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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网络和电视比书籍
更具有吸引力，也更有感官刺激
性。庸俗的东西总是比高雅的东西
具有更强大的诱惑力，一个孩子亲
近网络和电视或许不需要任何引
导，但要让一个孩子爱上读书，需要
花费心思培养这一习惯。作为家
长，我们有义务引导孩子亲近阅读，
让阅读伴随孩子终生。

我儿子贾语凡上高二之前是不
喜欢读书的。那时，格调高的、催人
奋进的书籍他几乎不看，偶尔翻看
的也是兵器、武打、漫画类书籍，一

旦受到不良文化的诱惑，很容易产
生认知偏差。儿子沉迷于网络，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喜欢读书，但
归根到底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正确
引导。为此，我发誓要把儿子的阅
读习惯培养起来。

一个人下决心很容易，真正做
起来却很难。培养一个高中生的阅
读兴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为他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已经基
本形成，不像小学生可塑性比较
强。由于操之过急，要求甚至强迫
儿子读书，我也走了一些弯路，甚至
吃了一些苦头。从此，我开始着重
在引导、熏陶上多做工作。

我先是营造读书环境，让家里
到处都是书籍。餐桌、沙发、床头、
厨房、厕所……眼睛看到的是书籍，
手能摸到的是书籍，说家里是个小
型阅览室一点儿也不过分。

然后是身体力行，做好榜样。
在陪读的两年内，我把主要精力都
用在了读书上。白天读、晚上读，儿
子还没起床，我就拿起了书；孩子睡
觉了，我还在读书。家里有了读书
氛围，对儿子的影响不言而喻。

我和亲戚、朋友、家长、孩子在
一起谈得最多的话题是读书，送人
最多的礼物是书籍。在我的影响
下，不少成年人、中小学生拿起了
书本，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

些都对儿子读书产生了“润物细无
声”的作用。

我曾数次向儿子道歉：爸爸这
一生最大的失误是从小没有重视你
的读书习惯。我叮嘱儿子：你以后
做了父亲，一定要把后代的读书习
惯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阅读对一个
人的影响是终生的。我的道歉情真
意切，对儿子触动很大。

为了引导儿子好读书、读好书，
我每次出差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书店
和图书馆。凡是逛书店，我总忘不
了给儿子打电话，问他需要什么书
籍。凡是儿子点名的书籍，我总要
想方设法买回来。有时儿子也不一
定有这方面的需求，听到爸爸热情
洋溢的问候，往往也会随便说几
本。儿子让买的书，他一定会翻看，
久而久之，他就对读书产生了兴趣。

通过不懈的努力，播撒在儿子
心灵中的种子发芽了。从高二下学
期开始，儿子每天都要看几页《哈佛
家训》《每天进步一点点》等书籍，有
时还要作批注。通过读书，儿子有
了理想和人生目标，学习态度有了
质的改变，学习成绩也在逐步提
高。老师对儿子的看法在改变，儿
子的自信心也在增强，儿子进入了
健康成长的轨道。

在高三备考的那段时间里，即
便再忙，儿子也总不忘读一些励志

方面的书。正因为他从书中获得了
精神慰藉，内心产生了强大的力量，
他才能从容度过高三炼狱般的生
活，顺利考入理想的大学。

儿子上大学后，还忘不了让我
给他寄书；每次去学校看儿子，他总
要求给他带几本书；放假返校，行李
再重他也要选几本书带上。在大学
同学中，他的存书是比较多的。假
期回家，是他读书的绝佳机会，他在
书桌前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每天
读书至凌晨一两点是常事。有好几
次，我半夜醒来，看见他房间灯还亮
着，不得不强制他休息。

儿子在日记中写道：“我庆幸自
己在中学阶段走了那么一段弯路，
不然我不会对人生有比较深刻的认
识和感悟；我庆幸自己有一位责任
心极强的爸爸，在我出现问题的时
候，他不但没有放弃我，而且始终
对我有坚定的信心；我庆幸爸爸在
我最无助的时候，不遗余力培养我
的阅读兴趣，帮我打开了知识通
道，让我从书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成
长的动力。”

没有不喜欢阅读的孩子，只有
不会引导的父母。任何时候，知识
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就看做父母的
有没有把孩子引领到门前。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映秀镇秀坪街被两条河流环
绕，它与外界的交通只能依靠两条
公路和四座桥梁。顺二河前往卧
龙、顺岷江前往汶川的公路都已被
彻底掩埋；213国道横跨二河的渔子
溪桥严重受损，无法通行。

在枫香树的红椿沟附近，连接
岷江东西两岸的岷江桥也被泥石流
掩盖。团结桥只能通过行人，镇里
对外的通路就只剩下滨河桥了。地
震让它受损，12日晚，这里连行人都
禁止通行。

到了 13日，指挥部下达了命
令：在桥头焊一根栏杆，防止大车通
行。负责施工的马凌清迅速完成了
任务，可是问题又出来了，这天早
上，渔子溪村刚联系好几台挖掘机
和装载机准备开往小学。

镇里只能依靠自己。电厂汽车
队有不少车辆，包括两台吊车，但停
车场的出入道路被电厂的废墟堵
住了。本来，村民杨云青的吊车可
以立即开到小学，因为它平时就停
在小学旁边的烟草物流中心。但
12日地震时，汽车修理厂车间的
顶棚掉下来砸坏了他的吊车，这两
台最得力的机械就这样缺席了救援
工作。

现在，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福堂
坝碎石场那台装载机和19岁的司
机李强身上。这台ZL50E轮式装载
机是当时镇里最大也是唯一能马上
行动的大型机械。前一天的地震把
李强吓得跳下了车，把这个庞然大
物丢弃在身后。这其实是他的“大
玩具”，他这年三月份开始学习驾驶
技术，两个月时间就能把这个大家
伙开得得心应手了。

无论是焦虑的家长还是电厂负
责人，大家都迫切地想弄出这些车
辆。最终经电厂负责人努力，指挥
部发出命令，李强带着他的“大玩
具”开始出动了。

他首先要穿过整个街道。路上
有很多小车，他已经事先请示过领
导，不必顾忌，可将这些小车统统推
到路边。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在
电厂大食堂和水工建筑厂之间。大
食堂垮塌了一小半，上一层的二十
多块预制板垂吊着，那些连着预制
板的细钢筋随时会断掉。

李强坐在高高的驾驶室里，小
心翼翼地推开路上的障碍，生怕带
来震动。再往前，老单身楼的大量
废墟已盖住路面，装载机爬了上去，
推掉最上面的一层杂物，将下面的
压实，清出一条较为平缓的道路。
他的运气很好，那些乱七八糟的钢
筋没有戳爆轮胎。一个小时左右，
通道被打开，吊车、客车、货车都开
了出来，但吊车还到不了学校。

李强没有接到新的命令。
完成了清理电厂汽车队通道的

任务后，他需要有新的命令才能行
动。他记得有人去找蒋镇长，那人
先去了球场坝，然后到电厂，又去中
学转了一圈回来，还是没找到蒋镇
长。在所有通讯工具失灵，连地标
都消失的时候，要找一个不断走动
的人是很困难的事。

李强记得，后来不知怎么找到
了蒋镇长，镇长给他的建议是：最好
不要在小学动用重型机械，以免废
墟再次坍塌。他就停止了作业。而

装载机不推通去小学的道路，吊车
就无法进入。

在小学操场上，面对无法撼动
的废墟，家长们愤怒的情绪再也无
法控制。

有人大声说：“那些人都死光了
吗？这会儿一个都看不见。”魏少君
告诉他们，蒋镇长在。一些气晕了
的家长不肯相信，一个女人和蒲弘
在操场上吵了起来，她说政府机关
的人一个都不来。蒲弘说：“我就是
县政府的干部。”但家长们只承认他
们认识的人。

接着，这个女人又向蒲弘提出
新疑问：“你们都听到地震消息了，
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蒲弘无可奈
何地说：“地震时我就在这里，如果
有通知，我还会来吗？”他知道家长
们需要发泄，他更多地选择倾听。

蒋青林也来到了这里，他试图
劝说：“我们要统一指挥、统一行
动。”这句话引发了更多人的情绪反
弹，龙治骂了一句粗话后向蒋青林
挥动拳头，被副镇长徐红军挡开了。

官员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
对无法掌控的局面，他们宁愿采取
最稳妥的方案。蒋青林后来回忆
说：“地震是天灾，但如果出现人为
伤亡就是我们的责任。”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张
良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