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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北京念书，工作，买房，每一步

都是我这三口之家的大事；一步一个关口，

直到帮他成了家，我和老伴返回老巢，才大

松了一口气：吾事毕矣！很欣然的心情，很

历史的样子。那年我六十二。

有一老同学，年龄比我小，上述的家庭

大事却每项都早我几步。我儿子成家时，

她女儿已结婚三年，也没小孩儿。老同学

说没有更好，省得挨累；有了也不管，挨累

不说，还落埋怨；落埋怨不说，那可不是一

天两天的事儿，一上手余生就搭进去了；搭

进去不说，还有危险——她搜集了不少因

给儿女看孩子出事故的网文给我看，如一

不小心孩子掉楼下了，让人拐跑了之类，都

非常可怕。总之，因此所以，绝不给儿孙做

马牛。我虽然对此表示首肯，但将信将疑，

只怕她事到临头做不到。果不其然，我孙

女还未降生，她女儿先生了，而且是双胞

胎。双胞胎的爸爸是安徽人，在德国留的

学，之后就入了德籍，孩子自然在德国生，

这么一来，老同学两口子就开始了万里奔

波：到德国三个月，因签证期满，必须回到

中国，由男方的父母接班；回到大连席不暇

暖，又该远征了。忙乱到这地步，联系就少

了，前几天有一微信来，说现在就是累，他

们两口子无论黑白，睡觉都倒班，天天如

是。这时候还有必要问她原来说过的话算

数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不过劳作量少

他们二分之一而已。

今年七月在北京，接到老师的电话，约

我见面。老师退休后，离开内蒙，移家杭

州，这回来京看二女儿和外孙。十年未见，

人老了许多；说起故乡的人事，就想起杜甫

当年的诗：“访旧半成鬼，惊呼热中肠”，不

禁相对唏嘘。但无论如何，与那些相熟的

师友比，我的老师绝对称得上有福之人。

老师两个女儿，大的在杭州，给父母在杭州

买了房子；小的在北京，给父母在北京买了

房子。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可见都有出息，

又都有孝心。这样的老来得福起码我料想

不到。我念大学时，老师也就三十多岁，他

是典型的宅男、家庭主厨，再就是比较有名

的溺爱女儿的父亲。他的大女儿生得亭亭

静静，学习好，爱画画，也极善于和她父亲

闹脾气。比如有回老师忙忙乎乎做了一桌

饭菜，她竟不吃，熬到半夜时分去敲父母的

门，说饿了要吃土豆丝，老师就睡眼惺忪地

起床，细细地切，乒啪地炒，急急地端上桌，

关切地看着女儿吃。这类可能被人演绎夸

张的段子很多，老师不以为意。谁也没想

到，这被宠坏了的大女儿高考竟是地区的

文科状元，进了北京大学。更让人想不到

的是四年之后，心仪她的同学她不理，留京

的工作她不要，却回到老家那个小城，在她

父亲执教的大学任教，而且要和高中时一

位同学结婚。那男孩子恋她多年，有漫画

才能，只因为偏科啥学校都没考上，其时在

一家银行做保安。这种不合时俗的婚姻一

时成为母校乃至全城的笑谈。老师夫妇为

此着急上火，无奈大女儿一意孤行；最终老

师赞助他们成婚，而且每周一次去女儿女

婿家打扫卫生，因为这一对连被窝都不叠

的小两口，每星期都会把家弄成猪窝。更

令人想不到的是，婚后不久，老师的大女儿

襄助夫君开始漫画创作，几年之后，渐趋有

名，就辞了保安工作；又过了几年，妻子竟

辞去大学教职，和夫君南下杭州，开创“飒

漫画”事业去了。几年前我曾打开漫画网

站，才知道“飒漫画”已声名远扬，昔日的银

行保安已成为大师级人物了。看他的自我

介绍，其中“最佩服的人”一栏下，他写的

是：老婆。

老师的二女儿性格文静，从小爱猫，在

姐姐的吵闹声中，不声不响地长大，竟成了

北京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让老师着急的

是，这姑娘三十几岁也没个对象，别人介绍

了许多她都不在意，自己似乎也不着急。

有一天，她在路边捡到一只被人遗弃的垂

死的猫，抱着它去一家宠物店做手术；宠物

店的老板兼大夫是北京男孩，服膺于她的

爱心，把猫治好了两人竟喜结连理。婚后

不久，老师的小女儿也辞去教职，襄助她姐

姐姐夫的事业，做“飒漫画”中国北方诸省

的发行总管。

我想，一个人有福没福，得看晚境，所

谓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因此我羡慕我的老

师。他是有爱心的人，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从家事看家风，万千家庭，家风各异，

但总万归一，都不能离开爱。有爱的家庭

多了，关键是得从爱生发出善良来；有这个

善根，即便溺爱也无妨。再高一层，大概就

是：根正了，就放小儿女们去自由生长。这

条很难。善良的爱，自由的生长，合二而

一，即是培育好家风的良方，也是为人父母

的积福之道。

（本文作者为大连大学）

我家住在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市郊，祖父辈都是

地道的农民，靠种地为生。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年代，

日子过得比较清苦。在我八、九岁的时候，记得生产队

为了搞秋收会战，提前杀了一头猪，每家分得二斤肉。

晚上吃饭的时候，爷爷、奶奶、父母、我和妹妹一家六口

围在炕桌上吃饭，见盘中有肉，我和妹妹跃跃欲试。这

时见父亲夹了几块肉放在爷爷奶奶碗里叫他们吃，爷爷

没说话，又把肉放在父亲碗里，说：“我岁数大了，不吃

肉，有粗茶淡饭就可以了，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壮劳力，

多吃点，家里还靠你哪。”只见父亲含着眼泪，又把肉夹

给了我和妹妹。父母对爷爷奶奶的孝敬，对子女的舐犊

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到不惑

之年的我忆及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我也参加工作，爷爷奶奶这

时也上了岁数，父亲依然是壮劳力，是家里顶梁柱。在

我参加工作时，父亲说，“上班了，要听领导的，认真

工作，不要怕出力，年轻人累不坏，踏实做人，勤恳做

事，学好手艺。与人相处，要友善，要宽厚，要有信

用，不要迟到和早退”，总之，父亲叮嘱的很多。在我

没成家的时候，父亲每天早晨五点必喊醒我，这已成了

习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从当年的愣小伙子变成已

到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但父亲的教导和嘱托始终靠记在

心里，使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和作风。由于工作中踏实

肯干，要求进步，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于

2010—2011年度获评大连市劳动模范，2013年大连市

高校后勤职工先进个人称号。当爷爷奶奶父母看到我的

获奖证书的时候，高兴地流出欣慰的眼泪，我也感慨很

多。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娶妻生子，有了一双儿女，在

我四世同堂的家里，由于有爷爷奶奶和父母的言传身教、

影响和关爱，我的一双儿女也健康成长。姑娘思想上进，

学习优秀，小学期间当上班长和学生大队长，中学因学习

成绩优秀进入“快班”当上班长，并且担任大队长，同年被

评为“甘井子区优秀学生干部”、“甘井子区三好学生”，初

二阶段被评为“大连市优秀学生干部”“大连市三好学

生”，高中时全市统考，考入大连市一中。由于我们住在

市郊，我和父亲（孩子的爷爷）商量准备在一中附近租一

套房子便于读书，避免来回通勤（上学、放学来回近了半

小时），姑娘知道后，耐心说服我们不租。她想为家庭节

约每月 1400元的开销。三年的高中时代没有参加任何

形式的补课，坚持通勤，最后顺利考上辽宁大学，我们全

家感到非常的欣慰。

如今我的奶奶已 102岁，我的父母对奶奶的细心周

到，孝敬有加，为我们儿孙辈树立了榜样。孝敬长辈，尊

长爱幼，家庭和谐，邻里和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

天经地义的。我想，好的家风足以改变人的思想和认知，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

的精神基础。

十一小长假，我和先生一如既往地没有旅行

计划。

放假第一天的一大早，跟住在对门的公公婆

婆一起吃过早饭，我们要陪婆婆回金州农村的娘

家，看望 98岁的外婆，并与婆婆的七个兄弟姊妹

以及他们的子孙们聚会。

外婆家是个热闹和谐的大家庭，四子四女，

婆婆老大，比最小的弟弟大二十多岁，也就是说，

小舅比我的大姑姐只大一两岁。每年过年或外

婆生日的时候，一家 50几口人几乎全部到场，极

为喜庆的四世同堂。外婆的重孙辈的孩子们，大

的是我婆婆的三个孙子孙女，都正读大学，小的

刚刚一岁多，刚会走路。这个小长假，因为有人

在外地工作学习或出差，只有30多人相聚。阳光

明媚，秋高气爽，院子里枣树上的枣子红了，时不

时的随着微风落到地上。大舅前一天把种的花

生收回来晾晒在院子里，外婆跟几个女儿和孙女

媳妇们围在一起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摘花生，一边

话家常，大舅在旁边笑着喊：谁摘的谁带走啊，比

一比看谁摘的多！几个重孙重外孙笑着闹着在

大人堆儿里跑来跑去，外婆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

容。

外婆身体非常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腿脚轻

便的甚至可以登梯子上墙头摘枣，走起路来比两

个腰腿痛的女儿都轻快。老姨的女儿在外地，所

以她一直陪外婆住，负责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

大舅除了晚上回家住，基本上把外婆家当作工作

单位，早晨上班，晚上下班，不分节假日，跟老姨

一起栽种一些花生大豆地瓜土豆和各种青菜，其

他儿女平日里谁有空就过来帮忙。我婆婆也一

样，虽然也年近八十，但身体很好，以前基本隔周

就要自己或者跟公公一起回一趟娘家，有时自己

坐车去，有时我先生送去，也有时我们都去，去看

看外公外婆，帮着干点农活。去年外公走了，公

公身体也不太好，才回去的少了，但农忙时婆婆

也总要回去住两天帮帮忙，我们在家负责照顾公

公。

有人说，亲戚越多事越多，勾心斗角的，还不

如处得好的邻居。但在外婆家，我没有这种感

觉。外婆看起来并不是个强势的女人，从未看过

她严肃的教训过谁，但是，在这个家里，不管是六

七十岁的婆婆辈的人，还是三四十岁的我们这辈

的人，甚至是几岁的重孙辈的孩子，我从未见过

任何一个人顶撞长辈，更不用说相互争吵了。我

嫁给先生这些年，每年至少两三次这样的大聚

会，吃饭时经常有桌子凳子不够的时候，从来没

有人规定过谁必须坐哪桌，或者谁必须先吃或后

吃，除了让外婆坐好之外，大家都是自己找地方

赶紧吃完好给其他人让位置，站也好坐也好，先

也好后也好，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没有人会觉

得有什么不合适，有的只是谦让、帮忙、热热闹

闹、其乐融融。家里来的人多，每个小家庭单元

都会给外婆带些水果或营养品，每次走的时候也

都要带走一些大舅和老姨种的瓜果菜蔬或者土

鸡蛋，没有任何人去挑剔谁拿的多拿的少了，谁

干的多干的少了，反而会想，我能吃到纯天然无

污染的农家菜，真的很幸福，但是大舅和老姨那

么辛苦，我们得抽空多去看望他们多去帮忙才

对。

看到关于家风家规的征文通知时，我就想起

了外婆家，这样一个家庭，看起来似乎没有“规

矩”，但却处处彰显了浓郁的和乐气息。怎样的

家风算是良好家风？“万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

立了再多的规矩，做不到也没用。相反，只要记

住两个字：“和”、“孝”，那也就拥有了本质的内

涵。外婆家就是例子，外婆总说自己没有文化，

但并没影响自己养育出一大家的和乐孝顺的子

女，一代影响一代，现在这个家里，有读书多的，

也有中学毕业就务农养鸡的，有国家公职人员，

也有给人打工或自己做个小买卖的，各种社会角

色，却都能够平和工作、平和做人、孝顺老人、善

待家人，这样的人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危害社会危

害他人，这样的人可能从不说什么讲道德守规

矩，但他们就是按照中华传统美德在做事。

家风是有传承的。我婆婆也从不教育子女

要孝顺，但言传不如身教，就如我先生，无论遇到

什么事，他都不会对父母言重，哪怕因为父母年

龄大了，偶尔糊涂做点很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他也只是和声细语，默默付出；父母在，不远游，

因为公公身体不太好，我们就不出去旅游；我们

都是公职人员，没有多余的钱买房子，就租了对

门的房子让公婆搬过来，好方便照顾。有人说我

傻，我没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没有什么应该不

应该。有这样的婆婆，也不会存在婆媳不和的问

题。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善良和孝心，

但我却因为父母的唠叨而大声反驳过，甚至我

跟母亲会因为都在为对方着想而争执过。这一

点上，先生和外婆一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

也要努力的做好自己，孝心有，但一定要

“和”着做。家庭和睦，才有幸福感，子女也会

在幸福中成长，自己也会有好心情，把好心情

带到工作中，工作就会愉快高效的进行。如果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重孝义，都以“和”为

本，社会何愁素质匮乏、文明欠缺？满满的正

能量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们，也许你

们还没有适应大学生活的节奏，还没有

融入这个新的集体，不过没关系，步入新

的环境总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下面是

我对大学生活的理解与认知，希望对你

们能有所帮助。

大学课程和高中课程区别在于大学

每堂课信息量大，课堂互动少，课后辅导

少，完全靠自主学习，所以建议大家课前

做好预习，并能通读教材，了解本门课程

的总体思路和内容，同时查阅相关学科

的资料，课堂上认真听讲，并且听讲时能

结合提前预习中发现的问题有所侧重，

在笔记中也重点记录这部分内容。课后

及时复习课上内容，不懂之处及时问同

学或老师，做到每课一结，每课一预。

“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却不知

道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A1]”这是大

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

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没有目标，说白了就

是没有梦想和追求，或者有梦想和追求

只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没有行动，或者不

能够坚持行动。而造成没有梦想的原

因，就是大部分同学生活安逸，一直以来

的“唯高考论英雄”的模式造成大家把考

上大学作为最终目标，而到大学就失去

目标了，所以就开始松懈。建议同学们

尽早制定大学的目标和人生的目标，但

目标一定要具体，而不要过于口号式或

者过于宏大、不切实际、遥不可及。如果

实在没有想好，哪怕从身边的小事或小

的习惯养成入手，也可以。比如：每天 6
点起床，每天学习 5个单词等等，长期坚

持下来就会非常有成就感，也会增强自

信心。但是，记住，梦想一定要有，只要

坚持努力下去就一定会实现。

[A2]“害怕自己大二大三时后悔大一

没有做些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度过我们的

大一生活？”也是部分大学生担心的问

题。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上大学，无所谓

后悔不后悔，别人的成功也只能借鉴好的

部分，只有自己走过了才知道怎么回事，

有的同学喜欢听学长、家长、老师的建议，

看似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失去了很多；

有的同学喜欢自己体验，看似失去了很多

荣誉，但也收获了很多，所以不要说后悔，

只要体验了就好。怎么过都是一种经历，

只要自己觉得合适就好。因为大一你就

是选择这么过的，这种选择你觉得最舒

服、最合适，那么，大二你为什么要后悔

呢？也许你换成学霸模式，你一样会后

悔。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既然选择当

下，就要享受当下。[A3]
所以，同学们，[A4]给自己定个目

标，不要总说自己对未来很迷茫，你想要

的未来只有你自己最清楚。鞋子合不合

适只有脚知道，[A5]如果不知道自己穿

多大码的鞋子合适，那就先去量量自己

脚的尺寸，再去不同的商店试穿不同的

鞋子，多穿一穿，多走一走，自然就找到

适合自己脚的鞋子了。当然，随着年龄

的增长，脚也会有所变化，鞋子自然就要

常换常新了。

希望所有大一新生都能尽快适应大

学生活的节奏，抒写自己的华丽篇章！

旅游学院辅导员李红

第十二届校园科技学术节已在 10月中旬拉开序

幕啦，目前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次科技节由校团委

与素质教育基地联合举办，以“放飞科技梦想，炫彩

文化生活”为主题，致力于促进科学技术、促进大学

生理解科学的科学技术传播活动，搭建起一个全校普

及学术科技知识、学术科技创新推广、学术科技思想

交流的平台。科技节的活动主要分为五部分：广场科

普、博览之旅、竞赛空间、大家讲堂和科技知识竞

赛。

科普广场，奇思妙想

10月 19日的科技节作品展览可谓是最有看点的

活动之一，各个学院都争相摆出最有亮点的作品。在

这里，同学们可以感受到各方面的科技文化氛围。呼

啸云端的遥感飞机，手舞足蹈的智能机器人，还有深

藏奥秘的奇异魔方。不管是有关天文，有关地理，还

是有关具有科技气息的艺术作品，在广场科普六大展

区内，总有一个会使你驻足，引发你的思维之潮。这

些琳琅满目的作品，虽然不像“满汉全席”色香味具

全，但其中所蕴含深刻的科学原理依旧在熠熠生辉。

别忘了，还有福利可以拿，感应悬浮直升机那都不是

梦!同学们可以通过在各个展区正确回答问题，收集

“科”“技”“学”“术”奖章，来获取相应的精美礼

物。我们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其中，说不定偶得灵感，

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人就是你。

博览之旅，多元缩影
10月 26日下午 13点，校园科技文化节之博览之

旅活动开始啦。为响应“放飞科技梦想，炫彩文化生

活”的号召，同学们在6位校会成员领队的带领下走

进了博物馆、金泽馆、烘焙实验室、调酒实验室、病

理实验室和解剖楼。本次游览总共分三条不同路线，

时长为90分钟。

其中病理楼一览中的“大体老师”——捐赠遗体

者值得一提；博物馆的规模——人文科学馆、自然科

学馆、生命科学馆和艺术科学馆让我校学子惊叹不

已；金泽馆里的异国风情，珍贵藏品更是让我们见证

了我校与日本高校的深厚友谊。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在讲解员的悉心讲解下参

观了许多难得一见的新奇事物，感受到了校园科技的

震撼，增强了科技知识兴趣，浓厚了我校科技氛围。

博览之旅活动在这天圆满落幕。

竞赛空间，思维敏锐
竞赛空间赛事多多，无线电测定向活动以其趣味

性和科技性广受大家欢迎，将在 11月 18日举行。相

信大家都玩过捉迷藏的游戏：抓自己的小伙伴，而无

线电测定向相当于“抓”隐匿在森林深处的狐狸（发

射机），都知道狐狸是狡猾的代名词，不难想到信号

源的踪迹是也是很难寻的，信号源通过定时向外发出

规定的电报信号，而猎狐器（无线电测向机）将会指

引大家寻找“狐叫声”的来源之处。但这不是一蹴而

就的，需要在第一声之后判断大致方向，类似人的双

耳效应，手机响了

你总能寻着声音找到它吧？除非你只有一只耳朵。然

后快速跑动，利用“狐狸”休息的时间，始终向着信

号增强的方向跑，即信号源的藏身之处。当你距离“狐

狸”很近的时候，它会很害怕你发现它，所以会“呼吸急

促”，这时候你每移动一小步“猎狐器”信号强弱变化会

很明显，这个节骨眼上发挥我们猎人敏锐观察力和分

析力的时刻到了。当你“抓”到最后一只“狐狸”，扫一

下旁边的二维码，全程用时最短，你就是优秀的猎人。

大家讲座，文韬武略
大家讲座即为请有经验的学者专家根据自己往年

的科技知识与研究经验，为对科技有兴趣的同学们进

行讲解，让让他们更深刻且清楚地了解到科技的发展

与进步。今年将有新东方的名师，还有学校里的学

者、名师来为我们宣讲。讲座暂定为十一月中旬。

知识竞赛，各展雄才
11月 3日下午 6：30，科技知识竞赛开始了，我

走入考场的时候，看见已经有许多人在准备开始了，

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胸有成竹，有个人推了推眼

镜，有的人转动着手中的笔，有的人拖着腮帮子，有

的人在讨论着，一个男声响起，我们立即坐正停止所

有的讨论，只见一份厚厚的答卷传递到每一个人手

里，我拿到的时候禁不住数了数，居然有7页，我被

吓到了，然后听见了陆陆续续传来了“哇”的声音，

抬头看看发卷子的人，那人脸上居然泛起了笑容，分

明是那种很有成就感的笑容。我感觉后背一阵凉意。

硬着头皮答题。

在看到第一个题目时，我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

人，有的人在笑，有的人面无表情，但是手中的笔很

笃定的跳动着，有的人轻轻皱眉，有的人用手轻轻挠

着头，我就坐在位置上快速的完成了答卷，不是因为

什么都知道答案，而是有舍有得，于是我继续观察着

考场了的人和物，考场可移动的四块黑板上写着知识

竞赛，组织着考试的人们有的在讨论，有的在玩着手

机，有的人在看别人的答案，然后突然吱呀一声，有

人拿着答卷交了，接着就是断断续续的吱呀声，我没

有交，因为我想看看结尾会是怎么样，到了最后，我

发现留下来在检查或者是思考没有答出的问题的人只

有零星几个，或许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场比

赛，无关痛痒的事情，可是要强的人会把它看重，把

它做到自己问心无愧的地步才会放手。

学生记者王昕韩东翁珊顾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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