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孩子打“鸡血”，不停地催着孩

子跑，拼学习、拼才艺、拼考分……俗

称“鸡娃”，如今已成为不少家长热衷

的育儿方式。这些家长盲目“鸡娃”，

似乎成为周期性热点，每逢招考季都

被某些人拿来炒作一番。

家长若要加入“鸡娃群”聊天交

流，必须先领会“鸡娃群”的若干通行

术语，比如“牛蛙”是指成绩很好、表

现突出的孩子。“牛蛙”还有细分：“天

牛”是指天赋非常好、无需参加课外

培训就能成才的孩子；“人工牛”是指

通过后天培训达到优秀的孩子；“英

牛”是指英语特别好的孩子；“奥牛”

是指奥数特别好的孩子。“普娃”也被

称为“青蛙”，是指天赋一般，需要不

断下力量培训的孩子。

而“鸡娃”的途径，家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

“家鸡”是指家长主要在家督导培训孩子；“机娃”是指

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接受督导培训；“渣娃”则是

指天赋较差、能力不行的孩子，也被称为“蝌蚪”……

“牛蛙”—“普娃”—“渣娃”，这是一条鄙视链，也

是一条竞争链。怎样从“渣娃”晋升到“普娃”，怎样

从“普娃”逆袭为“牛娃”，这在“鸡娃群”里是有衡量

标准的。家长们会在群里分享“鸡娃”的学习进度标

准，2岁、3岁达到什么标准，小学达到什么标准，初

中达到什么标准。

“鸡娃”流行的背后，是众多家长的教育焦虑，某

些家教老师和培训机构也在刻意推波助澜。然而，

一些家长却失望地发现，无论如何“鸡娃”，自家孩子

的天赋秉性、学习能力实在平淡无奇。正如专家指

出的，“家长焦虑的是不愿接受孩子普通的事实。”一

些家长并非不明白这一点，但不论孩子自身条件如

何，总希望能培养出“贵子”，因此他们竭尽所能，在

孩子身上花大钱请家教、上补习班。倘若家长以为

“贵养”就能出“贵子”，实属片面。其实，家长疯狂

“鸡娃”往往适得其反，其恶果无异于缘木求鱼、火中

取栗，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加剧孩子的逆反心

理，造成得不偿失的尴尬局面。

家长与其掉进“鸡娃”的陷阱，不如从孩子的特

质出发，静下心来理性育子，切忌随波逐

流，被所谓的标准裹挟，使孩子在内卷中变

成“牵线木偶”。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

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孩子诚信、博爱、自立、

勤勉等高尚品格，成为健康善良的人，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从而获得人生的幸福生活。

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是家长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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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陶渊明是中国古
代隐士群体中最有名的人，
但他不是至始至终的隐居
者，而是多次出仕后归隐田
园。《陶渊明传》记载，不管是
白丁还是显贵，只要来找他，
他就摆设酒菜，热情款待。
他的酒量不大，喝醉了便说：
“我醉欲眠，卿可去。”似乎喝
酒是隐士的标配，实则却是
避世远祸的方式。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

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

君。”这是梁代陶弘景隐居后
回答皇帝的一封诏书所问而
写的一首诗。因为他曾在朝
中担任左卫殿中将军一职，
在政治上有些影响。他学道
后，坚决辞去朝廷食禄，隐居
句容句曲山。梁武帝即位
后，多次派使者请他出山，他
没有答应。不过，梁武帝每
有大事难决，常写书信去咨
询他的看法，函牍往来频繁，
当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
他虽在方外，却参与朝政决
策，可以说是半个隐士。

最受人诟病的是明代的
陈继儒。他虽当了隐士，却
不甘寂寞，经常出入官绅的
厅堂逢迎献媚，谋得一点残
羹冷炙。这类人的内心喜欢

隐居生活的无拘无束，但未
“绝意红尘”，无法完全割断
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也做不
到悠游林泉、忘却世事。到
了清乾隆年间，蒋士铨作传
奇《临川梦·隐奸》，书中的出
场诗云：“妆点山林大架子，
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
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
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
飞去飞来宰相衙。”不少人认
为这首诗是讥嘲陈继儒的。

与之相反的是终生隐居
的宋人林逋、元人吴镇等。
他们从二十多岁开始就绝意
功名，一辈子过着平平淡淡
的隐居生活，从不与官员主
动来往。林逋恬淡好古，看

透了宦海沉浮，尝尽了人情
冷暖，隐居西湖孤山，以梅为
妻、以鹤为子，偶写诗句，神
清骨冷无尘俗气。吴镇为人
孤洁，一生清贫，擅画山水、
墨竹，其传世画作有《双桧平
远图》等。

窃以为，当隐士并非一
定要到深山老林里去，可以
隐于僧、隐于道、隐于渔、隐
于樵，还可以像唐人白居易
一样“隐于仕”。隐逸只是一
种手段，只要能达到心灵的
自由与欢畅，隐于何处没有
标准答案。

隐 士
安 频 皖 南 的 秋

天，晒秋是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蓝 天 白 云
下 ，白 墙 灰 瓦
旁，不计其数的红辣椒铺
放在一个个圆圆的簸箕
里；无数根金黄色的玉米
棒挂在一根根横竹竿上；
一个个黄灿灿的南瓜堆
放在平坦宽阔的水泥地
上；一根根粗细正好的红
薯散摊在庭院门前……
它们都在接受阳光的照
耀。把从田地里丰收上

来的谷物，放在
太阳底下晾晒
一番，皖南称之
为“晒秋”。

屋顶上、山
坡上、村口、路边，到处
都可以晒秋。勤劳的皖
南人，迎来了一年中最
为盛大的仪式。晒秋，
晒的是谷粒归仓的喜
悦，是把饭碗牢牢端在
手里的信心。

秋阳温暖，山河可
亲。越晒，百姓心里的秋
天越甜美。

晒 秋
徐 徐

我在摊煎饼，一旁很文
艺的小友突然问：“张姐，你
说生活到底是什么？总觉得
一天过得稀里糊涂，没劲，没
意思。”
“生活就是摊煎饼。”我

的话音刚落，小友就以哈哈
大笑给我此言盖上开玩笑的
印章。谁不是从年轻走过来
的？年轻的心总觉得词严义
正才能洞彻事理，难
以从身边吃喝小事
明察事理。于是，我
笑着说道起来：
“你看，咱俩今

天是不是突然特别
想吃煎饼？
“想吃就摊，哪

怕一人只吃一张，要
学会善待自己的小想
法。生活是什么？生
活就是由无数个‘小’
堆积起来的。包括一颗伤痕
累累的心，也是由无数小沮
丧、小失望戳得千疮百孔。
“咱没有专门摊煎饼的那

种小圆锅，没有条件就创造条
件，就找到这个方形电炒锅。
这样，能摊熟，吃煎饼的目的
就达到了。生活是什么？生
活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没
条件也要积极创造条件。
“你看，我摊出的那张煎

饼不圆，上面还有不少焦了
的小黑点，不咋好看，然而我
是能愉快接受的。我又不是
专业摊煎饼的，还没煎饼锅，
这已经不错了。生活是什
么？生活就是环境已经很艰
难了，就不要跟自己太计较
了，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与
并不舒展的当下，这也是一
种能力。

“或者，煎饼没
有摊好，一会儿做几
道好菜，也能吃得津
津有味，满脸欢喜。
动一点脑子，还是能
把这顿饭做得更好点
的。生活是什么？生
活就是多考虑点就能
改变很多，外围打理
好了，核心也会好很
多。多想一点，多做
一点，结果大多不会

辜负付出的时间与精力。
“说得再悲观点，即便咱

这次摊的煎饼每一张都很难
吃。我也收获了些教训，下
次应该比这次好些。生活是
什么？生活就是在任何时候
都不绝望，跌倒了也抓一把
教训再爬起来……”

我一回头，见小友拿着
手机在录音，现在换我哈哈
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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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是个很普通的人，
虽然识字，却并非饱读诗
书，她大概根本不知道“氛
围”这个词。对于网络时代
的各种“秀”，她更是一无所
知。但在我的记忆中，她却
是一个擅长制造“氛围秀”
的“美学达人”。

外婆的院子里有一棵
很老的枣树，每年都会结很
多红枣。秋天大枣成熟的
时候，外婆会召集全家齐聚
枣树下，来一次氛围感拉得
满满的“品枣会”。秋天的
风 清 凉 怡
人，天空蓝
得 澄 澈 无
比，几朵云
悠 悠 闲 闲
地飘着。那样的氛围，我至
今想起来都觉得心情像秋
日晴空一样朗朗的。

小院已经被外婆收拾得
一尘不染，东墙根的花花草
草依旧生机勃勃，西墙根的
瓜瓜果果结得嘟嘟噜噜。外
婆打开小舅新买的收音机，
里面正播着那个年代的流行
歌，“品枣会”的氛围被外婆
营造得美好又温馨。

外婆早已在院子里摆
上方桌，桌上放几只漂亮的
白瓷盘。大舅、大姨、母亲

跟外婆一起用竹竿打枣，大
枣扑簌簌落了一层，大家七
手八脚把大枣捡起来。小
姨把大枣洗净，装入白瓷
盘，摆在桌子上。小舅搬出
凳子和椅子，招呼大家坐下
吃枣。我们这些孩子在院
子里吃着、笑着、闹着，表兄
弟姐妹聚齐了有十几个，简
直跟十几只猴子下山一样
热闹。

一个下午的时间，一家
人在外婆营造的美好氛围中
幸福着，快乐着。傍晚散去

的时候，仍
觉 意 犹 未
尽。众人走
后，院子里
只留下我和

外婆两个人。那时我是外婆
的忠实陪伴者，她是我的忠
实守护者。外婆哼着歌，收
拾着院子里的东西，我看到
她嘴角的笑容，一漾一漾的。

外婆的“氛围秀”对我
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多年
后，我的母亲每年秋天都会
准备一桌丰收宴，而我会在
重要的日子炮制“烛光晚
餐”。我们延续着外婆的
“氛围秀”，让简单的生活有
了美的元素，把平淡的日子
过得明媚生动。

外婆的“氛围秀”
马亚伟

有何事情，
那么重要？
花下一躺，
先睡一觉。

●老树画画

睡一觉
老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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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学会挑选邻居。
两千多年前，孟母早就这样
做了。

现代都市人，置宅不易，
也就搬家不易，也就择邻不
易。左邻右舍先已各就各
位，来者都是邻，没的挑，没
的选。都说，树挪死，人挪
活，挪家呢，多是伤筋动骨。

所以，有个好邻居，是自
己幸运，做个好邻居，又是赠
人幸运。

没事，提笔拿纸，想算一
算自己究竟与多少人比邻而
居。几幢几层几户，算下来，
最后的数字出炉，竟然如此
庞大。方圆之间，俨然一个
大村庄。迎人到楼前，如在
村头远迎。送客到楼下，已
在村口送别。

有时，更加胡思乱想，
比邻相处的，何止这些前邻
后舍。

人在窗前，清风入窗，人
就与清风为邻。风，时有时
无，这是一位总在远足的邻
居，去来都无迹，没有你拜望
他的份，只能等他来拜访

你。他不全是独行独来，偶
尔携雨同至，偶尔与雪齐来，
闯点祸，闹点动静，弄得你手
足无措也是有的。

风，太逍遥。他不是一
位值得炫耀的邻居，他不负
责，可是自己知道，这样的
邻居不装点门面，可他装点
心情。

房前有花，屋后有树，人
在树底花前，人就与草木为
邻。花草树木，不是瓜果菜
蔬，人们不指望她们结出果
实，收不收获，与她们无关。
她们不是实用的邻居。摆脱
了实用，就上升到了美。花
草树木，是美邻，是芳邻。

我们乐意“显摆”这样的
邻居，人在草木间，活在花丛
中，很难不被羡慕。周围住
着这样的邻居，有客来访，自

己不在家也无妨，自有她们
招呼款待。来人等在那里，
不觉得闷。

近处，若有流水而过，
人就与流水为邻。流水，是
智邻，这是一位淡泊的邻
居。如果流水也有面孔，该
是须眉如雪的老者。如果
再具体一点，应该接近老庄
二尊。世界的斑斓他不要，
世界的华丽他不要，世界的
喧腾他也不要，他要清澈、
润泽、驰骋，他要谦卑、包
容、不争。

人来人往，时移物换，纸
短情长，都是看不见的流
淌。当时间是一条河流，人
就是水中石。当人是一条河
流，时间就是水中石。

不远处，若有山岳在望，
人就与山岳为邻。看峡看

势，看山看脉，不论什么样的
山，脊都好看。所有的山，都
要耸出地表，所有的山脊，都
是它们努力的模样。在自家
门口窗前望得见山，也就有
了一位高邻。

有山比邻，人会更加清
楚知道自己的渺小，自己的
平常；也会更加明白什么是
伟大，什么是恒久。青山更
在青山外。山这样的邻居，
更像是一面镜子，可以不必
常来常往，空时拿来自照就
已经很好。

抬头看见云，那是我们
的一位闲邻。推窗看见海，
那是我们的一位瀚邻。春邻
是燕，夏邻是蝉。

是老早读过的诗句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后来，又读到那么多类似的
诗，如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
邻，如千里一士如邻居，重要
的美好的人搁在心里，隔万
里，隔川山，依然就像住在隔
壁紧邻。

纵是陋巷简室，偏门僻
户，周围都有好邻居。

比 邻
舒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