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孩子，零伤害是底线。
———近日，上海一位爸爸因为孩子

经常不写作业，气得在凌晨把孩子丢到
火车站。《钱江晚报》发表上述观点。

互联网产业仅靠烧钱难续命。
———号称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获得

了 1.36 亿用户的社交电商淘集集，于
12 月 9 日正式宣布破产。《经济日报》
作如上评论。

搞面子工程是现代版夜郎自大。
———贵州独山历时 4 年、耗资 22 亿

元打造的仿古建筑群最近引起舆论关注。
《南方日报》作如上评论。 ①2

本报综合报道

夏林在《阅世录》里说：“逆
境，可以锤炼人的意志；挫折，可
以积累生活财富；失败可以更好
的把握成功。 ”《菜根谭》 里说：

“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
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
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
是指人处在逆境中，周围的困难
推着你不停奋进； 处在顺境中，
反而忘记了潜在风险，在优越的
环境中丧失斗志。《了凡四训》上
有一句话：“百金财富必是百金
人物，千金财富必是千金人物。”
所以，给孩子留下财富而忽略了
培养德行， 忽略了对孩子的历
练，必是给孩子留下灾难。 孩子
经受痛苦磨难的过程也是修身
立德的过程。与其给孩子留下财
富，不如把孩子变成财富。 在这
个世界上，大机会、大机遇被大
困难包装着；小机会、小机遇是
被小困难包装着。 要获得机会，
先得战胜困难，要战胜困难打开

包装， 必须通过历练强大自己，
使自己具备能力和修养。事实证
明，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只有通
过修炼，使自身强大才是真理。

人间大爱是让孩子从痛苦
历练走向醒悟， 从懦弱走向坚
强， 从无知无畏走向理智有为，
不断提升自身价值，经过历练最
终为社会做出贡献，也使自己和
谐幸福。一个人想要把自己变得
更美好，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那
就得历练，要让自己饱尝历练之

苦。因为人都是在痛苦中学会懂
得的。 我在网上读到过一篇文
章， 文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痛，
或锥心刺骨，或钝痛阵痛，或撕
心裂肺， 各种甘苦滋味记忆深
刻。没有品尝痛苦的人生何其轻
飘，没有伤疤可以细数的人生何
其苍白，因为经历过历练痛苦的
人或多或少都会赋予自己更有
价值的生活态度。人只有伤过才
知道疼痛的滋味，哭过才知道无
助的绝望，傻过才知道付出的不
易，错过才知道拥有的可贵。 人
生最可靠的朋友是通过历练苦
难获得的坚强，若能让自己与坚
强为友， 就会逐渐变得不会孤

独、胆怯、伤心绝望，即便在最失
落最痛苦的时候，坚强也会把你
扶起，直到你充满希望、信心和
力量。 ”该文的作者道出了让孩
子经历痛苦的意义，读来令人如
梦初醒。

有个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
观音正撑伞走过。这人说：“观音
菩萨，度我一程吧？ ”观音说：“我
在雨里，你在屋檐下，檐下无雨，
你不需要我度你。 ”这人立刻站
在雨中说：“现在我也在雨中了，

度我吧？ ”观音说：“你在雨中，我
也在雨中， 我不被淋， 因为有
伞。 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
是我度自己，而是伞度我。 你要
想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去！ ”
说完便走了。 第二天，这人遇到
了难事，便去寺庙求观音。 走进
庙里， 他发现观音雕像前有一
个人正在拜，正眼一看，那人正
是观音。 这人问：“你是观音
吗？ ”那人答道：“我正是观音。 ”
这人又问：“你为什么还拜自
己？ ”观音笑道：“我也遇到了难
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已。 ”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让孩子自
强、自立才是真理。 在孩子未来

的人生旅途中， 度孩子的那把
伞，绝非孩子父母的呵护，更不
是父母留下的财富，而是孩子经
过磨难后历练出来的处世本领。
在这个世界上，别人能给你的最
多是一个启示，真正能救你的只
有自己，求人不如求己。

要想让孩子幸福就得让孩
子修炼，修是修得厚道宽容的美
德， 炼是炼出知识技能的本领。
求人不如求己，什么关系、人脉，
都不可轻信！ 如果自己不优秀，

人脉就不值钱； 自己不优秀，满
世界去跑外交也没人把你当回
事。 只有自己足够优秀了，自身
有价值，就会“有朋自远方来”。
与其把时间花在多认识人上面，
不如花时间提高自己的个人价
值。“有人愿意帮你是情分，不愿
帮你是本分”， 因为谁也不欠你
什么。 既然亲兄弟还要明算账，
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周国平说过：“使一种交往
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
交往者各自的价值。 ”高质量的
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
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
相由衷地欣赏和尊敬。 因此，重

要的是让孩子自身有价值，只有
这样孩子才配赢得高质量的朋
友。真正的聪明人，从来不社交，
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你想要的
都会来。

有一则寓言故事：蚂蚁和大
象结婚了， 才过了 3 天就要离
婚。 问及原因，蚂蚁说：“这日子
过不成， 想接吻得向上爬 20分
钟才到他嘴边。 ”大象说：“坚决
离婚，这日子没法过，想亲她个
嘴，得拿着放大镜找半天，好不
容易找着了，一激动，喘口粗气，
她就没影儿了。”看来，这就是婚
姻的严重不对等啊。一个乞丐不
会妒忌百万富翁，但却会妒忌一
个比他讨得更多的乞丐，这也叫
对等妒忌， 现在俗称为圈子文
化，也是圈内的竞争和妒忌。

张爱玲说：“那个时候，我们
能成为朋友，只是因为恰好出现
在了同一间教室里，恰好都需要
有人陪自己学习、吃饭、聊心事，
所以就天天腻歪在一起。 后来，
经历了不同的阅历， 不同的经
历，不同的成长，不同的世事，才
发现我们根本不是一类人，所以
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 ”很早以
前，一位小学教师去拜访一名部
长级高官，他们是发小。 见面寒
暄几句后，二人的话题就扯不到
一起了。最后这名高官以有会为
由，让秘书帮教师订了宾馆和第
二天返回老家的票。这位老师很
失落，但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
层次不对等。 要想对等，就必须
有能力进步；要想进步，就必须
有目标并用毅力坚持，去实现目
标———毅力就是能力。

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寻梦》 一书第十七篇： 毅力能
力。 ①2

南都论坛

识繁用简，不必弃简从繁
□殷呈悦

日前，针对《关于在全
国中小学进行繁体字识读
教育的提案》，教育部在官
网做了公开答复：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
用字， 但也要考虑到在中
小学经典阅读和书法教育
中， 涉及繁体字教育的有
关内容。

汉字繁简之争由来已
久， 但规范汉字早已经是
法定用字。近些年来，随着
国学热兴起， 大量古代典
籍重新翻印， 有些专家学
者， 再次捡起识读繁体字
的老话题。不可否认，在中
国文字发展过程中， 繁体
字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
由于汉字具有象形和会意
的特点， 繁体字的字形无
疑更丰富，“颜值” 也更立
体。名胜古迹的牌匾，书法
艺术的展示，常见繁体字；

同时，古人留下经典无数，
普通读者如果像专业学者
一样认识繁体字， 阅读范
围也会大为扩展。此外，由
于历史原因， 港澳台地区
沿用繁体字。 用繁体字书
写， 在加强海峡两岸暨香
港、 澳门以及海外华文区
沟通交流等方面也能发挥
作用。

但是，识读繁体字，不
代表就要将繁体字重新融
入讲堂教学。 无论是从遵
循历来汉字的发展规律
看， 还是从当今简化汉字
的应用程度看， 都无需在
中小学开展繁体字识读教
育。 文字的演变是人类文
明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选
择。 从甲骨文、金文，到篆
书，再到隶书、楷书，无不
是由繁趋简。 而简体字正
是对楷书的简化， 它不仅
遵循了汉字演变的规律，
也让汉字的继承脉络清晰
延续。

要特别指出的是，当
今通用的简化字， 并非一
蹴而就的简单决定， 更不
是甩开繁体字的再创造，
而是对繁体字的科学简化
而来。

1956 年 1 月《汉字简
化方案》 正式公布并在全
国推行后， 明显降低了文
字的识读门槛， 提升了老
百姓的识字率、 表达能力
和学习效率， 增强了公民
学习文化的热忱， 并大大
减轻了统计、刻录、档案等
诸多领域的工作量。其后，
汉字简化还经历多次修改
和调整，终于在 2000 年 10
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
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
定地位，明确规定“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以普
通话和规范汉字为
基本的教育教学用
语用字”。 如此浩瀚

宏伟、 大有裨益的字体简
化和推广工程， 经由法律
确定的汉字教育方向，岂
能轻易撼动？

显然， 不宜也不能让
繁体字重回课堂， 作为普
及性的教育。 学生但有兴
趣， 完全可以通过阅读繁
体字书籍以及其他途径学
习掌握， 而不必通过课堂
传承。

其实，传承中华文明，
也没有必要把眼光局限在
繁体字上， 如今通用的简
化字， 完全无碍传承古典
文化。在国学等文化领域，
繁简可以共存；了解历史，
阅读旧籍， 让孩子们认识
一些繁体字，未尝不可。但
无论是中小学教学， 还是
实际运用， 都大可不必弃
简从繁。 ①2

晨读箴言

坦诚是一种无私，坦诚是一种沟通，
坦诚是一种回报，坦诚是一种美德。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阅读提示
如何使孩子德才兼备 ,是

全社会都关注的话题。 我们通
过探访名校， 发现了“人格健
全、志存高远”的教育魅力。 20
多年来， 从南阳华龙高中毕业
的学子大多具有进取意识、规
则意识、感恩意识，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教育成功。 华龙高中的
毕业生， 有的在中央级国家机
关工作，有的在航天城就职，有
的从教，有的从政，有的从医，
有的从商，有的从军，有的科研
兴农， 都在立足自我、 奉献社
会。 让我们一起分享华龙学校
校长郭同春写的一本书《寻
梦》，探求教育的真谛。 今天推
出第十六篇：磨难成贵

华龙高中道德讲堂《寻梦》第十六篇———

磨难成贵
□郭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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