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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是盼望开学的，就跟放假前盼

着放假一样急切。假期，对习惯了稳定职业的

人来说，只是一段乐曲中的一个休止符，稍微

停顿后，演奏出的是更为精彩的乐章。当然，

乐曲不能全是急管繁弦，工作和生活也不能

总是高歌猛进。停顿，是为了走得更快、更稳，

更有方向。

8月中旬的一天，校长打来电话，让我和

学校的另两位老师去学习教学“一体机”的使

用。正是这个电话，提醒我新的学期又要开始

了！学校已经开始为开学做起了准备。放假

前，就有消息说，我们当地的农村中学也要装

上先进的多媒体“一体机”，让先进的多媒体

教学进入农村中学的课堂。8月中旬，天气还

很炎热，但我乐于承担这个任务。“一体机”的

使用，必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打破传统教

学课堂上的沉闷气氛，给课堂教学注入一泓

活水。我和全县40位同行一起参加了这次培

训。培训老师也是工作在教学一线的老师，培

训的内容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我们学习了

课件制作、对教学资源的使用和“一体机”的

使用等内容。培训结束时，大家都很振奋，都

想在开学的时候一展身手，把所学的东西带

到学校去，带到课堂上。

这次培训刚结束，县上举办的专业技术

人员年度培训又开始了。这次是全员培训，

所有的教职工都要参加。我们一个乡的老师

被安排在一起培训。放假以后，同事们难得

见上一面，这次终于有机会“大团圆”了。大

家见了面，都不约而同地问起“一体机”的

事。可见，同事们虽然身在家中，心还是在课

堂上呀。

校长还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新

情况。因为县乡教育资源逐渐均衡，今年学校

的新生招生情况良好，准备再扩招一个班级；

学校将会分配来3位特岗教师，师资缺乏的现

状将得到改善；“一体机”已经安装到位，一开

学就能投入使用。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大家

备受鼓舞，恨不得马上就去学校看看。

回到家，我就开始整理我的教学参考书、

“讲课宝”、住校用的生活用品等。妻子问：“不

是还有几天才开学吗？提前了？”我笑笑说：

“先提前做好准备吧，别到时候丢这忘那的。”

妻子半真半假地说：“你教了20多年书了，就

不烦吗？”我说：“说实话，有时候也烦，可又总

是割舍不下。就像和你在一起一样，时间久

了，有点审美疲劳，你唠叨我的时候，甚至有

点烦；可真要分开一段时间，却又割舍不下

了。”妻子笑了：“哪有你这样比喻的？”

晚饭的时候，妻子给我倒了一杯酒。我不

解何意。妻子说：“你忘了杜甫那句‘白日放歌

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吗？”是呀，对我来

说，回到“阔别”了两个月的学校，的确有种

“还乡”的感觉。那好吧，我把已经流逝的“青

春”带上，重新上路。

9月的校园，我要回来了！

这次高温假，我可是期待了整整半年

呢！早在寒气渐收、燕子飞回的2月底，我就

计划着假期下江南，听听评弹、赏赏园林，

再吃点地道的当地美食，好不惬意。没想

到，这趟旅途充满了不如意。

大学时，我曾上过一门古建筑鉴赏课。

老师提到，江南的园林不以雄伟、壮阔见

长，而是移步换景、曲径通幽，沿着小径踏

几步，视角一变，假山、流水、小亭，风格迥

然不同，让人感叹别有洞天。从那时起，我

就期待着参观江南园林，可如今真的来了，

心里却平添了几分失落。

园林自然是对得起盛名的，只是游客

实在太多，门廊里的长龙一小步一小步向

前挪动。水边有一条狭窄的小径，我走得小

心翼翼，生怕被挤到水里去。我想，主人修

建之初，一定没料到会来这么多客人吧？需

要小心的不只是小径，更有小孩子随意挥

舞的泡泡棒、摄影家脖子上挂着的大镜头。

7月的江南本就闷热难耐，园林并不宽阔，

挤进来的人多，我简直像要窒息了一样。课

堂上学的移步换景我可没心情领略，一门

心思全是盼望着下一个卖冰淇淋的小摊子

赶快出现。

其中，扬州有个“个园”，名字有趣。园

内种了不少竹子，竹叶的形状像汉字“个”，

因此得名“个园”。我转了一圈出来，心里暗

暗地说：昔日园子里竹子最多，故以“个园”

为名，要是按今天园子里的这么多人，这园

子恐怕要改名叫“众园”了！

我终于打算放弃园林，到别的景点转

转。只是，似乎是运气不佳，处处碰壁。夜游

寒山寺时暴雨倾盆，我被淋成了落汤鸡；听

评弹曲子才10分钟，脑袋就昏昏沉沉，要用

手支着；当地的鳝鱼、河鲜，北方人的口味

实在吃不习惯……到最后一天，发现地图

上有个博物馆还没去过，一研究才发现，门

票早就提前预约完了，又没赶上。等我再次

随着人潮走进车站，把行李箱往车厢架子

上一甩，5天的旅程就这么结束了。

列车开动，我越想越郁闷，早知道就不

出来了，没忍住发了条朋友圈诉苦，讲我旅

行途中的各种不顺。发完朋友圈，我随着车

子的摇晃很快沉入睡梦中。再醒来已是一

个多小时后，评论区炸开了锅，许多朋友也

分享自己旅途中的趣事：有航班延误7个小

时不得不夜宿机场的；有一到地方就感冒

发烧不得不在酒店躺了3天的；还有个“马

大哈”朋友，回到家才发现平板电脑落在酒

店，正急匆匆地联系酒店找平板电脑呢。

有一个朋友的评论最触动我，她原本

打算趁着高温假出去玩两周，可是又害怕

人多，犹犹豫豫地，假期都快过完了。我找

她聊天，我说你没出来可太对了，外面简直

是人山人海呀。她却说，在家里天天躺着吹

空调，总感觉这假跟没放一样。

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我觉得挺

有意思的。我抱怨自己的旅行不如意，别人

却为自己没出门经历这些意外事件而惋

惜。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顺利还是

波折，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我们

都可以把心态放平一点，在外旅游的，珍惜

见过的每一个地点、每一处风景；在家里休

息的，也珍惜每一个不用顶着烈日走出空

调房的日子。毕竟，不论是出门旅游还是在

家休息，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我们

能够从中找到平衡，好好放松、调整心情，

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工作，这才是假期最重

要的意义嘛。

暑假进入倒计时。儿子带着十二分

的不舍对我说：“妈妈，暑假只剩下几天

了。”见我忙于自己的事，表情平淡，毫无

同理心，又一脸惆怅地重复了一遍。这

“熊孩子”，还嫌假期把我们折腾得不够。

我和他爸异口同声地回答：“明天就开学

才好呢！”

儿子回了一句：“等你们老了，也送

你们上老年大学去。”我说：“好啊，我奉

行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理念，这真

是投我所好了。”他爸却不乐意，表示：

“我去课堂上打瞌睡。”看来上学这件事，

还得因人而异。

回想我小时候的暑假，假期开始，那

叫一个兴奋，大有飞鸟投林、游鱼入海的

感觉，又像乞丐一夜变为富翁。上学期

间，学生像一个旋转的陀螺。早上到校，

一天全是满满当当的课，下午放学，饿着

肚子一路小跑回家，母亲将一大碗香喷

喷的饭菜给我留在灶上呢，吃完饭还得

赶紧做作业。暑假意味着什么？没人拿着

鞭子抽陀螺了。整整两个月，大把大把的

时间，就像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无

数的光斑，几乎可以听到数不清的金币

在地上滚动的美妙声音。

不用上学，可以睡懒觉，夜晚可以和

小伙伴在满天星月的院子里疯玩。白天

更不用说了，拿着箢篼到小河沟捕鱼，捕

到几条小鱼虾，当晚的伙食就可以得到

大大改善——炸灰包鱼！就是将小鱼裹

上一层面粉放在热油锅里炸熟。自己的

劳动果实，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我小时候没钱买零食，但能吃到最

鲜美的螃蟹。光着脚板站在小溪里，搬开

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幸运的话很快

就可以找到一只螃蟹，立即大呼一声，和

小伙伴站在水里一人撕下一条腿分而食

之。

那时候，我们也没钱买水果，但山上

的灌木丛、藤本植物上长着呢。比如火

棘，我们那时叫它红籽，大把大把摘下往

口里塞，嚼起来甜甜的、粉粉的、糯糯的，

口感不错。刺梨也是我们假期的水果。满

身的刺可难不倒我们。农村孩子打小就

会灵活地使用割草刀，拿起刀子削去带

刺的皮，嚼起来酸酸甜甜的，汁液充足，

既解渴又解馋。这种野生果子山上到处

都是，现在还有人特意摘来泡酒。还有马

泡，蛇莓等。大人或许怕我们吃起来不知

道节制，便吓唬我们说蛇莓是蛇吃的，蛇

在上面吐过唾沫，有毒。蛇莓那艳丽的色

彩和饱满的样子让我们垂涎欲滴，小孩

大都偷偷摘来尝过，算不上美味，但也没

有怪味。长大了才知道，它只是微毒，不

仅营养丰富，还有药用价值。

待每一条小河沟、每一条小溪流都

留下我和小伙伴们的足迹后，暑假就剩

下一个小尾巴了。眼看尾巴越来越短，心

里有点发慌。想到两个月没有看到同学

了，又充满期待和莫名的兴奋。检查暑假

作业，当初决心快速完成的作业做了一

大半便搁浅，那些跳过的难题后来挠破

头皮还是不知道怎么解答。不管了，直接

求助哥哥，或者暂时写一个答案。暑假即

将结束，让儿时的我既欢喜又忧愁。

加缪说：我一直琢磨不透，日子怎么

能既漫长又短暂？

对儿子来说，暑假也是既漫长又短

暂吧？儿子抓紧最后几天频频与同学约

玩，大约既是对暑假的留念，也包含着对

开学的期待吧，毕竟每学期都是崭新的

开始，老同学说不定已换上新面孔。

作为一名“80 后”母亲，我时

常怀念那些无忧无虑的暑假时

光。那时的我，仿佛置身于一幅生

动的画卷中：宽阔的田野上，我自

由地奔跑，脚下是软绵绵的绿草，

手中捧着的是夏日里清甜的西

瓜，耳边是蝉鸣与妈妈的呼唤交

织成的乐章。这一切，都是我童年

最宝贵的记忆。

然而，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

步入中年，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守护

者。暑假，这个曾经专属于我的自由

天地，如今却变成了与孩子们共同

成长的舞台。我化身为“防手机卫

士”，而儿子则成了与我斗智斗勇的

“小探险家”。

那几天，我身体不适，计划去医

院检查。临行前，我给儿子再三认真

交代，锅里煮着饭，一定记得关火。

然而排队挂号、检查等程序，耗了我

近半天的时间。当我拖着疲惫的身

躯回到家中，迎接我的却是厨房里

传来的刺耳异响和刺鼻的焦味。我

快步冲进厨房，只见煤气灶上的锅

已烧得通红，黑烟滚滚，我的心也随

之提到了嗓子眼。

那一刻，愤怒与担忧交织在我

的心中，我忍不住大声质问儿子。但

当我看到兄妹俩眼中流露出的恐惧

与后悔时，我意识到，责备并非解决

问题的良策。

归根结底，我只是在借题发挥。

自从我工作变得更加忙碌之后，儿

子逐渐爱上了打网络游戏。有时我

说两句他就会停下来，可只要我出

门，他就马上故技重施。最近让我气

愤的是，他的行为模式，竟然正在影

响他的妹妹。

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开始打

扫厨房。这时，儿子默默走进来，拿

着抹布也开始帮我打扫。那一刻，我

自责、内疚又感觉无力。多希望孩子

能够体谅父母的不易，多希望他能

够意识到网络游戏的危害。

当我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儿子

端来了一杯水，说：“妈，对不起，我

不应该忘记你交代给我的事。”我

很想大发雷霆，再训斥他一通，想

让他明白时间的宝贵、生活的复

杂，想让他知道工作、持家的辛苦

与不易，可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呀。

在他的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有属于

他的快乐吧。

于是我耐心开始询问：“儿子，

妈妈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儿子放

下水杯，点头说：“妈，你说。”我非常

认真地问：“儿子，你觉得妈妈做什

么事情，可以让你戒掉网络游戏？”

儿子思考了几秒之后说：“妈，我可

能是对游戏有点上瘾，不能克制自

己。以后，如果我开始玩游戏，你可

以提醒我。同时，咱们也可以每周列

个计划去户外玩一会儿。”女儿马上

补充：“妈妈，你好久都没有陪我去

游乐场了。”儿子告状似的说：“对

呀，我们班同学暑假都去爬山、去旅

游，你跟爸一直都在忙事业，没有时

间带我们出去玩……”

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或许孩

子们对网络游戏的迷恋，只是因为

生活的单调、无聊。我应该带他们旅

行，让他们开阔眼界。实在不行，我

也可以带他们回老家去感受风吹麦

浪、果园飘香，让他们体会我曾经的

快乐童年。

孩子们一听我暑假计划带他

们回乡下摘桃子，激动坏了，小女

儿马上放下了手里的平板电脑，

说：“妈妈，我最喜欢吃桃子了。”这

时，我把孩子们拥入怀中，对他们

说：“妈妈只是工作忙，并不是不爱

你们。以后，我会多挤出时间陪你

们出去玩。”

儿子说：“实际上不一定出去

玩，偶尔咱们一家人做亲子游戏

也可以呀。”我一听忙点头，我们

在忙碌的生活中，似乎时常忽略

了孩子的需求，他们需要爱，更需

要陪伴。

没想到，暑假里，孩子们给我上

了“一课”，原来，做家长也要努力学

习、不断成长。

这个暑假，我给女儿报了游泳班。一

对多，10次课，包学会蛙泳。暑期学游泳

实在火爆，游泳池的孩子们3个一堆、5

个一伙，多得跟下饺子似的，岸上也站满

了陪同的家长。

跟女儿一块学习的有两个“加课

生”，一个是 8 岁的小女孩，一个是 6 岁

的小男孩。他们在学习了 10 节课后，仍

不能“摘漂”。8 岁小女孩的奶奶每次都

来得特别早，坐在岸上，一刻不停地指

导小女孩练习。小女孩热情不高，教练

指导她时，倒还算认真，但教练一去教

别的孩子，她就抱着浮板满泳池晃荡。

小女孩的奶奶在岸上大声批评她，一批

评，小女孩干脆坐在泳池边，不游了。6

岁小男孩的岸上“教练”更多，爷爷奶奶

都来了，爷爷一脸严肃，边看孩子练习

游泳，边踱步皱眉。奶奶则一边斥责孩

子动作不标准，一边气鼓鼓地驱赶爷

爷：“你赶快走吧，瞧你那眼神，孩子看

了都害怕。”小男孩一会看看爷爷，一会

看看奶奶，不知所措。

9 次课过去了，女儿的学习进度也

不乐观，平日里强装淡定的我着急了，加

入了岸上“教练”的队伍。我站在岸上手

脚并用地指导女儿，嗓门越来越大。女儿

看着我张牙舞爪的样子，也生气了，嘟起

的小嘴能挂个小油壶，气愤地冲我说：

“你生气的样子真难看。”气归气，该抓紧

的还得抓紧。一时间，我们几个岸上“教

练”绕着游泳池，齐齐发力，你一言、我一

语，搞得孩子们一脸茫然。教练也被我们

说“晕”了，走上岸，搬来几张凳子，让我

们坐下，要求我们只许远远看，不准说

话，不准走动。这下，我们这群岸上“教

练”安静了。

说来也奇怪，我们一安静，孩子们反

而学得投入了。其实该教的动作要领教

练都教了，孩子也都记得。几个孩子互相

纠正动作，你帮助我练习换气，我指导你

蹬腿，仅 1 个小时，每个孩子都突飞猛

进，憋气、蹬腿、划水、换气，一气呵成。岸

上的家长们都面露欣喜，毫不吝啬地鼓

掌。孩子们高兴地欢呼雀跃，尽情地在我

们面前“炫技”。

下课后，教练对我们说：“我教游泳

十几年了，你们这样的家长我见多了，盯

孩子太紧，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越批

评，孩子越紧张，越学不会，要学会给孩

子松绑，让孩子自己去摸索。”

记得樊登在解读《掌控习惯》一书时

曾说过：“当把孩子控制过紧时，我们不

自觉地沦为解决问题的标准机器，也夺

走了本属于孩子们自己的，变得坚强自

信、勇敢成长的机会。”

诚如教练所言，我们做家长的要学

会放手，多做合格的观众，少做指手画脚

的教练，把学习的空间留给孩子，把探索

的主动权交给孩子，这样孩子才能在自

我历练中增长自信、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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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茗芳

漫长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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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意的旅行 ■ 吴宇仑

清流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