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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轮岗带娃的日子，在不知不

觉中又要到期了。随着交接班日子的临

近，心情越发变得复杂起来。有回家的

急切，有离别的不舍，既盼望交接日期的

到来，又期望那一天迟点来。

有人会说，儿孙都在身边，还想着回

家，哪里是你的家呢？想谁呢？我想阳

台上文友送的那盆昙花，我不在的日子

里，是否枯萎？想我那几个月不曾触碰

的古筝，是否蒙上厚厚的灰尘？想待我

恩重情深的婶子是否安好？想老家的九

姊妹是否安康？想楚秀园的牡丹花是否

含苞待放？

我还想知道宝宝是不是也会和我一

样，不舍得我回去？于是，就问：“宝宝，

爷爷和奶奶马上就要回淮安了，你是希

望爷爷奶奶在这里陪你，还是希望姥姥

姥爷陪你？”我信心十足充满期待地等待

着他的回答。

然而，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

说：“我最希望爸爸陪我！”我不死心，进

一步发问：“我是说在爷爷奶奶和姥姥姥

爷之间选择，不包括其他人。”他瞪着大

眼睛怯生生地说：“我喜欢姥姥陪我！”

如果说他的第一次回答让我感到意

外的话，这一次回答却让我的心拔凉拔

凉。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仰起头说：“因为姥姥不凶我，她

正常！”怎么个正常呢？

原来姥姥姥爷对宝宝是有求必应，

无论他多么任性耍赖撒泼，他们都能忍

着不发火，要天许半边。我们觉得这样

惯着哄着可不行，都说积习难改，3岁看

大，7岁见老。年轻的爸爸妈妈早出晚

归，宝宝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老人待在一

起，如果我们只顾宝宝吃饱穿暖，势必放

任迁就孩子的坏习惯。于是，在这个家

的阵营里，在宝宝眼里，我们就落得个最

凶的人。

想到孩子一天天长大，长此以往，如

果不改变策略，我们势必会成为那个不

受欢迎的人。我和他爷爷说：“看来我们

该反省一下了。”爷爷却并不赞成，还说

如果放任不管，长大后就没办法管了，那

时候后悔就迟了。我将此事告诉宝宝爸

爸。爸爸也和爷爷看法一致，他说：“现

在孩子还小，长大就知道是为他好啦！”

这也许是儿子在安慰我们吧！反正

自从那次对话以后，我们都互相提醒对

方，声音小一点，再小一点……

面对宝宝成长中的难题，管还是不

管，究竟怎么管？如果说宝宝在懵懂中

选择谁对他好，是出自单纯的童真，那么

我们的选择，更多的应该是趋于理智。

都说孩子上幼儿园大人就轻松了。

那是你将他送去幼儿园后，通过早晨的

一次次手忙脚乱换得的。就是这场10分

钟左右的忙乱，会让你精疲力竭，能破坏

你一天的好心情。当你唤他：“起床了！”

他说：“我还没有睡够，我起不来！”再

喊，他说：“我要爸爸穿。”爸爸妈妈忙着

洗漱、上班，哪有时间帮忙？那就闹啊，

赖在床上，始终不听劝。吼吧，他不怕，

打吧，这么小又打不得……更何况他已

经有“话”在先，在他心目中，我们已经

是那个“凶”人了，再凶下去，就将成为他

的仇人了。怎么办？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一首轻

柔甜润的儿歌《回家》在宝宝耳边响起，

这是他们幼儿园每天放学时必放的歌

曲，宝宝最爱听了，自己还主动让爷爷在

百度上搜歌词，跟着学呢。歌曲赶走了

宝宝的瞌睡虫，也不哭也不闹，穿好衣

服，刷牙洗脸上学校。

那天，爷爷又想了个办法。对他说：

“宝宝，要不我们换一下角色？你来做爷

爷，我们做回宝宝，每天早晨由你来叫我

们起床上学，怎么样？”起先，他很高兴地

说：“好啊，那我每天去幼儿园接你。”略

停了一会，只见他歪着头说：“不对，不

对，那如果要开家长会，怎么办？”

选择
■张秀荣

我姓丁，名文书。我猜想，父母亲在给我起名字的

时候肯定是希望我能多读些书，不能胸无点墨吧。

外甥十一二岁的时候，曾经于嬉笑中总结了我们

家兄弟姐妹名字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其中有两句是这

样的：

我妈丁文兰，生活很困难；

四舅丁文书，工作是教书。

童言无忌。大姐一家四口人的日常虽然没有锦衣

玉食，但也吃穿不愁，加上一双儿女听话懂事，好学上

进，生活上根本没有困难一说。用芝兰玉树来形容大

姐可能有些夸张，但大姐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安心种

地，后来做了多年的村党总支书记、镇敬老院领导，也

无愧于文兰这个美好的名字了。

“四舅丁文书，工作是教书”这倒是事实。从二十

岁参加工作起，我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中

途虽有几次离开校门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坚守。

我与书本一辈子有缘，外甥的总结也算是恰如其分吧。

说起我的名字还有不少有趣的事情呢。刚工作那

一年寒假，有一天下午到邻居家串门，堂屋中间的方桌

边上围坐着三个人。一个异姓叔叔见到我立刻喜形于

色，说道：“三缺一，文书来的正好！”

“不好意思，我不会打麻将！”我说。

那个叔叔可能是太过失望，说话显得非常不客气：

“文书，文书，你也只能做个教书先生了！”

我心中很是不悦，但并没有辩解，毕竟人家是长

辈，面子肯定是要给的。

有一次和父亲谈心时，我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父亲笑着说：“别理他，做一个教书先生不是挺好的

吗？官不侵民不扰的！”

多年过去了，我也一直觉得教师是一个很好的职

业，但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官不侵民不扰”，因为，教

师的工作也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和检查，还要

经常和家长进行沟通交流。

文书，谐音稳输。正是由于这一巧合，有人拿我的

名字开起了玩笑。

淮安有一句老少皆知的俗语：饭前不掼蛋，等于没

吃饭。所以偶尔和同事、朋友小聚的时候总是要先来

上几把“掼蛋”。有两三个同事总是笑语：“你啊，稳输，

不想和你对门呢！”于是，同事“文成”和“宝成”成了香

馍馍。

话一出口，别人哄堂大笑，我心里却闹起了别扭。

人要脸树要皮，不吃馒头争口气。掼蛋，多难的事

情啊！

于是，别人掼蛋的时候，我总喜欢杵在高手旁边看

人家如何组牌，如何和对方打好配合。

淮安电视台有一档“耍大牌”的娱乐节目，专门直

播掼蛋比赛，重要的场次我一场不落，仔细斟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的掼蛋水平有了明显

提高。

几年前，有一次和同事夏校长配对参加市总工会

组织的掼蛋比赛，过五关斩六将，我们竟然顺利进入了

决赛圈。电脑抽签，对手是一男一女的组合。

赛事组织非常规范。隔板遮挡，队友之间甭想看

到任何眼神、手势的提醒，只能根据队友的每一次出牌

去揣摩对方的意图。

比赛时间过半，我们一直有着较大的领先优势。

那个女的急红了眼，队友每走一张让她不如意的牌，她

都要声嘶力竭，不停地抱怨斥责。好家伙，一副玩命的

架势。

我在心里寻思着：娱乐第一，何苦如此较真呢？看

不到队友夏校长的表情，估计他的想法应该和我是一

样的。于是，我们的心态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积分也

在慢慢改变着。

最终，我们得了二等奖。看人家，各自抱着一台微

波炉欣喜地走出了赛场。嗨，不过是一台价值几百元

的奖品，至于吗？我心中暗笑。

回到我的名字上来吧。父母给我起名“文书”的初

衷是希望我多多读书，用知识来充实自己。我的一贯

表现也基本上没有辜负父母的殷切希望。《梁实秋作品

精选》《傅雷散文集》《毕淑敏散文精选》《汪曾祺作品精

选》《一个人的村庄》《遥远的向日葵地》《平凡的世界》

《巴黎圣母院》等好多著作安静地立在我的案头，与我

朝夕相处。有了空闲，倒上一杯清茶，沐浴在浓浓的书

香之中，时光老人也立刻变得如玉般温润了。时常敲

击键盘，一行行文字会雀跃着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面，

庆幸的是还偶有文章刊发或获奖。

文书，我感觉这名字挺好的。

这名字挺好的
■丁文书

晨起，给一个忘年交小朋友发去一

句话：“做饭是用材料进行搭配、掌握火

候，让舌尖感到舒服，同时寻找美观。做

事情的基本道理也在这里。一个是为自

己，一个是为社会。”是想以此说明我对

做饭与理政关系的理解。

在我看来，烹饪和理政之间确实存

在有共通的道理，可以相互提醒，相互借

鉴，在互为启示中精益求精。

发出此话的由头是这样的：我的这

位小朋友是一位才出校门、刚步入工作

单位的年轻人，在逐步添置炊具，自己解

决部分吃饭的需要。我提醒她，要在做

饭上“多试验、多创意、多改进”。她回复

我说：“难怪比喻中常用烹饪领域中的表

达来形容做事，比如‘治大国如烹小鲜’，

做菜和做事的要求有许多相通之处！”

可能是“心有灵犀”，双方的想法很

快有了共同点和共同的讨论基础，在这

方面没有“代沟”，感到很高兴。

在我国的历史上，向来很注重烹饪，

还把烹饪作为一种艺术，并将之与“理

政”相提并论。

确实，烹饪与理政的关系，除了她提

到的两句，汉语中还有许多涉及烹饪的

成语、谚语和口语，脍炙人口，被广泛运

用。在当代，人们也很看重烹饪，不仅经

常引用文明史中关于烹饪的多种说法，

还著书立学将之广作传扬；一些媒体更

创立栏目，强调“厨房里的理政课，舌尖

上的‘立德树人’”，足见烹饪的历史和现

实贡献，还有它与“理政”的关联。我自

己曾经当过“厨师”（为小单位的同事解

决一日三餐，达两年之久），现在也还取

长补短地自己处理吃饭问题，对于烹饪

确实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理政”，就是参与某一方面的事务

管理，当然需要头脑清楚、理清关系、利

用条件、合理调节，因地制宜地力争全面

成功，而且还要争取事半功倍。应该说，

这与做饭的道理完全一致，有着互为引

申的启示。我据此提醒小朋友进行思

考，希望她从手边、脚下进行考虑，意在

培养自己的习惯和本领，全面兼顾，脚踏

实地，力争取得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可

能更容易，也更能起到实际效应，还能被

长久记忆。看来，结果真的如同所愿。

简单一句话，烹饪是解决生命存在

的需要；理政为生命作用的需要，是人的

一生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基本方面。两者

都不可缺，都需要兼顾，需要认真做好。

道理就这么简单。

多思多想，搞好烹饪，也处理好自己

范围里的“理政”，让自己满意，也让服务

的对象满意。

这并非易事，但必须去做，谦虚谨慎

地去做。

“治大国如烹小鲜”
■徐贻聪

“治大国如烹小鲜”

徐贻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