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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猫怕老鼠”想到的……

■张兆登

怀念父亲

近日，我在一档电视节目
中看到这样一个短片：一户人
家养了一只猫，对其宠爱有
加。不过，主人养猫不是为了
捉老鼠，而是当作宠物来养
的。这只猫整天养尊处优，生
活得非常安逸，看上去体态肥
壮，毛色油光发亮，可是面对突
然闯来的老鼠，猫的表现却让
人大失所望。一开始老鼠战战
栗栗，哆哆嗦嗦，似乎很怕。猫
这时不是扑向老鼠，而只是在
一旁观看，毫无进攻的意思。
双方僵持几分钟后，聪明的老
鼠发现，其实猫也很怕它，这是
一只不会捉老鼠的猫。接下
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
鼠突然蹿起，竟然向猫发起了
进攻。猫呢，愣是给吓得跳到
了一边。老鼠越战越勇，不断
的攻击猫，这样大战了几个回
合，不分胜负。

这时猫的主人可着急了，
他拿着小棍在旁边给猫加油助
威，在主人的再三催促鼓励下，

猫终于被激起了斗志，扑向了
老鼠，把老鼠咬得遍体鳞伤。
老鼠见情况不妙，爬上楼去，在
猫的紧追不舍下，最终跳了下
去，摔死了。十几分钟的讲述
中穿插了动画片《好猫咪咪》里
的一些镜头，和现实真是极其
相似。节目主持人最后高兴地
总结说：猫在主人的鼓励下终
于战胜了老鼠，它还是好猫咪
咪。

这段 DV真是让人大开眼
界。看到这，有人不禁要问，猫
不是老鼠的天敌吗？不会捉老
鼠的猫还叫猫吗？猫捉老鼠，
天经地义，现在的猫怎么了？
面对老鼠竟然不知所措，表现
得那么胆怯，如果不是主人的
督战助威，也许早就败逃了。

在责怪猫的同时，我们应
该思考的是：猫不会捉老鼠，到
底责任在谁呢？毫无疑问责任
在猫的主人身上。现在人们的
生活富裕了，不少人养起了宠
物。猫啊，狗啊，都被当作宝贝

似的养着，给它们吃好的，穿好
的，平时抱着、搂着，那个喜欢
劲就别提了，有时它们的待遇
比人都高。在这种环境下，猫
自然也就淡忘了它在这个世界
上生存的职责，而且丧失了逮
老鼠的本能和技巧。所以出现
猫怕老鼠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了。

作为教师的我，看完这个
短片，不由得心生感慨，想到了
目前孩子的教育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来，独生子女的比例迅
速增加，日益成为我国儿童青
少年的主流。他们集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众多宠
爱于一身，在家里，要风得风要
雨得雨，真可谓含在嘴里怕化
了、放在手里怕吹着，是在“糖
水”里长大。孩子的一切一切
都是长辈帮忙打理，甚至孩子
上学了，班级搞大扫除，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们撸胳膊、挽袖子，
拿起扫把拖布抹布，到学校去
大扫除了。甚至有的孩子都七

八岁了还不会穿衣服，于是造
就了一批“小皇帝”、“小公
主”。对于“小皇帝”、“小公主”
们，大人们有求必应，甚至唯命
是从，只要是孩子的要求，尽可
能地满足，错误理解了“再苦也
不能苦孩子”，这就是现实社会
中我们很多家庭正在进行的

“蜜罐教育”。正是在这种观念
的影响下，我们新的一代“畸形
儿”就逐渐地形成了。

当孩子走向社会时，我们
才发现他们缺乏独立能力，缺
乏自我生存的本领。因为他们
已习惯于在大人的呵护下过日
子了，习惯于大人来为他们规
划一切。走上社会后他们手足
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特别是面
对困难和挫折，更是显得弱不
禁风，甚至一败涂地。这正是
所谓的“温室效应”带来的可怕
后果。当一种教育从小就灭杀
了他们应有的能力而突然有一
天又要求他们必须具有这些能
力的时候，他们就像一个个被

抽去脚筋的残者，从长年生长
的温室里突然被置于一个北风
呼啸的体育场里，在所有人一
片加油声中催你向终点狂奔。
难道我们不感到这样太残酷了
吗？难道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
另一种意义上的摧残吗？而这
一切，都是以“爱”的名义下所
犯下的错误甚至是失职，这时，
我们再来埋怨或后悔，却为时
已晚。

爱不是为了培养温室里的
花朵，爱应如雄鹰将子女扔下悬
崖的残忍和决绝，让小鹰遭逢绝
地后毅然一飞冲天；爱是懂得给
予孩子必须的历练然后等待他
由丑小鸭变成美天鹅的忍耐！
让我们的教育“返璞归真”，让我
们用爱给孩子做指路的明灯，引
导他们既经历彩虹，也经历风
雨，培养出一朵朵经得起风吹雨
打的鲜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输送一批又一批有用之
才。

心有正气，与人为善，这是
熟悉父亲的人们对他的一致评
价。我一直想给已去世的父亲
写一篇文章，可是一直无法完
成。在父亲去世的第七年头，
才终于了却这份心愿。

我的老家柴胡店镇，传说
是当年古薛国囤积柴禾粮草
的地方。父亲年轻时的 1958
年，正值“大跃进”时代，济宁
地区组织 20万民工开挖木石
至官桥的露天煤矿，并在这一
基础上，成立了官桥矿务局。
父亲参加了这一工程，并获得
劳动模范称号。由于他工作
积极努力，又有一定技能，便
被安排到矿务局修理厂，成为
铸造厂工人。父亲工作认真，
善于钻研，很快被晋升为翻砂
铸造工程师。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父
亲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农业第
一线，参加“农业学大寨”运
动，被选为大队会计。白天，
父亲和村民们一同劳动。本
来，大队长让父亲每天下午停
止劳动为社员（村民）们发放
工分，可他不肯，而是每天晚
上提着马灯到各家各户分发
工分。那时，是根据每个社员
工分多少发放口粮的，我家很
贫穷，但父亲工作认真，从不
多占公家一分一厘的利益。

1976年，柴胡店公社农机
具厂新上翻砂铸造车间，调父
亲去组建队伍，并担任车间主
任，他带领工人们创造了柴胡
店农机具制造的辉煌时代。

改革开放之初，20世纪80

年代，父亲响应上级号召，回
家带领我们全家开办了全公
社第一个个体水泥瓦厂，帮助
周围群众圆了“草房变瓦房”
的梦想，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农
房变迁。

到 20世纪 90年代，父亲
虽然年龄大了，但仍坚持服务
村里，为调解百姓纠纷、服务
村庄建设尽微薄之力。一次，
本村两户村民因宅基地界线
问题出现纠纷，两家互不相
让，竟到了“舞刀弄棍”的地
步。父亲闻知，丢掉手头的
活，赶过去调解。父亲先让他
们冷静下来，然后分别对双方
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最终使矛
盾得到化解，避免了冲突。事
后，他们都很感激我父亲。

父亲出生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生活在一个大家
庭里，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大，
叔伯兄妹一二十人。他长大
成人、参加工作之后，一边履
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一边照
顾弟弟妹妹，操持家务，时时
处处起着老大哥的作用。他
十几岁就学着“挑墙脱坯”盖
房子，自己的房子盖好了，便
给二弟盖，再给三弟盖，之后
再给四弟盖。再后来，接着再
给儿子们盖。母亲经常念叨：

“恁父亲一辈子操心的命，光
咱这一大家子经他操心把持
就盖了16间屋……”

父亲高风亮节，言传身
教，鼓励我们忠厚做人，读书
成才。他教育引导子女学会
自立，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父

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
家产，但他的这些教诲让我们
受益终身。这些年来，我们兄
妹及孩子们牢记着父亲的勉
励和期盼，通过自己的努力，
都有了稳定的事业和殷实的
生活。现在，哥哥在财政系统
退休后，跟随孩子在成都安了
家。妹妹、妹夫通过自身的努
力，有了自己稳定的事业。我
也通过努力成了科级干部，孩
子们有的考上了本科、研究
生，有的上了军校，当了军队
干部……

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
们已进入中年，稍有一些积
累，有能力让父母颐养天年
时，父亲却离开了我们……前
两天在微信上看到女儿写的
一篇怀念爷爷的文章，再次让
我泪流满面。女儿文中写道：

“我们再也见不到世上最好的
爷爷了！爸爸的爸爸没有了，
爷爷也能够见到他的爸爸妈
妈了！”

至今，梦中时常会出现父
亲病重时的模样。他静静地
坐在老家的摇椅上，深深凹陷
下去的眼睛望着天空，一副特
有的与世无争的样子，成为一
幅定格的画面。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没
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
感天动地的故事。但在我的
心里，父亲是伟大的，他给了
我博大如山的父爱，给了我成
长的智慧和不断进步的力量
源泉……

保姆

“你看，这个保姆多好，不但
年轻漂亮，还把这个半瘫的农村
老头伺候得这么好，一定是花了
不少钱雇来的。”一位病友向我唠
嗑着。

的确，这位小保姆一直都在
尽心尽职，不论是给老头喂水还
是喂食，总是自己先用嘴试一下，
然后一勺一勺慢慢地送进老头的
嘴里。喂完后用湿巾擦洗老头的
嘴巴。还不时地为他捏捏脚，拽
拽手，擦擦脸，翻翻身……

她一天多次地为老头换尿
布。首次换尿布时，封建固执的
老头，用他那还能活动的左手紧
紧地拽着内裤，嘴里不停地喊着
不 清 楚 的“ 不 …… 不 …… 不
……”

“您已经拉了，不换下来怎
么行呢，难道还要让我们全病房
里的人都闻您的臭味吗？”

老头这才羞答答地慢慢松
开了手……

小保姆轻轻地扯下老头的
内裤，用温毛巾擦洗着老头的屁
股，然后换上新的尿布。

“让人羡慕死了，这得花多
少钱才能请到你这样的好保姆

呀？”
“那得花很多钱呀。”她咯咯地

笑着回答我。
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

身着警服，像是警官模样的人，走
进了病房，见到这位保姆，“啪”，
敬了一个军礼。

“你真是好样的，我非常感谢
你把我父亲侍奉得这么好，你真
是一位合格的、了不起的好保姆
呀！”

“别说这么多啦，你该付钱
了。”她笑着望向他。

“好的。”
说着，这位警官便从包里取

出了两沓厚厚的钞票递给了她，
保姆接过钱笑眯眯地走出了病房
门。

“怪不得保姆服务这么好，原
来是人家花了大价钱雇来的，真
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病友向我
悄悄地说。

不一会儿，那位保姆拿着一
张纸条又回到了病房，对那位警
官轻声说：“老公，我把咱爸住院
押金还上了，这是借据。”

看着轻声说笑的他们，我和
病友面面相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