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孩子能否明白“大道理”？
开学了。这两天，在各个学校门口

和微信朋友圈中，总能见到不少泪别的
父母与孩子。现在如此，过去亦然。

想起自己第一次离家上学，虽然只
是去郑州，但妈妈仍在上车的最后一刻
哭了起来，对比自己当时的一脸尴尬，真
有点儿“慈母养儿儿不孝”的意思。

当然，家长都很爱孩子。不论离别
时的状况如何，家长大都对孩子的表现
很欣慰。比如，有家长感慨“孩子今天哭
得像个泪人，哄了好久才走”，有家长说

“我家孩子跟没星秤一样，着急把我撵
走”……前者为孩子的不舍而感动，后者
则为子女的独立而欣慰。

离别总让人不舒服。只是，孩子们
真能理解离别时的感情吗？或者说，何
时会对这种感情有比较深的认识呢？

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
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
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
背影渐行渐远。”这个对离别的理解，让
不少年轻人痛呼“没有早些感觉到”，觉
得自己愧对了父母的感情和付出。

大家一向爱说，东方人的感情是含
蓄的。中国家长和孩子打电话、发短信
时，“吃饱穿暖”“别心疼钱”是相互问候
时说得最多的内容。这种细腻的感情固
然让人回味，但想一想，是不是少了点儿
纯粹的感情乃至情绪的交流？毕竟，家

人，是做感情交流最适合的对象。
想起自己曾见到的一个场景：一名

年轻妈妈送女儿到校门口，小姑娘很乖
巧：“谢谢妈妈，妈妈再见！”也许这话是
老师教的，因为校门口也有别的孩子这
么说。问题在于，妈妈的回应让人没想
到：“咿呀，啰嗦啥，赶紧去吧！”如此回
应，当然不是不爱孩子，通常是因为没有
交流感情的习惯与技巧。

前两年收视率一度问鼎的《爸爸去哪
儿》系列节目，也为大家展现了曾被臆断

“啥也不懂”的孩子们常常拥有超乎父母
想象的理解能力。从孩子们的口中和实
际表现来看，小孩子也能懂得“大道理”，
比如对父母的温存、体贴、感恩与爱。

教育孩子“成才成家”之前，绕不开
“成人”。如何做人？细化到实际中，就是
要理解种种人际感情、处事道理。论及给
孩子讲“大道理”的方式，也是一门需要
钻研的学问。在这一点上，一些明星父
母提供了不少范例。例如，借家中花草
的生长、凋零讲述生死等。方式很多，核
心是要讲究技巧，填鸭式的说教早已被
证明只会适得其反。

话说回来，孩子早些理解离别的感
情有什么用呢？我认为，也不必想得那
么远。或许，能因此获得孩子的深情拥
抱，每月多接几个孩子打来的问候电话，
也是不错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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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国人关注的徐玉玉案继续发
酵。公安机关介绍，6个犯罪嫌疑人，
有 5 个来自福建；5 个福建人，有 3 个
来自安溪县。近日，有记者前往福建
安溪进行探访。当地一名警察表示，
这些从事诈骗的当地人，他们不以诈
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诈
骗在他们眼中成了一种职业，仅仅是
谋生的手段，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
个村都在诈骗”。

人要脸，树要皮。诈骗，当然是件
丢人现眼、难以启齿的事。让人没想到
的是，它居然能成一种“光明正大”的“职
业”。这反映的不仅是部分人对法律的
漠视，更是耻辱感的集体钝化和缺失。

耻辱感的钝化，在生活中并不少
见：停车场里，斜着停的车占了俩车位，
遇有人好意提醒，竟遭到恼羞成怒的司
机出口伤人；家中条件不错却想方设法
骗取低保，不仅用得心安理得，而且觉
得自己“有本事”……就在前几天，父亲
有残疾、母亲无业的济南大四学生小雨
上了一诈骗团伙的当，被骗走 27930
元。当小雨拨通电话想讨个公道时，对
方竟抱以嘲弄：“我是骗子。你好，你个
傻子！”（见本报今日B10版报道）

太多的丑恶现象，都源于耻辱感
的钝化和缺失。

耻辱感是一种以自尊心为基础
的道德情感，是良知的一种表现，是

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孟子说：“人不
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没有羞
耻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

《后汉书》上有个著名的关于羞耻
心的故事。一个小偷偷牛被捉，跪地
请求说：判刑杀头我都心甘情愿，只求
不要让王彦方（三国时期因品德高尚
称著乡里之人）知道这件事。王彦方
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人给小偷送了
一匹布，他说：这小偷怕我知道他的过
错，可见他有羞耻心，有羞耻心的人，
必能改过向善，我只是想激励他这么
做。后来，小偷果然弃恶从善。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一个人耻辱
感钝化，就会以耻为荣，最终堕落；如果在
一个社会里，耻辱感总是奢侈品、易碎品，
那么，诈骗成团伙、成风的事就难避免。
你想，价值观被扭曲了，“弄到钱”成了压
倒一切的最大荣耀，什么坏事不会发生？

如何留住正在流逝的耻辱感，是
与打击诈骗同等重要的问题。

钝化的耻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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