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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明学

2011年是农历辛卯年，兔年。
嘟嘟出生在这一年农历十月十
二。他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无穷
无尽的欢乐，起名“嘟嘟”就是取

“兔兔”的谐音，寄托着家人对嘟
嘟的喜爱、祝福和期望。嘟嘟也把
自己和兔兔联系在一起，由此发
生了许多故事。

可爱的小白兔

喜欢可爱的小白兔，几乎是
小朋友的共同特点。嘟嘟自小活
泼乐观，非常讨人喜欢。

嘟嘟一岁多时特别喜欢小动
物，整天软磨硬泡，缠着要兔，要
狗，要鸡鸭。爷爷和奶奶特别宠爱
嘟嘟，想着法子逗他乐。因单元楼
环境有限，爷爷奶奶先给他买了
两只小鸭子。后来一只鸭子死了，
剩下一只是灰羽毛的，嘟嘟给它
起名叫“小嘎嘎”，常缠着爷爷和
奶奶陪他牵着“小嘎嘎”在小区
转，到公园玩，甚至走亲戚家都要
带上。这只鸭子陪嘟嘟度过了一
年多的时光，给他带来了无尽的
欢乐。

嘟嘟上一年级时，爷爷奶奶
搬到了新小区，有了车库，饲养宠
物小白兔有了一定条件。有一天，
嘟嘟老舅送来两只小白兔，嘟嘟
别提有多兴奋了！他蹲在兔笼前，
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白兔。小兔子
红色的圆眼睛，像两颗闪亮的红
宝石；长长的耳朵竖立着，三瓣小
嘴不停地咀嚼着，那一动一动的
小胡须，一耸一耸的小鼻孔，怜爱
得让人心疼；尤其是吃饱后懒洋
洋地伸直腰身，躺在笼子里悠闲
自得的样子，特别好玩。看着小兔
子，嘟嘟满脸喜悦。他顺手抓起身
旁一把青草，递到兔子的嘴边，兔
子嚼着青草，可爱极了，嘟嘟笑得
前仰后合。

邻居喜欢和小孩耍，是个热
心人。见嘟嘟的兔笼子有点小，用
废旧材料给钉了个大点的兔笼
子，嘟嘟相当满意，感动地说：“谢
谢寇爷爷！”随后，嘟嘟神秘地告
诉他爷爷，说昨天晚上梦见一个
兔笼子和这个一模一样。爷爷说：

“看来你心想事成，太神奇了！”
有了小白兔，嘟嘟的小愿望

终于实现了，上学前要看一眼，放
学后先跑到兔笼子前转一下，给
小白兔又是添草又是喂水，常常
带着小朋友围在笼子前玩得不亦
乐乎。不知小白兔带给了他多少
快乐，而且，嘟嘟常把自己的属相
和兔子联系在一起，把小白兔当
成心肝宝贝了，当成自己的“亲
人”关心爱护。

小白兔找妈妈去了

喂养小白兔使嘟嘟的童年生
活丰富充实了许多，其乐无穷。嘟
嘟还变着花样提要求，有一次去
山上玩，他缠着爷爷奶奶把小白
兔带上在草坪上溜达。喂养小白
兔也使爷爷和奶奶忙碌了许多，
每天打扫兔笼，准备饲草，兔子的
小嘴吧嗒不停，可不少吃，公路
旁、水渠边、农田间，还有青菜摊，
都留下了爷爷奶奶采集饲草的足

迹。为了减少麻烦，有段时间，爷
爷带着嘟嘟在老家院子后面垒了
个兔窝饲养，可离居住的城区远，
管理很不方便。嘟嘟还怕野猫伤
了小白兔，于是爷孙俩又把小白
兔带回城里养。

为了方便打扫，不干扰他人，
爷爷和小区物业沟通，在车棚一
个偏僻的地方存放兔笼子，给笼
子加了一把锁，由嘟嘟亲自管理，
还在笼子下铺了一层沙子和白
灰，小白兔算是有了一个安逸舒
适的环境。嘟嘟经常来这里和小
白兔互动，还呼朋唤友，招来不少
同伴，伙伴们争着添草，追着兔子
玩，看看小白兔自在的样子，小朋
友兴高采烈，沉浸在童年幸福的
时光里。

好景不长，有一天早晨，爷爷
去打扫兔笼子，忽然发现兔笼子
的木门在笼前不远处，周围一片
狼藉，两只小白兔无影无踪，爷爷
想这是怎么啦？门上加锁，前几天
爷爷还计划再加固一下笼子，难
道是……越想越不对劲。

好在放兔笼的地方，小区监
控覆盖，随时可以查看。爷爷赶紧
跑到物业办公室，请工作人员帮
助调看了监控：午夜时分，几只流
浪狗盯上了小白兔，吓得小白兔
乱窜，笼子的木门不甚坚固，一会
儿笼门被撞开……爷爷冷静下
来，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心里
焦急的是，这件事情怎么跟嘟嘟
交代呢？不能让嘟嘟幼小的心灵
遭受伤害。

回到家，奶奶还埋怨怎么不
早点加固笼子，事到如今只好编
造善意的谎言给嘟嘟一个合理合
情的说法。老两口一合计就说昨
天兔笼子没关好，小白兔跑出去
找妈妈，见了妈妈说不定哪天就
回来了。

嘟嘟毕竟单纯，信以为真，没
问什么，他还以为过不了多久，小
白兔想念小主人就会回来的。

一晃几年过去了，嘟嘟忙着
上学也没时间考虑小白兔的事，
或者想问什么却没有问，想着说
不定哪一天小白兔就回来了。

再圆养兔梦

2023 年农历癸卯年，又是一
个兔年，嘟嘟已经12岁了。关于小
白兔找妈妈以后的事情，爷孙俩
你不言他不语，一直没有提及。嘟
嘟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小白兔真
的去找妈妈了吗？爷爷不想提起
这个伤心事，心里一直思考着选

择合适的机会给嘟嘟一个交代。
有一天，嘟嘟和爷爷闲聊。

爷爷觉得嘟嘟也大了，善意的谎
言该结束啦。于是，爷爷心平气
和地叙述了当年小白兔受伤害的
经过，嘟嘟听完后说：“这几年我
心里也有疑惑，觉得小白兔找妈
妈不对劲，也不想听到不好的消
息，一直不敢提起这件事。现在
我长大了，能接受这个事实，它也
不会影响我的心情。但我依然喜
欢小白兔，喜欢它可爱的神态，活
泼的样子。”爷爷松了一口气，多
年的心事总算画上了句号，如释
重负。

转眼嘟嘟的妹妹上幼儿园小
班了，和哥哥一样喜欢小白兔。
暑假里，她软磨硬泡求着奶奶要
小白兔。奶奶觉得既然孩子喜
欢，要求也不高，大人就应该尽量
满足她的喜好，小时候该有的经
历和体验会让孩子受益一生。童
年的美好时光，是长大后值得回
味的。奶奶和爷爷一商量，不谋
而合，这样一来圆了嘟嘟的梦想，
二来满足嘟嘟妹妹的要求，何乐
而不为！两个人便冒雨跑到市场
去买兔子，去了两次都扑了空。

暑假快结束了，奶奶觉得无
论如何都要满足孙女的要求，于
是冒着酷暑，一人独自赶回老家，
在邻居的帮助下买到了两只小白
兔，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城。

奶奶把小白兔的视频发给嘟
嘟的妈妈，看到小白兔，嘟嘟和妹
妹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兄妹俩高
兴得不得了，围着小白兔左看右
看，又是喂草又是喂水，不亦乐
乎，晚上怎么说也不回家，非要睡
在爷爷奶奶家。兄妹俩兴奋得一
直睡不着，他们合计着给小白兔
起名字，妹妹说大耳朵的叫珍珠，
嘟嘟说小耳朵的叫果冻，大家一
致赞成。

再次喂养小白兔，爷爷奶奶
格外小心，以防不测，加固了兔笼
子，白天放在草坪旁，晚上放在车
库，早起打扫粪便，每天细心喂
养。小区里的小朋友围着小白兔
观赏，嬉戏欢闹。嘟嘟兄妹俩时常
守在兔笼旁，说着笑着，玩着乐
着，临走前还说，“小白兔再见”！
就连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不时也给
小白兔喂把草，逗逗小白兔。兄妹
俩再三叮嘱爷爷奶奶一定要把小
白兔照看好。

这真是：嘟嘟属兔爱兔养兔
快乐成长，时值兔年话兔赞兔终
圆梦想。

嘟嘟养兔记嘟嘟养兔记

□尹建莉

问：看过太多女童被性侵的报道，我和丈夫不主
张女儿穿裙子，给她买的衣服都偏中性。她爸爸还
说大学前只能穿运动服！可是，看着别人家的小公
主，我觉得这么对女儿不公平。是不是我们的做法
太不合情理了？

专家：假设某一天坏人侵犯孩子，一条裤子和一
条裙子有什么区别？爸爸要女儿上大学前只穿运动
服，我们由此猜测他是想要孩子在上大学前不要追
求美，更不要表现美，认为这样就既不会早恋，也不
会招惹坏人，还能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如果爸爸的
逻辑成立，那么，结果应该是，女儿在成年前都活在
和“美”绝缘的状态中，她将没有童年时关于公主裙
的记忆，没有少年时关于花季少女的印象。她会在

“中性服装”和“校服”下渐渐忘记自己是个女孩子。
其实，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爸爸只是其中之

一。这是因为，这些人看不到童年独立的价值，认为
童年仅仅是个过程而已，孩子只是为了长大而存
在。教育中的很多错误观念，其根源就在于对童年
的蔑视。如果人们把童年仅当作成年的准备阶段，
就会肆无忌惮地压榨童年，剥夺童年。你们指望一
个从出生到成年完全没有形成自我美感的女孩子，
在成年后会突然懂得美，且变得美吗？

爱美是天性，天性压抑太久，要么死亡、要么扭
曲变态。童年时代的很多东西，失去就永远找不回
来了，切勿矫枉过正，因噎废食。

童年也需要美丽，请不要压抑孩子，让你们的女
儿像所有女孩子一样爱美且漂亮。你们要做的是，
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教会她如何认识真正的美，并
学会保护自己。 （《中国妇女报》）

请允许女儿爱美且漂亮

□贾林娜

怎样才能让孩子感恩父母的辛劳和对他无微不
至的关爱？有的家长会跟孩子不断强调自己付出了
多少，可是孩子并没有受到触动，依然对父母的关心
照顾无动于衷，这让不少家长既难过又焦虑。

专家认为，让孩子有感恩心，并不是家长强调了
多少遍“我为你付出多少”的话语，而是要通过巧思
妙方和有爱的行动感动孩子，让孩子发自内心地说
出“谢谢”。直白的说教会让孩子心生反感，即便他目
睹了家长的辛劳，也很难说出感谢的话。

专家建议，家长要改变“说教成才”的错误教育
观念，因为喋喋不休的说教会让孩子加速变成“铁石
心肠”。想要感化孩子，家长需要从日常的点滴小事
上做出调整。比如，要让孩子发扬优点、改掉缺点，家
长一方面可以引导孩子记录自己点滴的进步，及时
对孩子的优点进行肯定，另一方面对非原则性的缺
点问题，不大声斥责，而是用巧妙的话术（如“我希望
这个错误是你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对你
改正错误很有信心”），这样孩子既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又保留了颜面，对家长的感谢之情油然而生。另
外，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家长对孩子的付出就不能
只体现在饮食起居上，更要体现在对孩子行为处事
的正确引导上。如家长可以通过讲寓言故事或他人
的事例让孩子明白是非对错的道理。

爱是教育的灵魂，希望家长用心营造和睦的家
庭氛围，通过互相表达感恩的言行濡染孩子，让孩子
崇拜进而模仿父母的言行，在懂得感恩的同时，也提
高与人相处的能力。 （《今晚报》）

孩子不懂感恩，怎么办？

叫停“说教”行动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