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到网络上的两则消息：高铁
上一幼童因吵闹声过大，被同车厢
旅客劝说制止，不料却遭孩子家长
怒怼——建议高铁应设置“儿童车
厢”的声音频频出现；上海博物馆里，
一市民吐槽低龄孩童影响了自己的
观展——不少人提出，低龄儿童并不
适合需要观看门槛的博物馆展览，甚
至有人建议博物馆规定“14岁以下孩
童免进”。

不知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没？多
少次跟着别人后面进入商场、大厦或
宾馆，刚好被前面那人推开又反弹回
来的大门差点拍在脸上。但我曾去
过某城市，进任何一个酒店、餐厅、商
店、博物馆甚至厕所，只要你走在人
家的后面，前面的人总会扶门等着
你。而你为后面的人扶住门，也会听
到一句短促而又热情的“谢谢”。起
初，我还以为这里的人都特别有礼
貌，讲究“女士优先”，身为女性，就满
足地径直穿了过去。一天下来，我发
现规矩并非如此，后来者是男是女一
视同仁。我特意留心审视，没有人进
去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的。或许，在有
些人看来这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我被
感动了。因为，每天出出入入，在各
种公共场所都少不了扶门或者被扶
门，没有长期的养成，哪来的好习
惯？看似简单的一“扶”，又何尝不是
在传递一种风度、一种美德、一种为
他人着想的思维方式？于是，我也学
着养成了随手“扶门”的习惯。当听
到后面有人跟我说“谢谢”时，内心十
分愉悦。想来，一个城市的发达是跟
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关的。

就拿高铁上吵闹的孩童来说，如
果孩子还小不太懂规则，但父母理应
正确引导孩子在公共场合如何保持
安静。无论何时，父母都是孩子的镜
子，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的一
言一行都会投影在孩子那片原本纯
澈的心湖。心理学巨匠威廉·詹姆士
曾说：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
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习惯的力
量如水，润物无声，却有滴水穿石的
能量。

至于博物馆是否要将14岁以下
孩童作为免进对象，我认为可以根据
所观看的展览类别或内容，加以划分
观众不同的年龄层次，从而更好地提
升观展品质。当然，不管怎么划分，
家长都要教育、引导自己的孩子从小
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的好习惯，从小拥
有一颗公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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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厨艺不当才艺（一）

◎丁兆梅
◎黄丽娟

做好孩子的镜子

儿子学校留了一道作文题：
妈妈的一天。他无从下手，求助
于我。我的一天？那不就是“打
冲锋”的一天吗？怎么跟他形容
呢？我忽然有了主意，与其把自
己“苦大仇深”的一天说给他听，
不如让他亲身体验。

星期六我照常加班，头天晚
上我和儿子订了个计划：跟我去
单位体验生活，并在家里来个角
色互换。

星期六早晨，我起了床，打开
电视看新闻。儿子不会做饭，只
好弄了一杯牛奶和一片面包端了
过来。我不吃，学着他的样子做
挑食状。儿子左劝右劝，我假装

不情愿地吃了一点。儿子说：“我好
不容易做的东西您还不爱吃，白瞎
我一片心意了。”我告诉他：“妈妈天
天给你做东西吃，你天天都要挑食，
我才真正伤心呢。”儿子无语了。

总算要出门了，我又说：“给我
拿包去。还有把鞋给我擦干净，再
替我穿上衣服。最后别忘了锁好
门，并把门口的垃圾带下楼。”忙完
这些，儿子都要抓狂了。

来到单位，我做回了自己，忙得
团团转，关键是所有的烦恼和不如
意，我都要自己咽下，不能流露出负
面情绪影响团队合作，儿子当然看
不出其中关键，只知道我很忙。

回家了，我忙喊：“我饿了，快去

做饭！”儿子都要哭了：“我哪会做
呀！”“我不管，做不好我不吃！”儿子
只好去求助他爸。

我坐在客厅，看着大电视、吃着
零食、跷着二郎腿，心里惦记着那爷
俩。终于听到喊我吃饭的声音了，我
赶紧来到餐厅，面对四菜一汤面露不
悦。儿子急忙问：“怎么样？”我一翻
白眼：“没有爱吃的。”儿子的眼泪终
于下来了：“我和老爸辛辛苦苦做的，
您就吃点呗，给个面子还不行吗。”我

“噗嗤”乐了。
儿子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终于

理解老妈的一天了，以后自己能做的
事情自己做，帮家里多干活，尽量不
挑食。

◎小青

角色互换

作为五行缺酒的资深吃货，在
下对杯中物向来无感，但这丝毫不
影响我对盘中餐爱得热烈深沉，且
坚信有厨艺者有乐趣、善厨艺者善
生活、得厨艺者得人心。吃饭和下
厨面前，众生平等，谁还没点心得体
会甚至真知灼见呢？如我之流吃着
中华料理长大的码字人，知晓一个
朴素的道理——天地鸿蒙，一片混
沌，世上本没有美食文章，后来吃货
多了，写起来也就五花八门了。

若再发扬点科学精神，将几十
年猎食时光细加梳理、定型于纸笔，
也许能成一篇几万字的硕士研究生
论文。仅聚焦近三年便可写出《论
厨艺高低对后疫情时代人民群众的
饮食质量、身心健康、家庭建设、人
际交往、专业成长、经济循环等形成
的综合影响》，若放眼长远些不妨整
成《以地域、季节、食材、器皿、火候、
主宾、场景等为基础数据分析厨艺
修养与幸福指数的线性关联》之类。

但我们通常不会那么干，毕竟
烹饪教材里都有。另外那些能吃会
品、善于记录评价的美食家们早就
迫不及待留下了诸多饱含工匠精神
的名篇，好之者自可按图索骥寻文
细品，也许会在人生的某些艰难时
刻滋养到你的肉身和精神，某种情

形下甚至能照亮你的前程。
民间有谚：穿是威风，吃才是真

功。关于吃的重要性，老祖宗们早就
阐述到了极致且不接受任何反驳。
君不见《论语》中提到“政”41回、谈

“食”也是41回的高频次巧合？孔子
他老人家一本正经传道授业解惑的
内容中，包含“尔等不但要理直气壮
地和食物相处，还要食不厌精脍不
厌细”部分。《礼记》讲“饮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有金
句“食色性也”同频呼应，均指向于
人类生存延续的基本条件——哄好
肚子后才能更加知荣辱讲礼仪，才
有条件实现更高级的追求。

所以《汉书·郦食其传》中那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才有了流芳千古的群众基础，
让我们知晓无论是为了大局稳定还
是谋求长远发展，天下人的吃饭问
题始终是被顶层设计者当成头等大
事对待的。可知“江山代有吃货出，
从来大厨如江鲫”是历史发展的正
常规律和必然结果。

宋代吃货中出了个超级战斗机
叫苏轼，虽然玩味美食是他官场失
意后不得已的消遣，但他在厨艺领
域的探索确实超越了所有前辈，并
起到了穿越时空宣传地方特产的客

观效果。此公不仅善做、会吃，无事
还记录下制作食物的过程、心得甚
至打磨广告词，不遗余力推广了黄
州猪肉、岭南荔枝、海南生蚝……稍
做罗列后发现真是包罗万象。

近代的美食文章同样多如星斗
且更为熟悉亲和。

胡适深得中国饮食的精髓与乐
趣，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系列牵人魂
魄，汪曾祺描画的故乡食物引我们
会心而笑，蔡澜将顽劣的老灵魂注
入专栏文字……吃得舒服自在、品
出食物百味、汲取多重营养，是人类
基因里的进化需求，更是高手妙人
们的生存智慧。而厨艺，链接着食材
和美餐的厨艺，是菜市场和餐盘间
的重要桥梁，是我们达成梦想的必
须通道，是和写字、画画、作曲、弹琴、
健身、摄影、科学实验同等有趣的现
世手艺，是提升新时期老中青少人
类共同体幸福指数的日常功课。对
这功课，我们充分重视，但无需挑剔
苛求。作为最傍身的才艺，厨艺妙
在亲民温暖，贵在人皆可学，不必新
也不在多，甚至不必执着于高明程
度，偶尔整出了黑暗料理也不要紧，
只要在食品安全底线之上恰到好处
地抚慰到人心，就很行。 （本栏
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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