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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在刁荣普的日记里，很多内容都跟

倡导孝顺父母、爱家爱国有关。“百善孝

为先，良好的家风、家训带给孩子的是融

入骨髓的东西，是真正能够让孩子安身

立命的精神和文化的熏陶，这也是隔代

教育的重要内容。”

有段时间，一宸的奶奶生病了，一宸

爸爸来回于医院、单位、家，忙得无暇休

息。“爸爸你吃饭了吗？”“你不要有压力

哦，奶奶会好起来的。”年幼的一宸只能

在视频里安慰爸爸。

“一宸爸爸的一言一行，为孩子树立

了榜样。他的辛苦里藏着责任、担当、关

爱等美德。”在共读《爸爸辛苦啦》这篇日

记时，一宸几度眼含泪水，让一旁的刁荣

普也为之动容。

“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培育出善良

和感恩的孩子。”刁荣普一直告诫女儿和

女婿，“慈爱”是父母在儿女心中播下的

第一颗美好的种子——孩子呱呱坠地来

到这个家，被爱包围、被爱照护、被爱回

应，他才有能力去爱他人和这个世界；

“善待”是父母在儿女心中播下的第二颗

温暖的种子——孩子觉得自己是被关注

的，觉得自己是被疼爱的，觉得自己是有

价值的，才会自信地活着；“智慧”是父

母在儿女心中播下的第三颗种子——

“转识成智”，父母教会子女不死读书，不

读单一的书，孩子遇到问题时，才不会纠

结和怨天尤人。

出于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刁荣普还

在日记里呼吁“父母要珍惜孩子 6 岁前

的亲子时光”，“待他读小学后，一起做

事、体验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过，有0-6

岁一起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奠基，他将乐

观自信地面对人生的风霜雨雪。”她还提

醒女儿女婿要和孩子共同分担家务，共

建“我们的家”。比如：妈妈煮饭，爸爸和

孩子就负责收拾房间；饭前要擦桌子、摆

碗筷；饭后和孩子一起收拾……“和孩子

一起做和他生活有关的一切事，融入孩

子的生活，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

意和肯定。”

受到刁荣普的影响，女儿和女婿在

不知不觉中也拿起笔来，记录和孩子一

起成长的点滴；一宸也从襁褓中的婴儿

成长为善良乐观、自信开朗的阳光少

年，在家人的呵护下，肆意“涂鸦”自

己的童年，发现生活的乐趣，找到更多

的可能。

“提笔书写的时候，是一天中最美的

时刻。只有每天记录之后，才觉得这颗

心不被辜负。”回顾过往，刁荣普非常庆

幸自己的选择。“感谢这份记录，让我们

知道了，面对生命的多姿多彩，我们还有

更多的方法、更好的途径和孩子共同成

长，迎接可期的未来。”

人们总说“隔代亲”，确实如

此。小时候父母忙，我在上学前大

多由祖辈带，跟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也很亲。可到了甜妞这里，我才

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隔代亲”。

趁着放假，我带着甜妞回了一

趟老家。她从出生至今一直都是

奶奶带，外公外婆家一年去不了几

回，原以为与他们会生疏。后来，

我才发现是我错了……

第一天，甜妞就拿出了她带来

的所有玩具，在客厅的地垫上一一

摆放好。

“外婆，你快来跟我玩。”甜妞

大声叫道。

“好的，玩什么啊？”外婆很配

合地问。

“我摆摊了，你要买什么？”甜

妞最近热衷于当个小老板，她把

“地摊”上的东西一样样地给外婆

介绍。

“这个多少钱啊？”外婆指着一

盒水彩笔问。

“10元。”甜妞说。

“能便宜点吗？”外婆讨价还

价。

“那就5元吧。”完全没概念的

甜妞一下子就打了对折。

“可是我没钱啊。”外婆拍了拍

两侧的兜，然后，摊开手给她看。

“我们这里可以手机付款的，你

拿手机给我就行。”甜妞一脸认真，

拿过外婆的手机，假装扫了一下，嘴

巴还配合着发出“嘀”的一声。

一整个上午，她跟外婆一直坐

在垫子上玩这个游戏。下午，两个

人开始玩涂色游戏。甜妞整个人

趴在垫子上，外婆坐在她对面，两

人的中间铺了两米长的涂色画卷。

“外婆，你涂这个轮船，我涂这

个飞机，我们比赛。”甜妞分配好任

务。

“好的。”外婆配合地回应。

“你涂的这个没有我的好看。”

甜妞得意地说。

“我都没有涂到框外，你涂在

外面了。”外婆指着甜妞那个飞机

说。

两个人开始争论，没一会儿又

和好，继续比赛。你来我往，好不

热闹。

傍晚，外公回来了，甜妞一下

子冲过去。“外公！”“哎！”外公一下

就接住小炮弹一样的甜妞，抱着她

转了几圈，又托着她的身体，假装

她能飞了。

“呵呵呵……”客厅里充斥着

甜妞的笑声。

在我印象里，父亲一直严肃、

古板，不容易亲近。而此刻，父亲

却跟甜妞一起在那里扭屁股。父

亲一只手举过头，一只手横放在自

己的下巴处，脖子一伸一缩，显然

是在跳新疆舞。甜妞很配合地鼓

掌，而我和母亲两人早已经笑得直

不起腰了。

这几天，外婆像听话的玩伴，

甜妞说玩什么，她就配合着玩什

么，而外公更是甜妞的好搭档，两个

人一会儿打羽毛球，一会儿传皮球，

哪怕甜妞不会玩，外公也会配合她

故意输球。外公还会故意做一些搞

笑动作，惹得甜妞不停大笑，甚至是

当一座“山”，让甜妞在他身上爬来

爬去，没有一句不满。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跟父母

如此亲近过。在我眼里，他们是严

厉的父母，跟他们相处，从来都是

他们说我听，我从不敢反驳一句。

可这些在甜妞这里，却完全打破

了，他们就像两个老小孩，没有了

原则。

看着他们灿烂的笑脸，我既羡

慕又欣慰，希望他们能一直这样保

持下去……

中秋夜，月圆人圆。吃完晚餐，我将一张圆桌

放在院子里，端出装有月饼、苹果、红菱、花生的4

只瓷碗，拿出两只烛台、一只香炉，整齐地置于桌

上，点燃蜡烛和香。6岁的小孙子从屋里跑出来，

好奇地问：“爷爷，你在做什么呀？”“敬月亮。”我指

指天上的月亮对他说。“为什么要敬月亮啊？”小孙

子有些懵。“等敬完月亮，爷爷给你讲嫦娥奔月的

故事。”小孙子立刻来了兴致，眨着大眼睛说：“好

呀，好呀，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敬完月亮，我让小孙子坐在我身边，指着天上

的月亮给他讲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小孙

子听得入了神，拉着我的手说：“爷爷，嫦娥一个人

在月亮上好可怜啊，她是不是很想后羿呢？”我抚

摸着小孙子的头，说：“是啊，嫦娥非常想念后羿，

所以，一到中秋节，月亮才会那么圆、那么亮，她是

在天上看着后羿和乡亲们呢。乡亲们也想念嫦

娥，每到中秋节，就制作月饼等食品纪念她。从

此，中秋敬月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小孙子似

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你以前教过我许多古诗，也有写月亮的诗，

我还记得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呢。”说着，小孙子

摇头晃脑地背了起来，那认真的神情，仿佛也体会

到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的眷恋。

月亮高悬天际，我们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中，仿

佛置身于梦幻般的童话之中。“爷爷，我们到外面

走走好吗？”“好啊。”我牵着小孙子的手，漫步在小

区花园小径上，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沁人心

脾。我们坐在花园边的石凳上，抬头望去，那轮明

月越来越大，越来越圆，仿佛一个巨大的玉盘悬挂

在天空中。小孙子又背起《古朗月行》，记得当初

我教他这首诗时，他遥望月亮，稚气地说：“这月亮

还真像白玉盘呢。”

“爷爷，还有哪些写月亮的诗句呢？”小孙子问

我。于是，我给他讲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

远》。我声情并茂地朗诵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此时。”小孙子跟着一字一句地念。读了两遍后，

我告诉他这首诗描绘了海上明月升起的壮丽景

象，以及诗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小孙子不

太理解诗的含义，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提出

一些问题。我们就这样一边赏月，一边诵读那些

经典的古诗。

月亮渐渐西斜，夜也越来越深了，但我们的兴

致依然不减。我又给他讲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峨眉山月歌》《月下独酌》等古诗词，每学一首

古诗，我都会给小孙子讲解一下诗的背景和含义，

小孙子听着听着在我的怀里渐渐地睡着了，我轻

轻地抱起他，往家走去。月光洒在我们的身上，仿

佛给我们披上了一层银色的外衣。

这个中秋夜，我和小孙子不仅感受到了月亮

的美丽和神秘，还领略到了中秋的诗意与温情。

我从小是跟奶奶睡的，每天晚上，是我最期盼

的时光。直到今日，我仍会时不时回想儿时的夜

晚，想起奶奶给我讲故事的一幕幕。

儿时的我，听到的所有童话、神话故事、童谣，

全都来自一字不识的奶奶。奶奶没有读过书，她

脑子里的那些故事从何而来，至今对我仍是个谜。

小时候，我每晚都和奶奶一起睡，躺到被窝里，

我就让奶奶给我讲故事。现在想想，该怎么形容奶

奶那时的语调呢？说是“讲”吧，没有添加一点自己

的语言；说是“唱”吧，又不拖腔拉调。像顺口溜一

样，干巴利脆、通俗易懂。在这里，就说“讲”吧！

如“小巴狗，上南山……”“月姥娘，明晃

晃……”“小木碗，圆悠悠……”，都是我跟奶奶学

会的。

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是奶奶讲了几千遍我

都听不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山伯

坐书房，每日念文章，心中想起祝九郎，不知在

何方……”当我听不懂时，就赶紧打断奶奶，问她

啥意思。有时也怕我不解，唱完一句，不用我问，

奶奶便给我解释：“山伯”指一个叫“梁山伯”的人，

“祝九郎”是一个叫“祝英台”的人。翻译一遍，奶

奶再唱，就不用停了，她尽管唱，我尽情听。寂静

的夜里，只有月光从窗户透进来，借着微弱的月

光，我盯着奶奶笑眯眯的脸，听她不紧不慢、不高

不低地讲着……

每当奶奶讲道：“走一程又一程，四程来到一

条河，河边正好一对鹅。鹅公鹅婆成双对，两足忙

忙快如梭。英台忙叫哥看鹅，认认哪个是公鹅。

贤弟说话太啰嗦，读书之人比娇鹅，管它公鹅与母

鹅，走吧……”我都笑得手舞足蹈，把被子踢开了，

才感觉笑了个够。那以后，每当奶奶快要唱到“管

它公鹅与母鹅，走吧”这句时，我都做好了准备，一

是准备着跟奶奶一起唱；二是准备着手舞足蹈。

可每当奶奶讲道：“梁兄啊，不能同生求同

死——狂风大作，大雷大雨，只听轰然一声，坟墓

裂开，祝英台纵身跳入坟中，转眼梁山伯、祝英台化

作蝴蝶成双在飞……”我的泪总是不知不觉挂满面

颊，直至把被子湿透。这时，奶奶就会把我拉进怀

里，轻轻拍打我的背，直到我迷迷糊糊睡去……

时光虽一去不复返，可奶奶给我讲故事的情景

仿佛从未走远，如今忆起，仍在眼前。

陪孙子赏月
■ 吴建

听不识字的奶奶
讲故事

■ 王春英

隔代亲 ■ 谢明珠

10年光阴，3760天，凝聚成 900万字的厚重。为了记录
外孙的成长点滴，10年前，成都市退休教师刁荣普开始写“成
长日记”。其中，有外孙一宸的成长印迹，有生活琐事，也有
她自己的家教感悟。这些日记不仅是给孩子的宝贵礼物，也
提醒她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每一刻，记录并感恩生活中的每一
个平凡瞬间。

1010年成长实录年成长实录
37603760篇日记篇日记““传承传承””家风家风

■ 本报记者 张文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外婆，你为什么天天写日记呢？”

“有些故事藏在岁月的缝隙里，只

有用心才能发现它的光芒。”

“外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我写

日记的？”

“那是2014年5月22日，外婆知道

你在妈妈肚子里两个月了，便和你签了

一份‘君子协定’，每天记录你的成长故

事，记录我们这个家庭的故事。”

…………

这个关于爱与传承的故事始于10

年前。当时，离刁荣普退休还有一个

月，女儿怀孕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

刁荣普有机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体

验和感悟生命的意义。面对新生命的

到来，刁荣普不禁思考：“我该如何欢

迎他的到来？我又能给他留下些什么

呢？”……心潮起伏间，刁荣普翻看起

父亲刁国治给这个家留下的“精神财

富”。

“水有源头流不尽，树有根深显茂

林。银河世界多法根，家史气温前因

成。”这是父亲刁国治写给妻子的50岁

寿辰贺词的开头两句，深情的诗句不仅

见证了父母间真挚的爱情，更彰显了一

个家庭深厚的根基和茂盛的生命力。

“欲叶畅根先固，欲流洁源预清”，这条

家训则强调父母、家庭给子女带来的影

响，父母的天职就是引导儿女学习和做

人。

回忆起父亲，刁荣普总是满怀深

情。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极其慈

爱的人，“从小到大没见他生过气、发过

火，更不用说打骂儿女，在那个信奉‘黄

荆条子出好人’的年代，实属罕见。”无

论家中哪个孩子有了值得庆祝的事情，

父亲总会以诗相赠，用文字记录下那些

重要的时刻，表达他对孩子们深沉的爱

和期望。

父亲充满智慧，他常常给儿女讲家

国的历史、讲做人的故事、讲化解烦忧

的故事、讲学好本领的故事、讲行善积

德的故事……无所不及、无所不包。循

循善诱地引领，是父亲在儿女心中最温

暖、最深刻的印象，也让之后当上教师

的刁荣普终生受益。

虽然父亲留存的资料有限，但字里

行间无不渗透着对儿女炙热的爱和殷

殷深情，蕴藏着养育、教育的大智慧。

受到父亲的启发，刁荣普决定以笔为

媒，为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每天写一篇日

记。

从此，10 年间，她没有停过一天，

当初承诺的百字日记，刁荣普每一天都

超额完成。如今，这些日记本已经累积

了厚厚的33本，一篇日记少则一页，多

则两三页，每一篇开头都有小标题，文

末还有代表第几天成长记录的数字，每

一页都饱含刁荣普对家庭的热爱和对

生活的感悟。

爱就在简单真挚的文字里

哪有什么事情需要天天写呢？刁荣

普笑说，这 10 年间，不断有人这么问过

她。然而，在刁荣普看来，记录一个新生

命的成长，意义深远。

刁荣普当过小学教师，担任过多所小

学的校长，并获评过“全国优秀教师”“全

国十大人气校长”，对教育有着深刻的理

解。即使退休后，她也常常在去往全国各

地讲学的路上，抽空写下自己对教育的点

滴感悟。

“亲爱的孩子，请铭记：家国情怀，让

平凡的人也有伟大的品格；家国情怀，让

平凡的世界始终有温暖、希望的光芒。”翻

开去年10月1日的日记，刁荣普动情地告

诉外孙，“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所有学子

应有的家国情怀，有了这份情怀，就有了

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就有了“学海无

涯苦作舟”的毅力，就有了孜孜以求、为国

家兴盛发愤图强的信念。

这本日记里不仅有外孙的成长日常，

一些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引发

刁荣普的思考。在日记《一根跳绳引起

的……》里，就记录了一个有趣又发人深

省的故事。

“我本身是可以跳绳的，但外公一说

我就不跳了，坚决不跳！”一宸升入小学

二年级后，变得愈发有主见。刁荣普觉

得有必要和外孙玩一次关于跳绳的“游

戏”。

说是游戏，其实就是边聊边玩，边

玩边画。“为什么一进入小学，学校就规

定我们跳绳，还要做测评呢？”“跳完绳

后，你的身体、心情有什么感觉？你觉

得跳绳可以带给你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将一根跳绳围成什么图形

呢？”……

在祖孙俩的聊天中，一幅关于“跳绳

全息思维图”呈现在两人面前。更加神奇

的是——渐渐地，祖孙俩的话题不再局限

在一根跳绳上，也不再争论抗拒跳绳这种

行为的对错。他们发现，一根跳绳如果代

表一条线，可曲可直；如果围成方形、圆

形，可大可小；如果围成心形，不就是孩子

那颗乐观活泼、蓬勃向上的心吗？

“一颗露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一根跳绳呢，带给我们怎样的启迪？”当天，

刁荣普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陪

伴未成年人成长的父母和老师，从今天开

始：请不要用那根固步自封的‘绳子’，去捆

绑孩子日新月异的身心；请不要用自以为

是的‘绳子’，去束缚孩子天马行空的思想；

请不要用偏执和狭隘的‘绳子’，绊住孩子

奔腾千里的双足。把大海还给孩子，任鱼

儿深潜腾跃；把天空还给孩子，任鸟儿翱翔

高飞。请把孩子还给孩子，任由他们生长、

茁壮、绽放。”

受到父亲的启发，以笔为媒 见证成长点滴，记录教育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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