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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建斌

带孙儿所思带孙儿所思

□ 王旭明

“挂”起来的风景

2023年4月，我的小孙子出生了。
儿媳小名叫媛媛，便给小孙子取小名满
满，谐音“圆圆满满”的意思。

看着那小小的婴孩儿，初当爷爷的
我，满心都是对小孙子深沉的爱。一些
朋友见面也会开玩笑：你现在是“孙管
干部”了，闻言我心里五味杂陈。如何
把孙子培养成才，大概是每家每户都关
心的事情。

关于孩子的成长，人人心中皆有奇
妙的幻想，有永不泯灭的孩提般求知的
盼望和寻求事业胜利的欢喜与热忱。
而我对小孙子的爱就像做事业，和孩子
相处的每一天，每一个时间点，似乎都
是富有意义的亲情时光。

人们常说，隔辈亲隔辈亲，一年的
陪伴，我的感悟是，所谓隔辈亲，无非就
是把对儿女的关爱转移到孙子身上。
这是血缘关系决定的，是血脉连同的斩
不断的情感。

小孙子胖乎乎的、牙牙学语、蹒跚学
步，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看似孩子长得
很慢，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就像小豆芽，
转瞬便长大了。在陪伴孙子成长的一年
中，我对他成长的特点和养育重点进行
了梳理，也认为有必要对他的成长做个
科学评估，以收获更多乐趣和成就感。

就培养孩子的观念而言，90后的
儿子儿媳，与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
出生的人，思想有区别，教育方式方法
也不一样，所以，在带孩子这方面能做
到思想统一很不容易。然而，这一年多

时间，我们带孙子的方法，却得到了儿
子儿媳的认可——说白了，不管是谁带
孩子，都要有责任心。

俗话说，一辈人不管两辈事，可现
在的年轻人工作节奏快，生活方式与我
们也有区别，比如他们下班喜欢去喝喝
咖啡或者见见朋友什么的，所以，带孙
子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我们身上。我与
妻子爽快接过带孙子的任务，开始了陪
伴孙子长大的时光。

不论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都
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但现在年轻
人缺少对孩子的细节培养，再加上他
们要上班，没有多少时间来关注孩子，
对孩子的红色教育便为寥寥。而我们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在红色
教育上，我认为比90后要有经验。我
喜欢唱红歌，每首红歌不仅承载着一
段记忆，也承载着一段岁月。小孙子
现在小，正是人云亦云模仿最快的时
候，我便经常给小孙子唱红歌，让他
潜移默化记住那些渐渐远去却永远优
美的旋律，从小培养他的爱国主义精
神，把红色教育注入他的记忆中。作
为家长，重言传、重身教十分重要。
对于白纸一样的孩子，我们不仅要教
他知识，更要培育他的品德，帮助孩
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
第一个台阶。

网络信息时代，各种育儿知识纷杂
不一，各种婴幼儿商品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针对孙儿的成长制定方案，观察他

的日常行为和喜好，及时纠正他成长中
的不良习惯。比如，我发现小孙子对书
本有兴趣，经常拿着看图识字书本，不
知能否看懂，却能专注地看好久；对一
些玩具也翻来覆去地玩，从眼神上看，
是在不断琢磨。于是，我们就给他买看
图识字书，根据他的年龄段购买能开发
智力的玩具，让他在玩耍中发挥他的聪
明才智。为培养小孙子的智力，我们还
买了声乐挂图，按不同知识组合让他每
天跟读或者让他辨别，培养他对学习的
兴趣。

孙子虽小，但我不愿他成为温室里
的“花朵”，经不起生活的风吹雨打。于
是，即使风雪雨天，我也会带他出去，让
他经历严寒酷暑，增强体质；我还利用
各种机会带他出去感受大自然，引导他

认识农作物、花卉等植物，让他从小便
开始喜欢大自然。我甚至想带孙子出
去旅行，但妻子担心小孙子在饮食和气
候方面不适应，一直反对。我想做一下
尝试，便做了充分准备，比如购置了幼
儿日常用的物品，带了孩子平时坐的童
车，设计好了出游的路线等。今年4
月，我们带孩子出发去了河南洛阳看牡
丹。结果，小孙子不仅没闹，还非常喜
欢外出的生活。我还带他到河北黄骅
拜见朋友。在游轮上看到辽阔的大海，
我发现小孙子表现得异常活跃。朋友
说，这么远的路，想不到你敢把一岁的
孙子带过来！我想，培养孩子，就应该
让孩子去见识这个世界，见识世界的辽
阔和丰富，让他从小就对世界充满好奇
心与探索欲。

都市有都市的繁华，乡村有乡村的
宁静。告别了城市的喧嚣，走进了久违
的田园，乡下的院落蓄满了朴素和自
在，心也找到了休憩之处。

那些院落无论集中还是分散，无论
封闭还是开放，无论整洁还是散乱，你
只要走进去就会发现有一种独特的风
景映入眼帘——“挂”起来的物件，它们
不仅构成了农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农
家人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学。

农具是农家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天天出门随手带，一年四季
离不了。这些农具用毕，不是把它们随
意扔放，而是被有序地挂起来。扁担、
锄头、镰刀、犁铧、箩筐、大锯、小锯……
这些农具挂在墙上排列成行，仿佛是一
幅幅生动的农耕图。挂起来的农具，不
仅节省了空间，更便于取用，充分体现
了农民对工具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
爱。即使是三四米高的梯子也不例外，
只要不用了就会挂起来，用塑料布遮
着，既能预防风雨的侵蚀，又不会占用
空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金黄的玉米，
饱满的谷穗，还有那沉甸甸的高粱，有的
倚墙、有的搭架，它们被一串串、一束束
挂起，成为农家最美的装饰。辣椒、豆
角、瓜条、茄子也不落后，它们或红或绿
或黄或紫，或挂满屋檐，或吊在走廊，编
织出七彩农家，增添了一抹生机。这些
挂起来的农作物，是农家人辛劳和汗水
的结晶，不仅展示了辛勤劳动的成果，更
是一种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

到了冬天，在一些农家，你还会看
到挂起来的粉条、熏肉、柿饼儿、红薯干
等食物。这些食物经过处理，挂起来不
仅能够保持其原有风味，还能避免变
质。晾晒、烟熏、风干，是农家的美味布
展，也是农家人勤劳智慧的体现。

走进屋里，农家的墙壁上，年画、日
历和挂钟是不可或缺的时间记录者。
年画一年接一年，那既是一种佳节的凭
证，也是一种团圆欢乐的见证，更是一
种忘不掉的美好记忆。所以，虽然年画
年年有新的，但许多人还是会把旧的保
留下来。日历记录着农事活动和节日
庆典，庄稼人习惯看农历，春种夏播秋

收冬藏、婚丧嫁娶满月圆锁，都按农历
说事，重要的日子庄稼人还会在日历上
用笔标注。那些各式各样的挂钟均随
自己喜好购买，悬挂在醒目的地方，抬
头便能看到，提醒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节奏。它们的存在，让时间在
乡村的宁静中缓缓流淌。

伟人画像也是农家墙上必不可少
的，他们被安排在显眼的位置，表达着
对国家和民族的敬仰与忠诚，倾诉着对
伟人、领袖的感恩和感激，这不仅是对
历史的纪念，也是对当下生活的激励。

除了伟人画像就数那些挂着的家
庭相框了，或彩照或黑白照或全家照或
单人照……都有序地装帧在相框里，每
一张相片都能体现一个时代，每一张相
片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每一张相片都能
勾起一段回忆。这些相框里的相片可
以随时增添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有新
的作品新的变化新的感觉。

抢眼的还有那些中国结，以其精
美的工艺和吉祥的寓意，成为农家装
饰显眼的亮点。或挂在门楣或挂在窗
边或挂在某一个墙面，或舒展静立，或
随风轻摆，红红火火、平安吉祥从屋里
淌出屋外。

天气冷了，就得把门帘挂起来
了。农家人一般不去买门帘，而是习
惯用碎布拼凑，那些图案各异，如动物
如植物如几何图形，花花绿绿，色彩斑
斓，个个都是农家妇女巧手的杰作。
既能挡风保暖御寒又增添了家的温馨
与艺术气息。

“挂”起来的风景，不仅仅是一种视
觉上的享受，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表
白。它教会我们如何充分利用空间，如
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出更多的可
能。农具的挂放，让使用更加方便；食
物的悬挂，让保存更加持久。这些都是
农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一代代农耕文
化的传承。结合屋里屋外墙上、门上、
窗上的那些挂件让家的概念更清晰、内
涵更丰富、味道更浓郁。

“挂”起来的风景，是农村生活的一
种真实写照，是庄稼人的一张实物名
片。它们不仅仅是物品的简单悬挂，更
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如此，我们不
仅能品味到日子的平淡与韵味，更能体
会到一种温存温馨和踏实。

当你走进乡下，不妨放慢脚步，细
细欣赏那些“挂”起来的风景，它定会给
你的心灵带来不一样的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