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7月中旬至月底，
是故乡最忙的时节。之所以
“忙”，是因为有个重要事项：
双抢。在一年中天气最热的
盛夏，抢收、抢种，最能体现
农耕艰辛，也最让我这个“半
道出家”的农民之子心悸。
“双抢”前得准备妥当：

备吃食、磨镰刀、屯葽子、拾
掇器具……人和牛也得心无
旁骛，养足精神，犹如一场
“大仗”前的排兵布阵。记忆
里，原本离休回乡养老的父
亲，在每年“双抢”前夕总会
反复念叨一番，性急得很。

抢收，就是赶快收割已
成熟的早稻，腾出田来，抢在
“立秋”之前栽下晚稻的秧
苗，亦即“抢种”。“抢”，抢的
是农时，误了农时，会影响下
一季的收成，常言道“不栽五
一田，不插八一秧”“你误田
一时，田误你一季”。在我的
老家，“双抢”从开始到结束
要持续十来天。
“双抢”得合理安排时

间，也就是干活的先后次
序。比如，一天之中，清早做
啥，上午做啥，午后做啥。老
家的人往往清早割稻，上午
插秧，午后呢，则把清早割下
的稻子捆扎起来，挑到打谷

场。老家人善于计划，能让
几样不同的活儿交替着进
行，互不妨碍，相辅相成，起
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经受了白天的劳累，凌
晨五更往往是人睡得最沉的
时候。可这个时候你得一骨
碌翻身起床，为啥？下田割
稻。此时天气凉爽，田里的
稻穗沉甸、饱满，紧紧挨挨，
风雨不透，厚实得像一堵墙
一样，正是弯腰挥镰的良

机。倘若延至天明，气温上
升，人当然闷热难耐。而拂
晓刚过，早起的割稻人割完
稻子，收工回家，正好是早饭
的当口。
“双抢”中最“漫长”的活

儿得算“插秧”了，那是稻田
捆完谷后，历经“三耕二耙一
耖”的整理再重新拉开的序
幕。人，双脚踩进田里，烈日
当头，泥水发烫，弯腰俯身，
聚精会神，以退为进……那
份难以言表的忍耐、坚持和

煎熬，漫无边际。
相对而言，“抢收”环节中

的“捆谷”则稍微快捷些。凌
晨割倒的稻穗暴晒了几个钟
头，到傍晚时已干燥、蓬松，正
适合捆扎上岸，挑到打谷场。
这件事延迟不得，不然的话，
若碰上一场雷阵雨，摊在田里
的稻穗被淋了个透，日后打出
的谷子难免发霉。
“捆谷”时，把满满的一团

稻穗揽在胸前，好像怀抱一团

“火焰”，炽热非常。收拢稻
穗，分散捆扎，走动中，陷在田
里的双脚被淤泥阻滞、拖累，
挪步、转身都很吃力……一担
百十来斤的草头上肩，穿过蜿
蜒狭窄的田埂，往返于“捆谷”
的稻田与打谷场之间，是一条
洒满汗水的稻穗升华为稻谷
的跋涉之路。
“双抢”中，天气热、劳动

强度高、体能消耗大，人需适
时补充能量。大集体的年
代，各小队往往在每个“出工

点”放上一桶酸梅汤或菊花
茶之类的饮用水，供人舀取，
解暑降温；分田到户以后，各
家自筹，条件改善了，人们还
把开水瓶、碗筷，以及瓜果、
泡面等食物带至田头。

我不是农民，但母亲是
农民。作为农民的儿子，我
体会过“双抢”的艰辛。“双
抢”是种田人与季节的比拼，
也是与自身毅力、意志的一
场激烈博弈。

如今，限于人力，不少水
稻产地已改种一季了。即使
有地方一年仍然栽种两季、
三季，也大多已采用机械，乃
至智能作业了。几年前的
“双抢”时节，我的老家已不
见忙碌景象，田野里上一季
留下的“秧生稻”已长约尺
许，昔日的“双抢”了无痕迹。
“双抢”在岁月的变迁中

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回忆，就
像日子里的苦辣酸甜。置身
乡野，我眼前影影绰绰：“双
抢”时最惬意的一刻，是在起
早贪黑、腰酸背疼的间歇时
段，于一棵浓荫匝地、微风习
习的大树下短暂小憩；最舒
心的时候，是从已栽种完毕
的田边，回望一片新绿，禾苗
摇曳……

双 抢
祁文斌

前不久去世的“画坛鬼才”
黄永玉，曾为孩子们编绘了一本
独一无二的《给孩子的动物寓
言》。书中，黄永玉以一幅画作
配一句短语、一篇短文的形式，
创作了 138则与动物有关的寓
言，用生动活泼的形象或幽默逗
趣，或意味深长，揭示了一些严
肃深刻的哲理。在书的序言里，
黄永玉说：“动物比人好，动物不
打孩子，人常常打孩子。”以此对
不当的教育孩子的方法提出了
自己的批评意见。

年轻时的黄永玉是不折不扣
的孩子王，从不打孩子的他，故事
讲得很好，唱歌也是一流，住一个
大院的孩子们最开心的事情，大
概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动物园，像
群土匪一样到处跑，到处野，但孩子们却跟他学了许
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

在我们的周围，以教育之名打孩子仍时有发
生。这自然与一种传统的理念有关，故而也总能听
到打了孩子的家长说，这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
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曾言：“教育应该是快乐的。
当一个孩子处于不快乐的情绪中时，他的智力和潜
能就会大大降低，呵斥和指责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其实，对于常常打孩子的家长而言，首先是自己
的心态和观念有问题——应正确面对，积极进行心
理调节。最重要的，经常打孩子会给孩子在心理上
带来两个后果：首先，这会导致孩子自我否定，觉得
自己不够好，做什么也不对，从而形成自卑心理，总
唯唯诺诺，胆小怕事，做事不主动，生怕因错被批评、
被责骂；其次，一些孩子在被打的过程中，逐渐变得
叛逆，不听话，产生对抗，容易情绪化、冲动，乃至产
生暴力倾向。

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高尔基也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
谁。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学生。”所以，打
孩子绝不是好的教育方法，不要再轻信“打是亲，骂
是爱”那一套了。教育孩子时应多用语言和孩子交

流，用积极的方式与孩子互动。多包容和
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我们应该像黄永玉老人那样，用充满
爱的、让孩子快乐的方法来教育孩子，让
孩子从小养成好的思想品质和性格，以此
才能使之将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享受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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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天津老城区
掀起了拆迁改造热潮。人们
从平房杂院搬进新楼，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
过兴奋之余，也有一部分中
老年人怅然若失。他们认
为，人住进楼房以后离开地
面，就不“接地气儿”了；因此
有必要经常下楼，到公园和
绿地去遛遛。

那么，何谓接地气儿？
这个“接”字不难理解，它包
含了连接、靠近、接触、享受
等一系列内容。而说到“地
气儿”，相对而言也不复杂。

它的本义就是地表的温度，
泛指气温或气候。古人云：
“地气秋仍湿，江风晚渐凉。”
“南中地气暖，少妇莫愁寒。”
这些诗句里面所言及的内容
皆为此意。

也有人把地上的潮湿之
气称为地气。早年间，民间
老百姓普遍认为，阴冷之处
地气重，湿度也较大，不仅不
适宜存放东西，人也不可以
在此久居。

众所周知，自然界只有
当天地之气上下相接时，才
会有春暖花开的蓬勃景
象。譬如，我们到了海滨，
会脱掉鞋袜赤脚走上沙滩，
这样沐浴在阳光下，有心旷
神怡的感觉。窃以为，这就
是“接地气儿”。有一位海
员朋友，曾随船远航到过四

十多个国家。大家都十分
羡慕，他却不以为然，说：
“你们哪里知道，常年在海
上漂泊是什么滋味。人的
这双脚只有踩在大地上，心
里才踏实！”
“地气”有时也指土地和

山川赋予人与物的灵气。清
代诗人李渔在他的《风筝误·
遣试》中写道：“毕竟是伊家
地气灵，产出惊人宝。”

值得一提的是，“接地气
儿”这句老话还有更进一步
的引申义，即深入基层群众，
贴近百姓生活。以举办了四
十年的央视春晚为例，此前
几年，编导们使出浑身解数，
力求能为观众奉献高质量的
荧屏盛宴，然而事倍功半，结
果可谓不尽如人意；后来，他
们吸收草根明星加盟，不仅

传递了对大众阶层的人文关
怀，同时也更“接地气儿”，为
人们所乐道。

窃以为，对于文艺工
作者而言，所谓的“接地
气儿”就是要广泛接触基
层生活，与广大人民群众
打成一片，了解普通老百
姓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在
文艺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他
们的理想、愿望和追求。
所以，我们要踏踏实实地
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努力
去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
之所急。只有做到这些，
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接地
气儿”。

接地气儿
赵志明

我和朋友结伴骑车上
班。刚才还彩霞满天，顷刻
乌云密布，要下雨了。恰好
前面红灯，我们停下，快速取
出雨衣。身旁一个男生，则
闯黄灯过了这个路口。这
时，大雨如注。没料想，到了
下一个红灯，我们
发现刚才那位“闯
关者”并不喜悦。
此刻的他，活脱脱
一只落汤鸡，一边
抖落浑身雨水一边
粗口骂娘。

红灯，在常人
眼 里 ，总 是 障 碍
物。其实它能让我
们规避风险，躲过
一场自然的或人为
的困境。我发现，
如果将红灯划入旅途之中，
将所有的停、等、观、望，都当
作旅途风景，一路笑纳，将是
一种收获。

还有一次，过十字路口
的时候我发现红灯没了，正
在窃喜，女儿却说黄灯绿灯

也没了……事实确实如此，
红灯没了，车祸似乎近了。

不由得想起古时那些事
儿。明太祖朱元璋曾问众大
臣：“普天之下什么人最快
活？”有说金榜题名快活，有
说富甲天下快活。一位叫万

钢的大臣说：“畏法
度者快活。”与之相
反的例子是和珅，
被抓进死牢后才晓
得此理，“百年原是
梦，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墙高
不见春”，无视法度
的他只能在狱中写
下“对月诗”。

在规则面前，
有人视为壁垒，憎
之恨之。有人给予

漠视，凌驾之、践踏之。正如
金刚怒目，怒目不是为了“吓
唬”，而是为了度化。在高压
线前戛然而止，延续的将是
无限的顺畅。红灯走了，绿
灯来了。至此，你才会拥有
真正的自由与快乐。

红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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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

国传统的中秋节。每当
此时，我常想起母亲做的
枣泥月饼。

小时候，物质条件匮
乏，但每逢中秋，母亲总
会给我们做枣泥月饼。

母亲先把红枣洗净，
对半切开，剔除枣核，把
枣肉剁碎，在蒸
屉上摊平一块湿
布，把枣肉铺在
上 面 ，蒸 30分
钟。然后，将之
晾凉，剁成枣泥
备用。母亲说，
这样蒸出的枣肉
绵软好消化。

接下来，母亲
在炒锅中倒入油，
放入枣泥，温火耐
心炒制，直至油被
吸收完，这样枣泥
馅就做好了。然
后，母亲把枣泥馅
分成大小相同的等份，一
一包入事先准备好的月
饼皮中，包好，上锅大火
蒸15分钟左右。蒸好的
月饼蓬松、甘甜。母亲用
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了可
口的月饼。

当我还没尝鲜，母亲
就拿出几块月饼让我给

隔壁的李奶奶送去。李
奶奶老伴不在了，唯一的
儿子在外地工作。平时
我家里有好吃的，妈妈都
会给李奶奶送去一些。

李奶奶接过月饼，咬
了一口，连声说：“好吃好
吃，你妈妈手艺真好。”然
后掰下一块放到我嘴里，

又香又甜。
那年月，生活

普遍不宽裕，妈妈
用她的手艺赢得
了 李 奶 奶 的 赞
扬。李奶奶用她
的善良常常来照
顾我，也让妈妈省
了不少的心。

有一次，我
和 小 伙 伴 们 玩
耍，手指头被玻
璃 划 破 了 ，大
哭。李奶奶半牵
半抱地把我送到
门 口 的 诊 所 包

扎，还及时打了破伤风
针。等妈妈下班回来，我
已经不疼不哭了，正在李
奶奶家吃饭呢。

后来，我成家了，也
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到
中秋佳节，我会给孩子讲
述妈妈做的枣泥月饼和
邻里的故事。

妈
妈
做
的
枣
泥
月
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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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长在
一条条垄地里，
中秋后便开挖
了，过去乡下无
农机作业，全靠
人工挖。那时，每天放学后，
我都要去垄地里挖红薯。

垄地里的红薯，实在是
太多了，一锄头下去，能带出
好几个红薯来。一垄垄地
挖，一趟趟地挑，特别忙和
累。不知不觉中，村口飘起
了一缕缕炊烟，母亲已差不

多 把 晚 饭 做
好：锅里是红
薯稀饭，灶洞
里 埋 着 烤 红
薯，桌子上摆

放着洗干净的生红薯，丰收
了，红薯得要花样百出地吃。

人勤，地就能生万物，从
育薯苗，到插薯藤，再到锄
草、施肥、翻藤、松垄，父亲带
着我一路照顾打理着红薯，
才有了秋收时的忙碌，累并
快乐的忙碌。

收红薯
徐竞草

大 悲 时 不 发
言，大怒时不争辩，
大喜时不许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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