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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娘一连打了两个响亮
的大喷嚏。我看了她一眼，说，别
是感冒了。

她用手捏了捏鼻尖，说，不
会，大概是你芬娣阿姆在传（想）
我。

哪个芬娣阿姆？我有些懵。
村子里是有好几个阿姆，我都记
得，但芬娣阿姆却怎么也想不起
来。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芬娣
呀。过年前，他们搬回来了。你有
半年没去我们家，自然不晓得。”
娘说。

“隔壁的芬娣阿姆？”我不由
重复了一遍，突然想起什么，忍
不住“啊”地叫起来。

什么芬娣阿姆，可不就是我
们家的“仇人”嘛。记得我读小学
时，爹娘为了一块地基和芬娣阿
姆德成阿伯吵得不可开交，还惊
动了村支书。自那以后，不用爹
娘嘱咐，我们姐妹就很自觉地再
也不喊芬娣阿姆和德成阿伯了。
其实当时，我还是觉得挺尴尬
的，毕竟两家住隔壁，平时抬头
不见低头见的，却要将对方当作
隐形人一般视而不见，我这颗小
小的心总归有些不自在。

我们家是三个女孩，芬娣阿
姆家也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已经
自立门户，大女儿也刚刚嫁了，
唯有小儿子还在读书，比我们大
姐还大一点。依稀记得那个男
孩，生得高高大大，每每路上遇
见，他要么抬头望天空，要么扭
头朝一边，偶尔不小心对上视
线，他的眼底竟然泛着凛凛寒
光，吓得我赶紧低下头。

过了几年，芬娣阿姆和德成
阿伯跟着小儿子出去打工，过年
了也没有回来。我们家隔壁的房
子便一直空着，院子里也渐渐地
长起了青草……

“原来他们搬回来了。”我不
咸不淡地说。

“嗯，电视里不是说嘛，树叶
什么的归根。外面再好，总归是

出生之地最好。”娘说。
“那你们现在……”我故意

慢吞吞地。
“你娘现在和芬娣好得穿一

条裤子呢！”冷不防，爹插了一
句，似有取笑之意。

娘也敏感，赶紧解释道：“你
芬娣阿姆搬回来第一天就送来
一盒点心，我总该还礼吧。”

我点点头。我了解娘，她就是
这样一个恩怨分明的人。人家送
她一尺，她就要还人家一丈。

“不过那一天，也亏得你芬
娣阿姆找你妈去聊天，才会发现
你妈犯了头晕病倒在地上。我那
时又不在家，否则后果真的不敢
想。”提起旧事，爹依然心有余
悸。

“是呀是呀，那天多亏了你
芬娣阿姆。”娘也附和了一句，然
后忍不住感慨道：“这人啊就应
该度量大一些，福气才会大。如
果你退一步，人家也会退一步，
就啥烦恼都没了。你们书里怎么
说的，隔壁邻居关系搞得好，比
亲戚还强呢！”

“远亲不如近邻！”我笑着
说，然后又用宁波话给二老翻译
了一下。他们听得直点头。

“现在，你妈和你芬娣阿姆
天天凑在一起研究种花呢，还比
赛谁种的花开得早开得多。还有
你翠菊阿姆，志凤阿姆，玲娟阿
姆，她们都像犯了花痴一样比赛
种花。村子里每天香喷喷的，熏
得我头也晕死了。”爹似乎在抱
怨，可是语气里分明藏着欢喜。

“就你花头多！”娘横了爹一
眼，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素，
待会儿你带妈去一趟花鸟市场
吧。我想买两盆三角梅。你芬娣
阿姆上次在城里看过后欢喜得
不得了，一直跟我念叨着哪里去
搞点来种种。可是我们俩在乡下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城里应该有
卖的吧。我想买两盆送给她。”

“一定有卖的。”我愉快地向
她保证着。

远亲不如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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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秋雨《山河之书》
已经数遍，对每一篇美文
都如数家珍，每每陶醉其
中不知归途，于是尝试记
录下阅读《都江堰》后心中
的点滴感触。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摈弃书写空洞的文笔
之美，谱写属于自己的山
河文化，寻找天地间的地
理文化、人文文化……开
启了“苦旅的征程”的余秋
雨真的是我们山河文化的
书写大师。

人生天地间，得到阳
光的恩施，月光的滋润，吸
食天地赐予我们的一切，
应该懂得感恩，应该知晓
本分，敬畏自然，因为我们
都知道月盈则亏，水满则
溢的道理。人行天地间须
遵循中庸之道，须敬三尺
之上之神明。

一句“问道青城山，拜
水都江堰”道出了人与自
然相处之道。看看屹立千
年的都江堰，哺乳着整个
四川盆地就知道了，人必
须要顺应自然才会得到自
然的恩施与厚爱。两千多
年前的李冰治水成功，正
是因为他采用了“深淘滩，
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
心”的顺应水性的自然属
性。人领悟了水，顺应了
水，听从了水。只有这样，
才能天人合一。

大禹治水也是顺应了
水的属性，水往低处流，如
果采用围追堵截不让水流
动，违背了水的属性，那到
了一定的度就会受到水的
制裁。

治水之道，为人之道，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
就来探讨下如何把握孩子
的天性，来更好地进行教
育教学。时下常听到这样
一种既轻松又紧张的母子
关系：不学习时母慈子孝，
学习时鸡飞狗跳。再看看
卢梭的《爱弥儿》出版多
年，经久不衰，其中原因也
应该是卢梭倡导的爱的教
育，自然教育吧。

马列唯物主义告诉我
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小
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小孩
子首先是人，人是需要并
且渴望获得尊重与肯定。

用陶行知的一段话来简单
描述下小孩子：“人人都说
小孩小，小孩人小心不小，
你若以为小孩小，你比小
孩还要小”。小孩子是充满
好奇心，是活泼好动，是注
意力的易转移，是模仿的
天才……在了解了孩子的
这些特点后，我们进行的
教育才有了向导性。从事
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工作，
我们从肯定孩子的行为、
态度开始，从利用好奇心
的维度进行教学，如果能
做到抛砖引玉，引而不发，
如果能设置活泼的情景，
融入孩子世界的视角来引
导，并且做到以身作则的
正能量教学示范等，而且
从始至终用我们那份真挚
的爱，那我们的教育何尝
不会母慈子孝。

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
偶然的，每一结果都有他
的因缘。我们要去寻找导
致事情发生的必然原因，
去探究产生结果的那颗种
子。去顺应自然，才能与自
然和谐共处。

同时我们在顺应孩子
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就
意味着要无底线的进行所
谓的返璞归真的纵容教育
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看
看我们所罗列的治水之道
就能略知一二，顺应水性，
前提是给水辅佐以沟渠水
道，正因为有了水道的引
导以及两岸的限制，水才
会沿着水道滋养两岸人
民。所以我们在教育道路
上，制订相应的教育教学
纲目，进行因人而异，辅佐
以爱的教育，我们的教育
才会有质的提升。

人人都说教师是园
丁，孩提时以为就是一个
简单空洞的口号。现在为
人师已数年，才发现此言
不虚。孩子们就像花园里
的姹紫嫣红的花仙子，而
作为园丁的我们更应该做
好修剪的工作，让花花草
草们尽情而快乐地沐浴阳
光。

水之道，天之道，人之
道，为师之道，教育之道，
学习之道……一切都在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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