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宝女”常常用于女性
自称，是指女儿是妈妈的心
肝宝贝，妈妈是女儿最爱的
人，母女关系健康和谐，充满
爱意。在爱中长大的“妈宝
女”，更能在和其他人的相处
中表达善意和接受善意。

●网络新词语

妈宝女
孟冰洁

当我谈起道德时，会有
家长质疑：考试有人考道德
吗？道德怎么进入考试系
统呢？凭道德能吃饭吗？
这三个问题都是大问题。
就是因为没人考核，就是因
为不好考核，就是因为道德
不能当饭吃，才会有人缺乏
道德。于是，我们看到红绿
灯路口安装了
监控，有些人想
闯而不敢闯，但
监控坏了，有些
人就开始闯红
灯了，他不管闯红灯是否会
伤害别人。这是什么表
现？缺乏道德。还有如造
假、欺骗、贪污、猥亵、偷盗、
抢劫，都是因缺乏道德而
致。这些人里有不少曾经
是成绩好、分数高的人。

什么叫道德？心里惦
记着让他人合适，让他人舒
服，心里思量着不要被钱权
名利驾驭得太紧，心里衡量
着花草树木、日月山川、江
河湖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环境。这就是道德。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欲
望，是欲望支撑着人类进
步；但欲望超出道德的标
准，就会毁灭自己或伤害
他人。欲望如水，可以载
舟，也可覆舟。

作为家长，我们要让
孩子合理驾驭自己的欲望，
告知孩子为什么而学习。
明白为什么而学之前，先说

不为什么而学。首先，
不是为了“颜如玉”和“黄
金屋”，这是培养贪官的
节奏。同样，也不是为
了考上好大学，找个好
工作。那些上了大学就
开始吊儿郎当，参加工
作就放下书本、每天玩
乐的人，就是目标感不

强，不会有什么
大的出息。

那应该为
了 什 么 而 学
呢？第一、提高

个人的人格素养。对了，
为了修养人格，成为一个
优秀的人而学习。越早
越好，在孩子心目里列举
出伟大人物，孩子的一生
便向“伟大的行列”进军
了。这跟“颜如玉”“黄金
屋”不是一个档次。第
二、为了报效国家、回报
父母、感恩学校而学。
这是培养感恩。一个人
不懂得感恩，就跟社会
失去了关系，最终会被
社会抛弃。第三、为了
成就一件事而学，自己
的事、家里的事、学校的
事都可以。成就之后，
可以让学生找到自己的
存在感，培养其自信，使
其越来越优秀。

如此，便把孩子送
上一条放心的、保险的、
光明的大道。这条大道
是道德的。

道德与欲望
张建云

六十六、《新天津报》的

结局

《新天津报》由于连载评
书大得其利。当时报社除正
常出版业务外，另招聘了几
位在日本学新闻的留学生，
开办新闻函授学校，以造就
编写人才。大量新员工及报
社业务使当时草创时期的旧
址马家楼已不能适应，刘髯
公遂于1935年将报社迁址
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与
民族路交口），购置了宽敞华
丽的厂房与最新的印刷设
备，并拥有百余人的印刷厂，
数十人的编辑队伍，除出版
日报与晚报外，还办有《新天

津月报》及《文艺报》等。这
一切，使《新天津报》几乎压
倒同在一条马路上经营的
《益世报》。

刘髯公性喜交游，且喜
欢戏曲。在他主持《新天津
报》时，每当有外地演员来津
演出，必先到报社拜见他。
他则总是设宴招待，并买下
头一场前几排若干座票，分
发亲友前去捧场。

天津沦陷前夕，鉴于《新
天津报》在战前刊发了大量
反日文章，其编辑主任朱晓
芙因报道抗日而于1936年
秋天被日本特务暗杀，故日
伪已将《新天津报》列入另
类。1937年7月29日，随着
日军攻破天津，刘髯公毅然
宣布报纸停刊，其亲笔所写
“告别”社论，慷慨悲壮，荡气
回肠。对他此举，日伪极为
恼怒。他们先是威胁利诱刘
髯公出任伪“社会局长”，并
要他加入汉奸机构。对此，
刘髯公均予以拒绝。随后，
日方便根据汉奸提供的秘密
材料，为他定下三条“罪状”：
一、过去一贯宣传抗日，与日
方为敌。二、拒绝参加伪政
权，拒不出任伪职，表示了坚
持不合作的态度。三、给刘

髯公编了一个“国民党地下
抗日宣传组长”的头衔。但
由于新天津报馆地处意租
界，刘髯公又整日在报馆深
居简出，日伪对他奈何不得。

刘髯公最终落入敌手，
源于他慷慨好义的性格。天
津沦陷后，大批难民逃到意租
界，当刘髯公看到难民夜宿街
头时，立刻与仪品房产公司协
商筹房，并向天津富商常铸
久、雍剑秋等募捐。1937年8
月3日，他在为解救难民而欲
往法租界奔走房屋时，于万国
桥桥头被日方抓走。面对日
本宪兵，他破口大骂。对方恼
怒之下，打断其腿，将其投入
日本宪兵队水牢。此时期，刘
氏家眷四处奔走，最后以报纸
附逆为条件，于当年10月26
日方将奄奄一息的刘髯公赎
回。刘归后仍大骂日本人不
绝于口，并告知前来探望的
部分友人，赶快躲避，日本人
曾打听过他们。1938年4月
28日，刘髯公终因元气大伤
而病亡。而附逆后的《新天
津报》，曾一度由刘髯公之弟
刘谦儒主持。此间虽也连载
了部分评书体剑侠小说，但
由于经营不善，遂于1944年
终刊。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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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某农庄踏
青，农庄右侧有
一片小竹林，山
上的竹子有数千
亩。我发现院落
里不少水泥砖块被蔓延横生
的竹笋顶起，心里惊叹竹子
的生命力真是顽强。

竹子要生长，这是一种
自然之力。忽然想到诗句
“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些横
生的竹笋算“恶竹”吗？又想
到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及时

纠正的种种劣
习，若任其自然
发展，并非好事。

上网浏览，发
现阻隔和灭杀“恶

竹”的办法真不少，人类有的
是智慧。规范治理，即是风
景；放任自流，必然构成伤害。

万物生长，须求彼此利
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各有节
制。图一时之快，谋一己之
私，任其自由发展，并不是共
存共荣的可持续生存之道。

生长之道
孙江林

投寄本
报副刊稿件
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
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
稿。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

或 未 接 反
馈，作者可

另行处理。感谢支持，
欢迎投稿。投稿邮箱：
jwbfk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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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二拍》到《三侠
五义》，古代通俗小说中常
见鬼魂向官员告状，终于冤
情大白的故事；而到了《聊
斋志异》以及其后演变出的
诸多影视作品中，书生路遇
孤魂野鬼的桥段屡屡出现，
演绎出许多缠绵悱恻的爱
情故事。

为什么古人外出，常常
有遇鬼的故事传说呢？古人
出行，山长水远，也有固定
的、常用的交通线，而交通线
附近的“亭”就是供旅人休息
住宿的地方。官办的传舍虽
好，但住宿者没有开具传信
证明的话，是无法入住的。
外出的旅人在亭舍落脚休
息，虽遮风避雨猛兽不扰，但
安全问题仍然存在。遭到盗
贼抢劫还是小事，如果发生
冲突或遇到恶人，往往会有
生命危险。因此亭舍也被认
为是游魂聚集之地。

东汉《风俗通义》记载了
发生在西门亭的鬼怪传说。
西门亭是个常常闹鬼的地
方，有人因此身亡，也有人被
拔掉头发。有个小官员在投
宿西门亭的路上遇到请求搭
车的妇人，虽然他本来并不
同意，但经不住对方苦苦哀
求，还是带上了她。没想到
转天一早，搭车的妇人变成
一具冰冷的尸首。经人辨

认，这妇人是附近一户吴姓
人家刚刚去世的媳妇。这名
小官员离开西门亭后就感到
不舒服，到下个驿站后也死
去了。还有一位督邮住在西
门亭时，烛火突然熄灭，正在
处理的公文也消失不见，后
来又从壶里找到；督邮佩带
宝剑继续看些辟邪的典籍，
突然有个古怪的黑衣人走出
来仿佛要袭击他，被他用宝
剑斩落了。

东晋志怪小说《搜神
记》中另有“鹄奔亭申冤”的
故事。汉代交州刺史何敞
巡视苍梧郡时，夜宿于鹄奔
亭。半夜里有个名叫苏娥
的女鬼来哭诉冤情，说自己
没有家人，丈夫也去世了，
她只好租了辆牛车去临县，
想要卖掉家里的丝织品换
些钱财，谁知留宿鹄奔亭时
被亭长龚寿当场杀死。何
敞便叫人挖出苏娥的尸首，
逮捕了亭长龚寿和其知情
不报的父母兄弟。根据唐
代《元和郡县志》记载：“鹄

奔亭在县西八里，汉何敞辨
死女子冤即此处。”由此可
见，鹄奔亭的故事经过多年
流传，早已深入人心。

志怪小说中，旅人在无
名荒亭遇鬼、逢妖的故事不
胜枚举。其中许多都是奇谈
逸闻，比如西门亭的传说；也
有一部分可能是被掩饰的事
实，比如鹄奔亭的故事。官
员未必亭中遇鬼，也许是查
证到一些蛛丝马迹，也许是
有人悄悄检举，但为了震慑
凶嫌、维护治安、教化乡里，
才将一桩案件的审理过程描
述为鬼怪申冤，宣传善恶有
报的朴素正义观。

古代生产力低下，外出
旅行的人需要克服的困难艰
巨；勤于耕作的百姓离不开
故乡故土，因此对跋山涉水
的远行抱有恐惧心理。在这
样的集体无意识的背景下，
荒亭遇鬼的故事找到了肥沃
而广阔的土壤。人们把对行
路到陌生的地点、留宿在荒
凉地带的恐惧，幻化成妖魔

鬼怪，云集在“亭”这样一方
狭小的舞台，就犹如悬疑小
说常用的“密室杀人案”一
样，让听说、读到故事的人感
同身受，在恐怖无助的氛围
中惊悸难安，又对肾上腺素
飙升的感觉欲罢不能。

当然，真正踏上旅途、东
奔西走的行者并不会畏惧荒
亭野鬼。正如王符在《潜夫
论》中所说，“欲使人而避鬼，
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庐不
复居也”。王符本人出生于
边塞之地，因为出身不好在
家乡备受歧视，但他才学满
腹，不愿耽于世俗，一路游学
到东都洛阳。他曾经走过的
道路、借宿的荒亭不知凡几，
若是也心怀恐惧、疑神疑鬼，
又如何能结交良师益友，成
为学术大家呢？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荒亭遇鬼
任 人

进入大暑，
一年中最炎热
的时节到了。
在祖父看来，
最好的避暑方
式是心静。他总喜欢说，心
静自然凉。午后，他拿着一
把蒲扇，端坐在树荫下，边摇
蒲扇边打盹儿，很快便如入
无人之地，身边的燥热、树上
的蝉鸣，似乎都影响不到他。

祖父当家时，家里的生
活条件并不好，但我很少

见 到 他 发 脾
气，他的心总
是静的，静到
就着一碟咸苦
菜也能怡然自

得。别人批评他，甚至有
意 丑 化 他 ，他 都 毫 不 在
意。照常干自己的事，走
自己的路。

祖父活到了94岁，他一
生经历过很多次严寒酷暑，
但他从未感到过难熬。我
想，是心静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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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泰大楼旧址

位于滨江道最北端的
基泰大楼，于1928年建成，
楼体主面对称，用疏密相
间的砖砌壁柱与大面积清
水墙形成凹凸变化，红砖
组砌而成的圆形、方形和
菱形花饰，为建筑增添了
灵动的气息。

楼顶的女儿墙使用古
钱币形镂空花饰，创造出
美妙的阴影效果。大楼的
顶层是东家基泰工程司的
办公室，楼下的商铺和商
户里，有一家曾是中共秘
密联络点的长春大旅社，
1928年刚搬进大楼不久，
就迎来了顺直省委扩大会
议的代表们。

1927年8月，顺直省委
正式成立，成为中共在北方
最早设立的省级机构，彭述
之任书记。当时，中国革命
暂时处于低潮，所以顺直省
委成立之后，虽然做了大量
的工作，但是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
派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
12月中旬，陈潭秋接到秘密
电报：周恩来已经乘船前往
天津。11号，陈潭秋派徐彬

如去海河码头迎接。徐
彬如的回忆文章详细地
描述了接应的场景：“当
天下午3点多，我去码头
等候，约4点半钟，一艘从
塘沽开来的船缓缓靠近
海河码头，在下船的人群
中，有一位商人，留着八
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
袍马褂，我一眼就认出来
他是周恩来，他也很快认
出了我。”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利的长春大旅社，陆续
迎来了从北平、张家口、
唐山等地前来开会的代
表，周恩来来津当天在这
里稍事休息之后，又转移
到了日租界的北洋旅馆，
随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
工作。

为了统一思想，周恩
来还用伍豪署名，在党内
刊物《出路》上写了一篇文
章，解答了大家对整顿顺
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统
一了认识。12月22日至
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在法租界大吉里的两间平
房里正式召开，与会代表
43人。

会议改选了省委常

委，为北方党组织建立
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
枢。1929年1月底，周
恩来完成任务，回到上
海。到当年4月，天津
成立了三个基层党委，
三个区委，有 14个基
层党支部，发展党员
120多名。此时的天
津，已经成为我党领导
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
基地。

见证了这一历史进
程的基泰大楼依然在繁
华闹市里，静静伫立，迎
接着前来与她相遇的各
方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