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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运动方面有了点成
绩，做妈妈的就想当然地认为
是父母的“远见卓识”造就了一
个运动明星——— 多么荣耀！可
事实上呢？

儿子最早接触运动大概是 4

岁左右，当时英国的男孩子都开
始踢足球。我们也急了，心想咱
中国的孩子也不能落后啊。不顾
儿子的不情愿，爸爸带他去了一
个室内足球课。儿子不上场，爸
爸陪着坐在场边的长凳子上看，
可是足球不长眼啊，乱飞，吓得
儿子躲到凳子底下，从此再也不
能在他面前谈足球了。后来大点
了，儿子也和朋友一起踢足球，
虽然球技不错，可就是爱溜边
儿……

这期间儿子尝试了游泳、
攀岩、高空绳索、滑雪以及球类
运动，初衷并非是要在哪一方
面培养他，有些是学校的必修
课和课外活动，更多的是全家
度假时孩子们喜欢的项目，或
者假期在家时社区组织的各项
活动，唯一的目的就是玩。有几
项运动他表现得很突出，自己
也喜欢，就坚持下来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儿子在
电视上看到一些赛事，其中一些
运动项目他以前都没见过，开了
眼界。一年后，儿子为自己选择
了一个运动项目——— 兵乓球。那

年九岁，他有了一个奥运梦。
选定了项目，就开始训练，

因为喜欢，所以并不觉得辛苦。
各种比赛，各种奖杯，各种荣
誉，各种媒体报道，各种颁奖典
礼，父母沾足了光，儿子也越来
越自信，成了一个小名人。

爸爸一直是陪着儿子，所
以酸甜苦辣体验尽致，各种焦
虑，各种兴奋和失望。好在这么
些年来，爸爸和儿子一起成长，
都变得成熟多了，都长大了。我
很少参加儿子的训练和赛事，
所以能够保持平静，在他们失
望回家时，能宽慰他们；在他们
捧回奖杯时，和他们一起激动。

然而几个月前儿子的运动
成绩显现出低谷状态，各种负
面言论也来了。我需要和儿子
谈谈。我想知道儿子是不是还
对这项运动有激情。这些年爸
爸为他安排训练和赛事，常常
催促他，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主
动还是被动的。我坚信儿子如
果真正喜欢这项运动，他是不
会被暂时的低谷或训练的辛苦
打败的。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了，
我们就不会逼他。这些年的运
动训练给了他极其宝贵的各种
人生技能，他能受用一辈子，他
完全可以把这些技能用在他有
激情的事情上去。

我猜想一个明星坠落的滋

味一定不好受，这么大的孩子
一定会担心自己会不会从此没
了朋友。如果是因为这些担心
使他不愿放弃的话，问题就比
较麻烦。被动做事的人不会有
创意，没有创意、没有思想、没
有激情的事还不如不做。

我先问儿子，他的那些好
朋友是什么时候交的？儿子回
答，小学时交的。那时他还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我再问他，
这些朋友会不会因为他放弃运
动而不愿和他做朋友了。儿子
回答，不会。儿子从小到大，朋
友很多，他能从每个朋友身上
发现优点，对他交友我们也从
没干涉过。

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心理障
碍，我建议儿子在家休息一周，
好好想一想。结果一周还没过
完，儿子就给自己制定了新的
训练计划，他不能忍受没有这
项运动的日子。

什么叫成功？在我心里，他
已经成功了。如今他已走出低
谷，创出新成绩。未来不可知，但
我还是坚信，只要他自己想做，
就一定能做好。

看看那些运动明星，每个人
的成长之路都不同。父母要做
的，就是认真倾听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的激情发光，让他们自己
造就自己。

□戴群

如如何何让让孩孩子子爱上运动

【【成成长长在在英英国国之之二二十十四四】】

【家事直播】

□杨进峰

一阵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
中吵醒。我看了一眼手表，才早
上六点，谁这么早打电话呀？我
上夜班，早上一般都睡到十点以
后才起床，熟悉的人都知道，我
很不情愿地接起了电话。

“妈被诊断为肺癌，可能没
些时日了，你快回来看看妈。”哥
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的心脏仿佛一下子停止
了跳动，手颤抖得拿不住手机，
思维仿佛也僵住了，一时竟不知
说些什么。过了几秒，我终于缓
过神来。

十八岁离开家乡，顶多也就
每年春节回一趟老家看看母亲，
这二十多年过去了，细想起来，
我还没有陪母亲逛过一个景点，
也没给母亲买过一件像样的衣
服，顶多也就是年年给母亲寄点
钱回去，春节回老家给母亲买点
营养品之类。

记忆中母亲一直是个絮叨
的人，比如要尊敬老师、要认真
学习、要和同学搞好关系、不要
看课外书、不要贪玩、不要欺负
女同学之类的要求和约束。也可
能母亲如此严厉的要求，让我一
直有逆反心理，总对母亲的约束
怀有抱怨，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
母亲的感受。

记得高中时，我住校。高一那
年因为元旦临近，学校突然决定
把周六和周日移到和元旦假一起
休息。母亲见我双休日未能回家，
走了十几里路赶到学校来找我。
看到母亲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
提着一布兜馒头和一瓶咸菜当着
那么多同学的面给我，我的脸一
下子羞得通红，感觉母亲的穿着
让我在同学面前丢尽了脸。我连
忙拉着母亲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里没好气地说：“妈，谁让你来的
呀，你快走吧。”尽管我如此对待
母亲，然而，往后再遇到类似的情
况，母亲依然还是给我送馒头来。

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也就
三百多元，但我年年给母亲寄五
百元。八年过后，我结婚时，母亲
却把我寄给她的钱一分没少还给
了我，还添了两千元。我问母亲哪
里来这么多钱，母亲说，这几年你
寄给我的钱一分没花都给你攒
着，准备你娶媳妇时用。我一下子
怨气上来了：“这点钱放在现在能
干什么？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花
掉呀？”我不但没有感谢母亲，还
一个劲地怨母亲糊涂。

我固执地长大，母亲迅速地
衰老。曾经对母亲无理地埋怨，
让我愧疚。母亲至今还未用过手
机，看的还是一台十多年前买的

十八英寸二手电视机。我还没有
陪母亲逛过街、买过衣服，更没
有给母亲洗过脚，也没有和母亲
坐下来说些知冷知热的话。想到
这里，我的心酸痛，连忙起身去
买回家的车票。

从一个省赶到另一个省的
乡村医院，我看到母亲笑盈盈地
半躺在病床上，母亲说：“这么远
的，我给你哥说让他千万不要对
你说我病了，怕耽误你工作，你
哥还是把你给叫回来了。唉，我
这病不要紧，你过两天就回去，
好好工作。”

此时，我不敢对母亲表现出
太过伤心，怕她看出什么，更不
敢对她怒吼几句，怕成为自己终
生的悔恨。我递过一件柔软的羽
绒服说：“妈，天气冷，你看你穿
的还是手工做的棉衣。”母亲说：

“谁让你乱花钱啦，我有衣服穿，
这么洋气的衣服我穿不出门，怕
村里人看见笑话，你还是带回去
送给你岳母吧，她是城里人，喜
欢穿得洋气点。”

直到母亲的全部化验结果
出来，确诊为陈旧性结核而不是
肺癌时，我立马控制不住自己，
对母亲吼道：“给你买衣服你就
穿，出院后就把那台旧电视扔
了，必须换新的！”

埋怨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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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日子过得飞
快，一不留神从一个准老人
迈入了真正老人的行列，达
到了免费乘公交的标准。那
天持公交 IC 卡去了市公交
总公司，回来时就换成了老
年人“免费卡”。虽说数字上
到了真正老人的年龄，但身
心并未随之转换，当我如往
常一样，一个箭步蹿上公交
车时，打卡机的一声“免费
卡”提示我，自己已经不是原
来那个自己，需要重新审视
和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了。

过去几十年，从没觉得
老过，如今忽然老了，经验不
足，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就
如眼下乍一用上了公交免费
卡，自然有些触动，有些联
想。

首先，虽说老了，但并非
老得不成样子，行动依然灵
活，思维依然清晰，这就需要
依旧保持一颗平常心，乘车
时不能倚老卖老，还是要规
规矩矩行事。

第二，老年人乘车免费，
是政府和社会对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
现，是全体纳税人为老年人
做的奉献。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免费乘车，公交并非不产
生运营成本，而是别人替你
买单，不应认为是天经地义
而心安理得。因此要常怀感
恩之心，以己度人，多为别人
着想。

第三，出门乘车尽量避
开上下班高峰期。来车人多
就等下一趟，不去挤着凑热
闹。退休了时间宽裕从容，真
正急得火上房的事不多，要
多体谅上班族奔波之苦，自
己乐得享受慢生活。

第四，乘车时，有座位就
坐着，没座位就站着。尽量站
在坐有老年人的座位旁边，
远离坐着的年轻人身边，以
免给年轻人造成“你还不让
座”的误解。毕竟年轻人工作
十分辛苦劳累，应该充分体
谅。可以这样试想，假如这年
轻人是我的孩子呢？

第五，遇到孕妇、抱小孩
的，或者是更老的老人，要主
动起身让座，这样互相传递
正能量，“送人玫瑰，手有余
香”，等于替年轻人尽义务，
也可以回味自己年轻时做好
事让座的情景，不啻为美事
一桩。

第六，遇到年轻人让座，
尽量婉言拒绝，就说“马上下
车”，人家该坐着还坐着，自
己该站着还站着。当然一定
要表达谢意。据一位同事讲，
他去过的一些城市，公交车
上让座的不多，很少见到如
济南这样普遍且沿袭成习。
要珍惜这一泉城美誉。

第七，上车时向驾驶员
道一声辛苦。冬冷夏热，公交
车一如既往行驶在城市的道
路上，驾驶员本就辛苦，有时
还要承受一些委屈。自己帮
不上什么忙，送上一句暖心
话总可以吧。另外还要尽量
配合驾驶员的工作，上车往
后走，不堵在车门处，等等。

还能做点什么，正在思
索着。总之，出门时，特别是
免费乘公交车时，努力做一
个不那么让人生厌的好老
头，于人于己，善莫大焉。

□周雪平

当我用上

免费乘车卡

【快乐老年】

【家有长辈】

老儿子
□郭华悦

有一回，多年未见的
老友们聚会。席间，酒过三
巡，我的手机响了。看我

“嗯”个不停，朋友笑着问，
是老嫂子打来查勤的吧？

我说，都这年纪了，哪
还用得着查勤？不是老伴，
是老母亲打来的，让我少
喝点，否则回去后，肚子又
该不舒服了！

闻言，有朋友黯然叹
道，到了咱这年纪，老母亲
还健在，这就是一种福气。

我这才知道，这位朋
友的老母亲多年前已去
世。

这次聚会后，细细品
味朋友的话，真觉得挺有
道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中，哪怕子女再孝顺，父母
这方总归付出得多一点，
不管是时间还是精力上。
子女们如今都大了，各有
各的事儿，平日里哪怕再
孝顺，能给父母的时间也
不多。所以，多年来，我和
老伴如多数父母一样，在
和子女的关系中，是处于
较为主动的一方。时日一
久，难免觉得疲惫。

而这种时候，能冲淡
这种疲惫的，便是远在老
家的母亲。母亲和小妹一
家生活在老家，尽管离得
挺远，但这并没有阻断老
母亲对我的关心。天气冷
了，老母亲就打来电话，让
我穿暖和些；和朋友出去
聚聚，老母亲的电话一定
会如约而至，叮嘱我少喝
酒；家里三天两头能收到
老家寄来的包裹，全是老
母亲自己做的腌菜。

在老母亲这样的关怀
中，我常常有种回到小时候
的感觉，仿佛自己还是个无
忧无虑的孩子，在父母的关
爱下，快乐地生活着。碰到
不开心的事了，或者生活里
有什么坎儿，总会想着不管
再难，老家还有个母亲，那
是自己的避风港。有妈的孩
子是个宝，而对于我这个年
纪的人来说，尚健在的老母
亲，更是宝。

人老了，还有个“儿
子”的身份，还是母亲的老
宝贝，这便是天大的福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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