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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过17岁生日，我想给她买一件礼
物，问她要什么，她说也不知想要什么，于
是我们打算去逛逛，在实战中找灵感。

我们走过了文具区、玩具区、图书区，小
姑娘流连一番，没做太多停留，于是我们来到
服装区。女儿在一款韩版裙子前停了下来，我
一看那款裙子是全露肩的那种，而且颜色女
儿选的是淡紫色，看上去不是很稳重，我有些
犹豫。但女儿逛来逛去，就相中了那款，好吧，
我心里说，既然过生日，就要满足“寿星佬”的
心愿，于是我付款买下了那款裙子。

回家先生看了，悄悄问我，你怎么给女
儿买了这么一款裙子呢？我笑了，她自己相
中的。再说，我揶揄地看了看先生，谁的青
春没搞过怪？先生点点头，也笑了。是啊，谁
的青春不搞怪？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纽
扣，黑的、白的、红的、绿的、玻璃的、塑料
的……各种各样的，如果只喜欢收藏，那也
不算什么，我是喜欢把它们钉在胸前，类似
于现在大人戴胸花的性质，可是我没胸花，
我要缝上一排排的纽扣，母亲不许，把我缝
上的纽扣都拆下来，边拆边说，你看见谁把
纽扣缝在胸前，穿出去会给人家笑话的。

可是我哭闹，不缝上纽扣就不肯吃饭，
母亲拗不过我，只好又一颗颗缝上。我就穿
着那么一件奇怪的衣服去上学，招来很多
惊讶的目光。可我也不在乎，那时就想那样
穿，那样穿上就开心，其实也没特别的理

由，过了一阵，穿够了，脱下就不再穿了。
我先生呢，更有趣，他爸爸有一双单的

皮鞋，比他的脚大好多，可是他就是想穿，
于是冬天他爸爸不穿的时候，他就吵着要
穿，大人拗不过，只好任由他。寒冬腊月穿
一双单皮鞋上学，结果可想而知，脚都冻出
疮了，他才作罢。想想，什么叫青春年少？就
是想一出是一出，不太按照常理思考问题，
跟着感觉走，紧拉住梦的手。

成年以后，再回头看，自己也许都会感
到万分好笑，可是当时只道是寻常，青春的
我们却觉得万分正确，反而对大人意见万
分不理解。想想因为家长总是按照他们的
思维来限定我们该做或者不该做很多事
情，因此觉得自己的很多天性被扼杀了，也
失去了许多留住美好记忆的机会。比如我
小时候就非常喜欢旗袍，可母亲觉得小孩
子哪有穿旗袍的，竟然坚决不支持，到现在
我心里都还记得当时失望的感觉。

所以，今天女儿要那款裙子，我虽然犹
豫，也心知按照常理，那样性感的裙子是不适
合一个17岁尚在读书的女孩子穿的，可是每
个女孩子也许都希望自己是性感的，吸引眼
球的。满足一下孩子的心愿，没什么不好，这
并不意味着她的内心已经有了别样的思维，
穿了一次，尝试一下，她觉得不合适，自然会
改正了，效果好过你对她说教一千次。

尊重孩子青春期的怪想法，因为谁的
青春不搞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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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呼吸为爱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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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和闺蜜领着她五岁的女儿糖
糖去朋友家做客。客厅的陈列柜里有一瓶
朋友自制的蝴蝶兰干花，非常漂亮雅致，糖
糖一进门就被这瓶花吸引住了。临走时，糖
糖执意要拿走干花，谁劝都不行，朋友以商
量的口吻婉拒，“阿姨制作干花好辛苦的，
宝贝，给你这个维尼熊小玩偶好不好？”“不
要！”糖糖把玩偶摔在地板上，拽着妈妈的
衣角耍脾气。闺蜜赶紧从包里掏出手机，边
划拉边说，“妈妈给你从网上买，这么多干
花，你自己选。”“不行，我就要这个，现在就
要！”糖糖的无理取闹继续升级，扯开喉咙
哇哇大哭。闺蜜是那种女儿一撒泼立马投
降的主儿，无奈之下求助朋友，“改天我给
你买一瓶，这孩子惯得实在没样了。”朋友
见状，也不便说什么，笑一笑，取下干花给
了糖糖。心愿达到了，糖糖只顾抱着干花往
门外走，连声谢谢再见也没和朋友表达。

回家的路上，闺蜜向我大倒苦水：都说穷
养儿富养女，我把最好的物质给了糖糖，要
什么给什么，单说她喜爱的芭比娃娃就能装
满一个屋子，可你看，稍微不顺她的心就是
各种闹腾，骄横任性的脾气真让人头疼。我
毫不客气地对闺蜜说：你这不是富养是惯
养，把孩子宠溺出一身“公主病”，因为桃
子上一个小小的疤痕，糖糖拒吃，不给换就
赌气不吃饭；跟大人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
有，要知道，这是在别人家，孩子在一天天
长大，她要逐渐面临群体生活，到那时，谁会
迁就满足她的小心愿？你除了无条件的物质
满足，根本没有给她精神上的“养料”。

闺蜜向来将富养女儿奉为圭臬，经常听
到她自豪的语调：去国外出差，给女儿买了限

量版的芭比娃娃；春节带女儿去了香港迪士
尼乐园，女孩子嘛，就要开阔眼界。如果将富
养仅仅局限于物质或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
那真是太片面了。

同样，上初中的佳妮也是富养起来的女
儿，才艺培养是他们家的富养方式。佳妮爸爸
立志要将女儿培养成贵族气质的淑女，琴棋
书画舞蹈连轴转地学，一年读几本名著，要临
摹多少幅字画，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走进
佳妮的家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家的安宁和谐
是冰冷的、没有温度的。再看看佳妮，闷闷的
很少笑，长长的睫毛总是垂下来，不快乐就像
她的贴身“闺蜜”，紧跟其后。

佳妮爸爸是那种很“冷”的人，和妻子有
了矛盾最擅长使用“打死也不说话”的沉默，
佳妮妈妈相当厌恶冷暴力的精神折磨，她用
尽恶毒的语言辱骂丈夫，以泄心头之恨，转过
身又对着佳妮祥林嫂般地絮叨，“若不是因为
你，我早离婚了。”要么半月二十天不说一句
话，要么撕破脸皮，相互羞辱是这个家的常
态。我曾亲眼目睹佳妮在书房弹琴，她的手指
在琴键上不是翻飞舞动，而是愤怒地敲打，杂
音烦乱的琴声仿佛是奔涌而出的抗议。

《美国科学家》杂志公布了10种最佳育
儿方法，列在首位的是给孩子足够的爱与
关怀，其次就是父母好好相爱，这比经济条
件、各色培训班之类的教育重要多了。言传
身教，爸爸妈妈要将美好的修为传给孩子，
而不是让孩子在锦衣玉食的成长中感受种
种世态之丑陋。

物质是最浅显的表层，男孩女孩都需富
养，富其眼界，长其意志，注重精神内涵的富
养，深知穷且益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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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互动家长会

今天儿子回家跟我说，学校要召开“微型互动
家长会”，要我去参加。我心想现在的学校连家长会
都如此高大上，微型还加互动，真洋气，于是我答应
了儿子，乐呵呵地跑去做饭了。

晚上，老公回家，我就跟他说了这事。老公一脸
狐疑地叫来儿子，问：“新新，什么叫微型互动家长
会呀？”儿子小心翼翼地说：“就是，就是只有老师、
我，还有我妈妈的家长会。”原来，是老师叫家长呀！

——— 王京芝

夫妻之道

午休时候，大家在办公室里闲聊。王工给新婚
不久的小李讲述夫妻应该如何在婚姻中相处，小李
看他讲得头头是道，有些不信。

王工被小李质疑后，连忙转过身问我，他讲的
这些夫妻之道对不对，还向小李吹嘘我和妻子两个
结婚六七年了，从来没有拌过嘴、吵过架。

看着他求助的眼神，我点点头，扭头和小李说
道：“我们平时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偶尔有，
只要她一瞪眼，我马上就和她一致了。”

——— 张 展

┬草 央
母亲是在深秋突发脑溢血的。那个萧瑟的季

节，我们的心跟着瑟瑟发抖，生怕母亲会在那个秋
天，像一片弱不禁风的叶子，离开枝干，离开我们。

医院里到处都是惨白的颜色，让我们不寒而
栗。我们不敢想像母亲的离开。我们千呼万唤，母
亲却始终没有应声。母亲入院已经昏迷了100多
天，先后在多家医院救治，一直没有醒来。许多亲
戚朋友都劝父亲别折腾了，那点退休金根本解决
不了问题，即使救活母亲也是“植物人”一个。但我
们却坚持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父亲还请人
对母亲进行针灸、按摩等中医治疗，但效果并不十
分明显。

在国外的姐姐马不停蹄地赶回来，怕见不到
母亲的最后一面。我们守在母亲床前，泪眼婆娑，
除了祈祷之外，别无他法。

父亲在短短几个月头发全白了，憔悴得让人
心疼。我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来医院陪护母亲，让
父亲回家休息。父亲却坚持在母亲身边，一刻都不
离开。他说要让母亲在醒来的那一刻，第一眼就看
到他。父亲和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哪怕仅仅是
亲戚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也是老两口一起去。做饭
的时候，父亲负责烧火；散步的时候，父亲总是走
在母亲的左边。一辈子与母亲形影不离的父亲更
让我担心，如果母亲有什么意外，父亲也不会在人
世待得长久，所以我们都急切地盼着母亲能醒过
来，每日每夜不停地在心底祈祷，期待着奇迹的发
生。

有一天，父亲握着母亲的手，竟然轻轻唱起了
歌。我们以为父亲的精神出了问题。父亲说，你妈
妈最喜欢听我唱歌，我想唱给她听。我们知道，父
亲是想用歌声来唤醒母亲。父亲唱《夫妻双双把家
还》，唱《牵手》……一首接一首地唱，在那个秋天
的病房里，父亲的歌声感染了每一个人。

我坚持为妈妈做按摩，姐姐趴在床头跟母亲
说话。父亲就一直给母亲唱歌，唱着唱着，父亲发
现母亲眼角流出些许的泪水。这是多么鼓舞人心
的眼泪啊。母亲的泪水坚定了父亲要用歌声把母
亲唤醒的决心。于是，在那个秋天的病房里，常常
能看到这样的情景：父亲不停地唱着歌，我和姐姐
在一旁拍着手，给父亲的歌声伴奏。父亲的嗓子唱
哑了，我们的手拍痛了，但我们依然每天都坚持
着。父亲的歌声，让病房里的人感动得直掉眼泪。

或许是我们的真诚感动了上帝，奇迹终于在5
个月后发生了。母亲已经能够清楚地辨认自己的
亲人，尽管讲话尚有些含糊不清，慢慢地开始撤掉
了胃管、气管和氧气管，腿脚能够活动。而此时，父
亲的嗓子已经很难说出话来，医生诊断是声带损
伤。望着父亲和儿女们憔悴的样子，母亲声泪俱
下，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母亲说，那些日子里，
虽然无法表达思想，但她一直都能感受到父亲唱
歌，她一直在用她的呼吸为我们伴奏。父亲则沙哑
地说，只要知道你还活着，知道你还能喘气还能呼
吸，我们就有了奔头有了希望。

父亲终于用歌声唤醒了母亲，母亲也用她均
匀的呼吸为爱做了有力的伴奏。我在父亲和母亲
身上，感受到简单而朴素的爱，它让我懂得，只要
爱着，哪怕只是一次简单的呼吸都能令人欢欣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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