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应该多大开始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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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结束，很多家
庭的子女纷纷离家远行，他们
或去远方求学、或去远方工
作，留在家中的父母也随之开
始“空巢”生活。当孩子突然离
家远行，不仅家里的热闹气氛
没有了，父母心理上也出现了
明显的失落感。另外，人到中
年，事业也基本定型，没有了
更多的追求。当家庭和社会两
方面的价值感都不存在的时
候，“空巢”心理就会占据主要
地位。

“空巢”之初难适应

周女士说，她女儿在家的
时候，生活以女儿为重心，从
女儿的衣食住行到学习成长，
都在操心。虽然累但充实快乐
着。从女儿上大学的那天起，
她身边没有了女儿的欢笑声，
家里往日的热闹和杂乱也没
有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
清。那段时间，她总是感觉无
所适从，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回到家，做得最多的就是默默
地整理女儿的房间和学习用
具，翻阅女儿的作文，浏览女
儿的照片，等待女儿的信息或
电话。“空巢”之初，她感觉自
己的心被彻底掏空了，特别地
失落和空虚。

“空巢”之中觅幸福

失落和空虚的“空巢”生
活，伴随的是无限的牵挂和期
待。刘女士说，女儿在家的时
候，当母亲的总是怕女儿苦

了、累了，什么事情都由她包
办。女儿上大学后，在往返途
中，牵挂最多的就是，女儿会
不会丢失证件和财物，会不会
遇到坏人，食宿环境、交通状
况如何。当得知女儿顺利到达
目的地后，她才如释重负。在
学校和工作单位，刘女士总担
心她能不能跟同学、同事处理
好关系，能否快速适应学校、
单位的生活节奏，能否好好地
安排自己的生活，能否正确认
识当今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她期待最多的就是，在车
站、机场匆忙行走的人流中，
突然出现女儿的声音和身影。
充满牵挂、期待的“空巢”生
活，聚离两相依，幸福又惆怅。

“空巢”生活同成长

安先生说，女儿在异地求
学、工作近6年，慢慢地女儿学
会了坚强地去面对一切，在自
立中走向自强。而安先生，“空
巢”的6年间，与女儿同成长。
在女儿的激励下，他认真学
习业务，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中。8小时之外，他经常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和有益身心健
康的文体活动，学会了操作
电脑，学会了用QQ、邮件等
与 人 交 流 ，还 爱 上 了 摄
影……安先生说，自己力争
用更多的快乐提升自己的人
生价值，去感染身边更多的

“空巢”人群。
与“空巢”老人的被动形

成不同，中年“空巢”家庭的

形成，多半是主动选择的结
果。“身为父母，都希望自己
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所以
会鼓励他们走出去，寻求广
阔的发展空间。”“儿子长大
了，我们也不可能一辈子把
他留在身边，让他到外面去
闯吧。”“其实，我们还不是
想儿子就在家乡找份工作，
陪在我们身边。可他们这一
代 ，觉 得 外 面 的 世 界 更 精
彩。”在随机调查中，部分家
长道出了心声。

【声音】
“空巢”中年人陈女士：儿

子去外地学习、工作10多年
了，从空虚、失落到现在的从
容面对，我算是走过来了，也
想明白了，孩子需要闯出一
片属于他们的天地。于他们
来说，“离巢”算是第一步成

功。只有离开了父母的保护，
他们才能尽情释放独闯天下
的潜力。

退休干部刘女士：两年
前，女儿赴美留学。一年前，我
从单位退休。老公还在上班，
依然忙着他的工作。现在，

“巢”虽然空了，但我的心没
有空。我的感受就是，前半辈
子好好教育儿女，后半辈子
就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
活。

大学生小王：20多年来，
父母为我付出了太多。现在，
他们的空闲时间多了，我希望
正处于“空巢”期的父母能调
整好自己的心态，保重身体，
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学会享
受生活。只有父母身体健康、
心态良好，我们这些子女才能
在外地安心学习、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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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网友“米爸来了”在
网上发帖晒出宝宝小米拉小提琴
的照片，称自家宝宝从2岁多开始
学小提琴，现在已经三岁了。此帖
引发了众人的关注，也引发了各种
争议。(《扬子晚报》)

人们热议的焦点是，2岁宝宝
筷子还不会使用，却学习小提琴，
这样的爱让孩子如何消受？

多数人认为让这么小的孩子
整天浸淫在枯燥的练琴当中，使孩
子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实在是得不
偿失，甚至是“摧残孩子”。但另一

种声音也不弱，可以举出大量的例
子，证明小孩子开始学琴的最佳年
龄是四岁左右，三岁开始学琴的也
不少，两岁半只不过是比三岁提前
半年，并不算太出格。孩子的家长
说这“不是练琴是玩琴”，主要是给
孩子一种艺术熏陶。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经
常被人忽略的隐含条件，那就是，
没有人规定只有孩子才能学琴。事
实也是如此：成年人，甚至老年人，
老大不小的才开始学乐器的大有
人在。但为什么要把孩子学琴的问

题单独拎出来，放在这么显赫的位
置上？原因无非两个：一是那个最
臭名昭著的广告语“别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人生本是马拉松，不是
跑百米，起跑线根本没那么重要。
二是人们不自觉地以职业演奏家
的学琴经历为参照物了。的的确
确，大部分以演奏乐器为职业的
人，都必须从小练琴，练童子功，否
则肌腱发育过了那个时期，就练不
出来了。

然而，绝大部分家长并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走专业道路，而是以加

强修养为目标。这样一来，两岁、三
岁、四岁、五岁开始练琴，多少都显
得有点早。

现在把这个问题踢给所有琴
童们的家长：你们的孩子在摸到琴
之前听过多少音乐？听过像样的音
乐吗？听过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
吗？还是仅仅听过流行歌曲？是听
音乐的时候多还是听你们夫妻吵
架的时候多？

回到那个两岁孩子的话题上，
依我看，孩子的家长与其让孩子

“玩小提琴”，不如多让她听听音

乐。家里应该买套好点的音响(当
然也没必要搞到“发烧友”那种走
火入魔的地步，一两万元的就可以
了)，没事的时候多放点小提琴曲、
钢琴曲、室内乐什么的，甚至可以
放交响乐和歌剧，可以一边搭积木
一边听。前提是做家长的自己也得
喜欢听，做饭的时候、擦地板的时
候，当背景音乐，越干越来劲儿。别
听着听着自己先睡着了。如果从家
大人到孩子都不喜欢听这玩意儿，
最好就打消让孩子学乐器的念头，
学点别的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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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被“投毒”

日前，有媒体暗访餐具消
毒企业发现，仍有不少地下黑
加工厂违规经营，甚至用脏抹
布擦拭餐具，用洗衣粉刷餐
具，洗后用风扇吹干，碗筷从
未进过消毒柜，碗筷箱里爬满
老鼠、蟑螂……消毒过程如

“投毒”，不堪如此，夫复何言？
这样下去，恐怕总有一天人们
外出用餐都得自备筷子，相约
吃饭时见面第一句就得问，

“今天，你带筷子了吗？”

病人被“投毒”

都说人心是肉长的，可济
南一位病人的心却成了“钢铁
长城”：其因心梗住院接受手
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据
信，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
床意义，放7个纯粹就是卖支
架了。医生何以普遍偏爱支架
呢？很简单，因为支架利润多，
还能拿回扣。如此过度医疗，
几可谓之“投毒”。就算“医者
父母心”只是个传说，患者已
成医者的“银行卡”才是现实，
那也不能把大伙儿都刷爆哇。

快递被“投毒”

快件丢失、掉包如今在快
递行业已屡见不鲜，甚至有
iPhone进去、砖头出来的奇
观。有专家透露，20%以上的
快件遗失都是工作人员监守
自盗。“内鬼”频发让众多消
费者把矛头指向了快递公司
的内部管理。但是，要知道，
咱这儿的快递公司几乎都已
把规章制度明细到了“不准偷
东西”之类，而这种底线式的
规定按国际惯例根本无需设
定。所以真正的问题依然在
于，监管的缺失。

“投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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