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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孩子讨论生死和善良
丁丁

平安夜，闺女问我为
什么要杀生

平安夜那天下午，闺女跟我
一起准备晚餐。为了烤鸡能够鲜
嫩入味，我用牙签在鸡的表面扎
上小孔。这时，闺女很认真地问
我：“妈妈，为什么我们要扎它让
它疼？”她的问题实在是太突然
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简单说
了一句：“小鸡不疼，因为它已经
死了。”闺女追问：“为什么我们
要杀死它？”大过节的，被天真的
小公主追问生死问题，我感觉很
无辜。

此前我和 4 岁的儿子也有一
场类似的对话。那天他突然告诉
我：“妈妈，我知道鸡肉是怎么做
的了！”我问：“怎么做的？”答：

“鸡妈妈下蛋以后，工人叔叔把蛋
搅啊搅啊，然后有的加上白色，
有的加上棕色，就做成鸡肉了，
然后送到超市去卖，我们就能把
鸡肉买回家了。”原来，儿子把他
和我一起做蛋糕的过程，加上他
看到的各种炸鸡块的颜色和形
态，配上他自己的想象和加工，
总结出了他的“鸡肉制作原理”。

当时我实在不忍向这个小小
科学家揭穿事实真相：孩子的这
份对未知事物好奇和探索的欲望
仿佛一颗珍珠，需要小心呵护。
更让我为难的是，那段时间我们
一起在读卡梅拉的故事，卡梅拉
是一只小鸡的名字，故事里有卡
梅拉的家人和朋友。我实在不忍
心告诉他，他爱吃的鲜嫩鸡肉，
其实就是那群活泼勇敢可爱还有
名字的小鸡。

现 在 被 闺 女 追 问 同 样 的 问
题，而且问得这么直白透彻，我
觉得自己不能再随便应付了。

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我们要不要呵护善良

身边有朋友 （尤其是男性朋
友） 说：人处在食物链顶级，所
以可以吃别的动物，身处弱肉强
食的世界，孩子从小就应该明白
这个道理。也有人说，很多动物
存在的意义就是被人类或其他动
物所食用，没什么可怜不可怜
的，千万别让孩子从小那么畏畏
缩缩，尤其是男孩子，应该懂得
适者生存的道理。因此他们的孩

子从小就明白：蚂蚁可以随便踩
（因为它们小而且讨厌），而看到
狗就要躲得远远的 （因为狗可能
会咬人）。

孩子直接问生死，我要不要一
言以蔽之？孩子心怀善良，我要不
要揭穿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真
相？这是一个让我困惑很久的问
题，我爱孩子们的童真与善良，又
担心他们内心太过软弱，无法在这
个残酷的世界里自由翱翔。

直到有一天孩子们从学校回
来告诉我：妈妈，从今天开始我
不要再踩蚂蚁了，因为蚂蚁和我
们人类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杀害蚂蚁就等于破坏自然，
也就等于伤害我们自己。

那一刻，我坚定了自己的看
法：我要保护他们的善良，而

“杀生”这个问题也并非弱肉强食
这么简单。

圣诞节晚上有关生命
和选择的卧谈

圣诞节那天晚上，在感谢了
圣诞老人送来的大礼之后，我和
孩子们躺在床上，进行了一场有
关生命和选择的卧谈会。

我 们 的 谈 话 从 编 故 事 开
始 ： 一 名 外 星 人 小 姑娘露露，
带着她最心爱的狗狗去森林里野
炊，同行的还有小男孩儿宁宁和
他的妹妹姗姗。狗狗为了讨主人
露露的欢心，决定去抓一只兔
子。很快，它抓来了一只毛茸茸
的小白兔，是宁宁和姗姗最喜
欢的那种，所以大家都高兴得

不得了——直到狗狗提议把兔
子烤熟了做午餐。露露、宁宁
和姗姗都责怪狗狗太残忍，狗
狗却很无辜地说自己就是肉食
动 物 ， 不 吃 肉 的 话 就 会 饿 死 。
接下来，这群好朋友就开始研
究 什 么 是 肉 食 动 物 、 植 食 动
物、食物链、食物网、生态系
统和大自然的选择。

我 们 讲 到 了 肉 食 动 物 对 于
“杀生”问题的两难处境——吃肉
就杀生，不吃肉就杀己；我们讲
到了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动物，如
小虫子、小鱼，如何通过高频率
的大量繁衍 （如鱼妈妈一次产卵
无数） 而保证这个物种在大自然
里面可以生生不息；我们讲到了
大自然如何通过设定动物的体型
大小、繁殖能力和生活环境来保

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我们接下来讲到了一类特殊

的 动 物 ： 农 场 动 物 ， 例 如 牛 、
羊、鸡、鸭等。处于食物链顶端
的人类，因为有着科学技术，可
以用更多种的方式从别的动物身
上获取价值。人类饲养农场动物
的目的，就是因为它们既可以提
供农田劳动力，也可以提供奶
源、肉类和蛋类。

从农场动物开始，我们接着
讲到了那些生活在开放空间、吃
着天然牧草或虫子的农场动物，
和生活在工厂狭小的笼子里面，
靠饲料、抗生素和激素催生的工
业化动物。我们讲了不同生活环
境对农场动物来说意味着生活质
量的天壤之别，我们也讲了不同
生活环境里的动物为人类提供的

食物质量也无法类比。我们甚至
还聊到了不同生活环境下农场动
物的生产成本及最终产品价格，
也讨论了人类对于低价格的渴望
甚至贪婪，以及食品污染对人类
造成的慢性危害。

围绕这个杀生的故事，我们
三个人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然后
我问他们：狗狗现在可以吃兔子
了吗？

闺女说：不可以！它要是很
饿的话可以吃苹果、香蕉，还可
以吃意大利面和香肠。一小时的
卧谈对于她的小脑袋瓜来说信息
量已经够大了，我不忍心再告诉
她香肠是怎么来的，也不愿意拒
绝她为狗狗选择的善良。于是我
告诉她，故事里的姗姗也是这么
告诉狗狗的，狗狗同意尝试吃素。

儿子说：可以。大自然有自
己的规律，他指的是食物链顶端
靠下面的动物提供营养的规律，
这个规律谁都不能违背。虽然这
只兔子要成为狗狗的食物了，可
是还会有新的兔子出生。

儿 子 的 原 话 是 这 样 的 ：
There is a story of the nature.
The story has been written
and everyone has to follow it.
The story goes that every-
thing will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and no one can escape
that story. But new life will
begin.

我告诉他，他的总结实在是
太精妙，我很开心他能够总结出
大自然的规律。

这场关于生命的卧谈仅仅是
一个开始，我想大自然的声音已
经植入他们的小脑袋瓜里，在未
来的日子里，孩子们自然会不断
思考更多有关生命和选择的问题。

弱肉强食确实是世界运行的
规律之一，但不是世界的全部。
善良本身确实不能让孩子变得强
大，但却是孩子们明辨是非的基
石。我将孩子们带到这个世界，
有责任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全
貌，包括以强凌弱，也包括善良
友爱。我要尽力保护他们的善
良，同时帮助他们获得勇气与坚
强。

在 这 个 复 杂 而 现 实 的 世 界
里，善良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
能力。

（作者系阿联酋同行教育文化
工作室负责人）

孩子眼中的世界 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 （望兴园） 大二班集体创作

回忆起母亲留下的教育遗
产，印象最深的却是母亲的手
艺，尤其是她做小泥炉的态度和
过程，每每想来都觉得韵味无
穷。

儿时的农村，烧火做饭的灶
具非常简单，有些人家用三块石
头摆个三角就能做饭。母亲做事
很讲究，容不下半点凑合应付，
家里的陈设可以简单但不可以简
陋。如果让她用三块石头架上锅
煮饭，她宁愿不做。

母亲做饭用的是精巧的小泥
炉。这小泥炉有多讲究？做泥炉
的土必须是黏黄土，这种土要到
几里外的黄土坑里去挖。土坑很
深，附近村子的圈肥都从这里
挖，日子久了便形成一个很高很
陡峭的土崖。母亲既不用上面好
挖的熟土，也不用坑底易得的生
土，只用坑壁中间的澄泥土。母
亲取土的样子很像现在的时尚运
动——攀岩，沿着坑壁斜刨出一
溜脚窝攀上去，我远远站在坑底
看，母亲像壁虎一样贴在悬空的
崖壁上，一手扒住土窝，一手挥
动镐头侧身刨土，土块哗啦啦像
落下一阵阵雨。

母亲把选好的土块装筐挑回
家，在锤布石上细细敲碎，用筛
子仔细筛出里面的小石子，在圆
锥形的土馒头上戳一个坑，浇上
满满一桶水，让土慢慢浸透。第
二天，母亲在土里掺上新麦糠，
赤脚踹泥。我看着好玩，也进去
掺合，母亲拉着我的手防我滑
倒。母亲踹泥很讲究，一脚挨一
脚，横一遍，竖一遍，每一个脚
窝都让泥、水和麦糠充分融合。
我在泥里则上蹿下跳，踹得泥浆
四溅，把自己蹦成大花脸。母亲
让我尽兴后，用粗布围裙擦去我
脸上的泥点，打发我去墙根下铺
一层干土，再拿一只水瓢扣在干
土上面。

母亲捧来踹好的细泥，一层
层抹在水瓢上面，这是做炉膛，
上面有三只小巧的脚和一个放炉
条的洞。炉膛晾晒半干，母亲把
水瓢翻起来，用黄泥把炉膛加
深，前面加一个炉唇续柴，后面
开一个后门冒烟，两侧各钻一个
耳洞，如此，小泥炉前后、左
右、上下空气对流充分，非常好
用。

我爱跟母亲一起干活，母亲
干活的时候一定哼好听的小曲，
没有歌词，只那曲调就足以让我
入迷。母亲心里没有单调乏味，
她常说苦日子苦过更苦。的确，
当别人唉声叹气说日子难熬的时
候，母亲总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别的妇女要么懒得做泥炉，
要么做泥炉时摔摔打打，一脸怨
气，母亲做泥炉时哼着小曲，她
不是在糊泥巴，而是在精雕细刻
一件心中的工艺品。

母亲的泥炉特别好烧，因为
里面加入了快乐。母亲经常做泥
炉，村里哪位老人的泥炉不好用
了，不用老人发话，母亲就会做
好送过去。母亲的快乐随着炊烟
弥散在整个村子上空。

漫漫冬夜最熬人，有了母
亲的冬夜却能成为一种期待。
母 亲 把 一 只 秀 珍 泥 炉 放 进 瓦
盆，墩到炕上，泥炉里烧起玉
米棒，旁边煨上土豆，母亲在
跳跃的油灯火苗下纳鞋底，我和
妹妹围在泥炉边一边听母亲唱曲
儿一边烤土豆。多少个寒冷的夜
晚，因为母亲的歌声和小泥炉的
火光变得非常温暖。有时候母
亲做着活好似突然记起什么，
匆匆拿过一只铁簸萁，夹上一
些炭火，拿上几只土豆，匆匆
出去再匆匆回来，不用问，村
里有个幸运的老人或孩子那晚
一定会很快乐。

如今母亲走了，小泥炉也过
时了，母亲却在我心里留下一只
小泥炉，旺旺地燃烧着，不熄不
灭。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州市
职工子弟学校）

母亲的
小泥炉

孙建国

儿子哲哲从小学三年级的暑
假就开始念叨着想养一只狗。

“买狗不是小事，得好好想
想，不如我们先了解一下狗，看
看哪些狗适合养，应该怎样养，
以及它们都有什么特点，都是怎
么长大的，有哪些好玩的故事，
然后再决定养还是不养，好不
好？”哲哲答应了，之后的周末，
我们去图书大厦看跟狗有关的
书。我帮他选了一本 《灵犬莱
西》，他挑了两本 《选只狗狗带回
家》《导盲犬迪克》，躲在角落里
很专心地看了起来。一下午的时
间，他就静静地坐着，沉浸在文
字的世界里，物我两忘。

读完后，小家伙赞赏道：“爸
爸，你推荐的书太好看了，沈石
溪的那本也好看，你说我的眼光
是不是也不错？”此后，我俩开始
搜罗更多写狗的作品，《红色羊齿
草的故乡》《马利，一只与众不同
的狗》《在雨中等你》《傻狗温迪
克》《荒野的呼唤》《第七只猎
犬》《猎狗宾果》《黑狗哈拉诺
亥》《忠犬的背叛》《义犬》《小狗
栗子球》《小狗栗丹》 等，都一一
进入他的阅读书单。

也 许 是 文 学 作 品 读 得 不 过
瘾，哲哲又央求我买一些养狗方
面的书，于是 《萌宠日记》《狗图
鉴》《邓巴博士养狗圣经》《狗狗
心事》《如何养好一只狗》，奥地
利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之父”
康拉德·洛伦茨的 《狗的家世》
等知识类读物，也陆续摆上了他
的书架。

后来有一天，哲哲感慨地告
诉我：“爸爸，我觉得啊，看动物

小说，最好从自己最喜欢的动物
开始。你看，我特别喜欢狗，所
以看 《灵犬莱西》 就特别投入。
爸爸，你知道为什么莱西被带到
那么远的地方，还能找到家吗？
你肯定不知道。因为莱西不是一
般的狗，是一只苏格兰牧羊犬，
属于比较聪明的、善解人意的犬
种，一般的狗是不会认路的。但
你知道吗，苏牧还不是最聪明
的，产于苏格兰和英格兰边界的
边境牧羊犬，才是最聪明的。最
笨的就是哈士奇，也叫二哈，比
如你用左手喂它一块肉，它可能
咬到你的右手。这种狗爱捣乱，
被称为拆迁队长呢⋯⋯”

没 想 到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阅
读，小家伙竟然将文学类书籍与
知识类书籍巧妙地结合起来，既
能用知识的眼光来解读文学，也能
用文学的手法来传达知识。而且，
聊天话题也会不知不觉转移到狗
身上。以前上下学路上，他爱和我
聊班级的事，自从迷上“狗书”之
后，他经常像王小丫主持《开心辞
典》一样，给我出一些跟狗有关的
题，如“英国女王最喜欢什么狗”

“阿拉斯加雪橇犬和哈士奇有什么
不一样”“最名贵的博美犬是什么
颜色的”“喜乐蒂犬虽然好看，但爱
生一种病，请问是什么病”“你知道
哪种狗的寿命最长吗”“斗牛犬真
的能斗牛吗”⋯⋯很多问题我都回
答不出来。

外出散步，遇见别人遛狗，
他就对之指指点点，不忘给我上
课。他告诉我贵宾犬之所以比较
多见，是因为不爱叫，对主人特
别粘，比较好养。看见博美犬，

他会告诉我：“爸爸，你看那种狗
叫博美，主要有白、黑、棕三种
颜色，优点是特别漂亮，缺点是爱
叫。选博美犬就要选眼睛亮的，反
应快的，头部呈三角形的⋯⋯”如
果偶遇金毛，他会点评道：“这狗
特别通人性，看着很大，一点也不
会伤害人，特别温柔，就是有点调
皮。它长得比较快，一岁多就差不
多成年了。而且，这狗喜欢捡东
西，所以也叫金毛寻回犬。以前
打猎时，猎人就喜欢养这种。缺
点就是夏天爱流哈喇子，味道比
较大，而且必须每天带它运动一
两个小时，比较费时间⋯⋯”

因为掌握了很多跟狗有关的
知识，哲哲俨然一个小专家。有
时候，他会挑狗书里的错，如狗
的名字没写全，或者插图与品种
对应不上等，也会对比不同作品
的高下。在小家伙看来，最好看
的是狗小说，前三名是 《马利，
一只与众不同的狗》《红色羊齿草
的故乡》 和 《导盲犬迪克》。

哲哲还发现不同的狗小说风
格不一样，“西顿的小说比较写
实，是站在人的立场写动物，看
了让人想爱护动物，保护大自
然，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沈石
溪的小说比较具有传奇色彩，虽
然有的地方比较夸张，但能吸引
人读下去。《荒野的呼唤》 太残酷
了，看着心疼，但巴克能在那么
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很让
人敬佩。牧铃的狗小说也不错，
他笔下的牧羊犬很聪明很忠诚，
但结局往往很悲惨。黑鹤的动物
小说，文字非常优美，有种让人
向往的感觉⋯⋯念叨起熟悉的狗

小说作家，他了如指掌，颇有文
学评论家的范儿。

因为喜欢阅读，深入阅读，
哲哲的视野似乎一下子打开了，
从狗开始，他又喜欢上其他动
物，“猫头鹰王国”系列就是他让
我逐字逐句读给他听的，他听得
非常投入。这部具有史诗气质的
长篇小说很有魅力，让小家伙见
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写作大家。因
为该系列是陆续出版的，我们前
后读了小半年，读完近 150 多万
字的全文，他意犹未尽，我如释
重负，仿佛我俩都经历了一次宝
贵的成长。

后来，哲哲拿出十二分的诚
意向我推荐“猫武士”系列，于
是，他读过的动物小说传给我，
我再传给哲哲妈，读完后大家分
享一下心得。很长一段时间，家
里三人各自捧着一本书读，还都
是动物小说，此情此景颇有意
趣 。 读 完 了 “ 猫 武 士 ” 系 列 ，
狼 、 兔 子 、 鲨 鱼 、 野 猪 、 马 、
豺、鹿、鼠兔等各种动物都进入
哲哲的视野。曹文轩的 《火印》、
凯瑟琳拉斯基的 《危境马王》、阿
尔班克尔的 《逆境鲨王》、常新港
的“十二生肖”系列、袁博的恐
龙系列小说，他都爱不释手，甚
至连波特女士的“比得兔的故
事”、王尔德的 《夜莺与玫瑰》 等
童话故事，他也都翻出来重看了
一遍。

从普通读者到热忱读者，从
浅阅读走向深阅读，从喜欢到痴
迷，动物小说像一个跳板、一辆
火车，将哲哲送往阅读的深处、
世界的远方。

小强妈妈发现儿子多次偷
拿她的钱，就来学校找班主
任，两个大人轮番数落孩子，
一致认为小孩子不许碰钱，要
买什么直接跟家长说就行。

三年级的孩子既然萌动了
自己购买东西的愿望，说明他
对金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理解
与需求，这时正是培养孩子正
确认识金钱、学会合理花钱、
适当储蓄等理财能力的大好机
会，怎么能以这种“严防死
守”的态度与做法，硬生生掐
死孩子发展理财才能的萌芽呢？

每个人内心都渴望自由，
这种渴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增加，孩子会越来越需要一个
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包括自
己的爱好、交友、购买自己喜
欢的东西等。如果购买每一件
物品都得经过父母同意，甚至
必须让父母代买，孩子的理财
能力就很难得到培养。

前几年有一个二年级小男

生将价值几百元的玩具汽车拿
到学校，跟班里其他男生交换
了几辆价值十几元的玩具汽
车。后来家长气呼呼地来到学
校，班主任批评了所有参与的
学生，规定以后不允许出现这
种交易行为。其实，二年级学
生产生这种交易的需要与行
为，是孩子进行等价交易的最
初尝试。被老师与家长这般处
理后，孩子今后肯定不敢再轻
易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也很难
适时培养起等价交易的才能。

许多父母规定孩子读书期
间不允许独立理财、自由交
友、恋爱，可等到一定年龄之
后，便马上要求孩子必须学会
打理财务、懂得待人接物、适
时结婚生子。仿佛这些能力用
不着慢慢培养，只要需要就能
在一夜之间学会似的。这就像
从不允许一个人在河边走路却
一下将其推入水中要求他学会
游泳一样荒唐，只有极少数人
幸免于难，绝大多数人估计难
逃一死。

太多的家长看不见孩子内
心的真实需要，即便看见也不
给予尊重，仅从自身观点、好
恶出发，对孩子各个年龄阶段
出现的正常成长需要横加指
责、肆意破坏。以这种错误方
法来对待孩子，只能养出问题
越来越多的孩子。

我建议小强妈妈最好能允
许小强每个星期拥有一定自主
消费的零花钱，要购买较大件
物品才跟父母商量。她对我的
建议不置可否。遇到这样动辄
严厉批评与否定的妈妈，和时
刻要求必须绝对服从的班主
任，我似乎理解了小强为什么
平日里不听课、不做作业，老
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成人世
界如若一再以错误方式来对待
孩子，如何遇见对的孩子？

（作者单位：广东省汕头市
龙湖区蓬中华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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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家话

从最喜欢的动物读起
张贵勇

亲子阅读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