妈妈的担忧和不满。
“我放学后在操场上

玩了一会，妈妈对我发火，
咆哮，声音好响，钻到我耳
朵，嗡嗡响。”
“我不小心做错了题，

妈妈咬我的手，我想不通，
妈妈怎像大老虎一样。”
“我妈妈规定我，只能

和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做朋

友。”
“这次考试不够好，妈

妈骂我笨肚肠，让我站在
外面，不要回家……”
“妈妈不让我玩手机，

说是坏习惯，可她自己玩
起手机来，什么也不顾，妈
妈能不做低头族吗？”
孩子对妈妈爱着，失望

着，担心着，妈妈忘记了，家
庭教育要以孩子为本位，
她们的形象在孩子的心里
变得可畏和不可理喻。而
心焦气躁的妈妈，百分之
百是亲生的。孩子很小的时
候，妈妈的期望值就达到
顶峰，许多妈妈和我说起
自己孩子，眼睛里有勃勃的
热情，寄予无限的热望。
一代一代，育儿是自

然的事，妈妈把孩子拉扯
大，教育成才，无论处在哪
个时代，都是艰难和壮丽
的事。孩子出生时，妈妈满
怀欣喜，而生养、哺育一个
新生命，妈妈从开始笨拙
地尝试给孩子喂奶，到成
为一个有经验、有定力的
妈妈，也需要成长，而且是
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其间
难免背负辛劳，产生疲惫，
甚至憔悴伤心，在育儿过
程中妈妈产生一些紧张、

紧绷和焦虑，属于自然常
态，生物属性，并不为奇。

如今，家庭里的孩子
少，妈妈们受教育程度高，社
会物质发达，个体尊严普遍
觉醒，生活节奏快，人们追求
个体成功的欲望被激发。养
孩子精英化，孩子成了中心，
每个家庭尽其所能，将最好
的资源给予孩子。自然，对
孩子的期望值被无限放
大，孩子要进好学校，孩子
学习要出色，孩子要及早
成才，要比别的孩子优秀，
享有更多更好的资
源和上升通道。
妈妈的焦虑在

以往养孩子的自然
属性中演化了，集
中在教育这一块。胎教，早
教，家教，铺天盖地，全方
位一起上。重视孩子的教
育和发展，不是坏事，每个
家庭尽力去培养孩子，是
可歌可泣的，一代孩子都
强了，中国能不强吗？
孩子渐渐长大，进入

学龄，妈妈的焦虑达到顶
峰。当然功利化，焦虑，不
限于家教、社会形态里，焦
虑成了现代人的常态。在
激烈竞争的时代，妈妈们
的焦虑不再是个体的，而

是集体化的焦虑。可以说，
谁不焦虑，谁是真英雄。
越来越多的妈妈过度

关注孩子的学业，求短平
快，不输在起跑线的教育，
目的越来越狭窄，功利，进
入一种怪异的现象，妈妈
们的焦虑带有社会属性，
时代特征：攀比，自私，输
不起，亏不得，求完美，以
强势的家长意志压制孩子
的个性等。

上海有一儿童名刊，
历时数十年，举办全国性
的故事邀请赛，进入决赛
的孩子都那么优秀，可大
赛总要决出高低，个别妈
妈不满自己的孩子得不到
最高奖，要求把奖项的名

额扩大，颁奖时，还
有情绪失控的，上
台来抢奖杯。
一教育报刊机

构，在暑期举办几
个儿童艺术类的学习班，
为孩子报名的妈妈们事先
来打样，提前做功课，哪个
班师资好，老师年龄适当，
听课的教室的朝向如何，
都经过比较和论证，自家
孩子的教室内课桌不如别
的班，也会成为妈妈们抗
议的原因。
一次，我去苏北的学

校演讲，因礼堂小，只部分
年级的孩子能参与。学校
一老师让自己的孩子加
塞，在礼堂里为自家女儿
留座位。可孩子迟迟不到，
校园里四处没有找到，这
妈妈在礼堂里失控，狂躁，
当时，大家体悯这老师，帮
着一起找。不久，有人发现
她女儿在礼堂的另一端安
安静静地坐着。焦虑到极
点的这妈妈竟然冲过去，
对着女儿一记耳光，当着
众人的面使用暴力，女孩
的自尊受到侵犯，这妈妈，
把孩子的心打冷了。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

地位高了，女性至上的社
会文化萌芽出现，很多妈
妈成为家庭说了算的“一
把手”，对掌管财产，家庭

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孩
子的教育有话语权。虽然
爸爸们也想承担家教的重
任，但是强势的妈妈，使爸
爸们退居二线。

妈妈们太爱孩子了，
但爱在变异，失去安详和优
雅。孩子的成长是有自身规
律的，掌控只是暂时的，孩
子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孩子
进入初中，高中，分化得厉
害，一部分孩子仍然优秀，
一部分因过了父母能掌控
的年龄，叛逆成了妈妈们不
想看到的样子。

一旦妈妈焦虑了，坏
情绪会笼罩整个家庭。也
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孩子的
幸福感和对世界的信任与
好感，影响孩子的审美、认
知与情绪。过于强势、苛刻
的妈妈，会导致孩子有不
安全的感觉，感受不到温
暖和爱，孩子时常会判断
自己在父母心里有没有一
席之地。天然的原因，受妈
妈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孩
子，这源自母子间的亲密
联系。妈妈是孩子成长的
灵魂性人物，妈妈的待人

接物，妈妈示范的价值观，
对孩子影响深远。当然，在
家庭教育中，爸爸不能缺
席，孩子应受益于父母双
方，不同性别和角色的双
亲相互补充，更有利孩子
的发展。

练毛笔字
卞建林

! ! ! !如果从大学时算起，练毛笔字已经不少年了，但字
还是没写好。
老师也说过要中锋用笔，起笔时要把笔锋调整，写

时要心到眼到手到。临帖和读帖要像米芾说的观其下
笔处。但看自己的字，还是笔下痴钝。
写了毛笔字以后，喜欢看古人和现在人的字。总觉

得现在人没有古人写得好。
我们的笔墨纸砚不一定比古人差，读书行路眼界也比

古人宽阔，方法也知道———中锋用笔，看高清真迹和拓片
的机会是古人不能比的。那么，字为什么写不过古人呢？
可能，我们对写

字这件事的敬畏不如
古人；潜心用功不如
古人。像我，把写字当
修养，写的好不好都
可以，没有想去追求它的极致，这样，字当然不会写好。

看来，要把字写好，先要有诚敬之心。技艺无论大
小，从事它时要诚敬认真，要尊重它，这样才能理解这
门技艺，有了理解才能掌握它。另外，还是要用功一点。
古代书家不乏池水尽墨退笔成冢的刻苦。
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字挂在墙上，有风云在墙之感。

这需要胸襟修养，读书行路，也要能手下熟练，使得动
这支笔。练字，也是个铁棒磨针的过程，坚持磨下去，既
磨字，也磨心和性。

﹃
尝
鲜
﹄
乒
博
馆

张

超

! ! ! ! %月%&日，位于黄浦江畔局门路的国际乒联博物馆
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正式开门迎客。这座“两馆合一”
的乒乓殿堂是上海体育文化又一新地标，从瑞士洛桑
整体搬迁而来的国际乒联博物馆更是国内引入的第一
家国际级体育类专业博物馆。
我的乒乓情结始于&$$'年天津世乒赛，那场惊心

动魄的决赛至今记忆犹新，由王涛、马文
革和丁松等组成的中国男乒险胜瓦尔德
内尔领衔的瑞典队，重夺斯韦思林杯。自
此以后，我喜爱上了“国球”，还参加过新
民晚报红双喜杯等赛事。身为忠实粉丝，
自然不会错过“尝鲜”的机会，在官方微
信平台预约后，次日我就兴致勃勃来到
了乒博馆。

乒博馆与世博会博物馆隔街相望，
金属质感的银灰色外墙在阳光映衬下格
外醒目，立于正门前的“小乒乓舞动大世
界”艺术造型动感而不失华美。此时，纷
至沓来的参观者正排队领票，慕名而来
者不在少数。走进馆内，一楼的国际展区
分为六部分，包括乒乓球运动的溯源，对奥运会、世锦
赛和世界杯三大赛事的回顾，乒乓球、拍等器材知识的
介绍，以及二十多种技术打法的视频展示等等。展厅布
局精巧，展品琳琅满目，既有&($"年世界上第一副乒乓
球拍、&$""年赛璐珞球，各届大赛的秩序册、徽章、奖杯
和奖牌，也有国内外著名选手亲笔签名的球拍、球衣，
能将如此多的珍贵实物聚集一堂足见乒博馆的高水
准。令我惊喜的是，在展厅一处还陈列着考比伦杯、斯
韦思林杯等世锦赛七座奖杯。在“乒乓魅力”展厅，中
美、韩朝乒乓外交的故事引人入胜，以小球撬动大球的

趣闻轶事广为流传。“花式乒乓”集锦这
段视频吸引不少人驻足，超乎想象的乒
乓技艺让人大呼过瘾。国际乒联名人堂
里，一幅以漫画头像组成的乒乓名人墙
夺人眼球，搭配生动的人物介绍，为展厅

注入了浓浓的情怀。
二楼的中国展区以时间线为脉络，梳理出乒乓球

在我国的萌芽、发展与腾飞历程。相比国际展区，这里的
展品同样丰富，不时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浏览我国培
养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名录，端详那些历经荣耀和坎坷的
球拍等实物，欣赏奋力击球的运动员雕像，此时，耳畔仿
佛又传来了铿锵有力的击球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响彻四
周，在数不胜数的乒乓荣耀背后承载着常人无法想象的
付出，更有诸如“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坚定信念。

漫步于乒博馆，&)!万余件各类藏品使人流连忘
返，乒乓运动的发展历史在此得到了凝炼与升华，自容
国团为新中国夺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也是我国
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以来，无数乒乓球从业者铸
就了“国球”不可撼动的地位，众多耳熟能详的明星运
动员和教练员为国人赢得了无上荣光。据不完全统计，
&$'$年至!"&#年中国乒乓球选手在世界三大赛事上已
累计获得近'""个冠军，“国球”的称呼真是名副其实。

零距离领略乒乓球的悠久历史和无穷魅力，乒博
馆让我不虚此行，而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仍将延续，
不会改变。

十日谈
缔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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