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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人人永永远远不不是是““跟跟你你过过””
前些天，我最为敬重的老

首长从烟台来到济南。谈到双
方老人，老首长问我母亲现在
生活状况，我脱口而出：“她跟
我大哥在老家生活。”

老首长立即打断我的话，
说：永亮，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你就明白你刚才这句话有哪些
不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位
副营长乘火车从烟台回潍坊探
亲。车上，副营长与对面一位知
识分子模样的长者闲聊起来。
长者问副营长到哪里、干什么
工作，副营长一一作了回答。随
后，长者问起副营长家庭以及
双方老人生活情况。副营长不
无自豪地说：丈母娘现在享福
了，跟我们在部队大院过。

话音未落，刚才还和蔼可
亲的长者立马拉下脸面，用手
轻轻拍了拍副营长的肩膀，语
重心长地说：这位年轻人，恕我
直言，你刚才说的话差矣。你要
记住，老人永远不是跟你过。你
只有跟老人过的权利，直到你

成为老人……
霎时间，副营长以及旁边

的旅客都静了下来。副营长本
来就黝黑的脸孔这会更是黑里
透红。

老首长最后对我说：那个
副营长就是我。

回到家，我一宿辗转难眠。
“老人跟我过”，“我跟老人

过”，五个相同的汉字，只是顺序
调了调，但仔细琢磨，五味在胸。

“老人跟我过”，给人的第一
印象就是表明自己有孝心，其次
还说明自己有一定经济实力。说

“老人跟我过”时如果声音洪亮，
洋洋得意之外更多的是带有自
我表扬的成分，甚至大有居高临
下之势、恩赐老人之嫌；抑或还
有对老人有“招之即来，挥之即
去”的感觉。说“老人跟我过”时
如果声音低沉、顾盼，讲出来好
像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推脱不掉
的分工。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当着老人面同别人说“老人跟我
过”时，一旁的老人脸上虽说表
现的是自豪，但内心滴答的恐怕

更多的是酸楚。
“我跟老人过”，说话者始

终把自己摆在儿女的位置上，
是一种自谦、孝敬，对老人是一
种仰视、敬重，给人感觉是一种
围着老人生活的场景，其情其
景是天伦之乐。“我跟老人过”，
脱口而出，是一种自然自觉自
愿。“我跟老人过”，说出来不仅
仅是孝敬，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如果当着老人面说“我跟老人
过”，那感动的不仅仅是老人，
有你有我更有他。即便是真正
意义上的“啃老族”说出“我跟
老人过”，老人听后本来埋怨儿
女的情愫大都会深藏心底，即
便是旁观者，冷嘲热讽力度也
会大大降低。

仔细揣摩老首长的话，猛
然感到还有一处不妥，那就是

“她跟我大哥在老家生活”中的

“她”也用得不当。
我经常看到许多作者在

写老人的文章中，常常是一开
始说到妈妈咋样、爸爸如何，随
后就是“她”、“他”的指称了。还
有平日里口头交流时，用“他”、

“她”指代老人也比比皆是。过
去，我并没有感觉不妥，现在想
想则有了惴惴不安的感受，甚至
为以前的无知汗颜不已。“她”、

“他”用在长辈身上，实在有些不
恭；用在平辈身上，当面议论时
都有些让人不悦；用在小辈头
上，还要看说的内容。对待长辈，
我们无论是文章写作还是口头
交流，一定不要怕麻烦，只要主
语出现的时候，该喊娘就得喊
娘，该写爹就得写爹。我想没人
说你啰嗦，没人怪你重复。

现在，儿女与老人一起生
活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要不然，

《常回家看看》怎会令许多人特
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热泪盈眶，
且常唱不衰。不管咋讲，说出上
面一席话，给自己也给大家提个
醒：善待老人，无处不在。

【家家事事直直播播】

□吴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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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围城城风风景景】

□李爱华

培训课的课间，老师接听电
话：“您好！对，是我，对不起，我现
在很忙，一会儿我再给您打回去
细聊，好吗？再见！”我们笑笑，知
道老师接听的是陌生人的咨询电
话。他们这种职业，电话随时要接
听的，不能耽误。

第二天培训课快下课时，老师
的电话又响了。老师看看来电号
码，不耐烦地接听：“什么事，快点
说，我上课呢？好了，好了，我知道
了，下课再说。”我和几位学员伸伸
舌头，相视一笑，这一定是他妻子
的电话啦！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
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往往对最熟
悉、最亲密的人最没耐心，语气生
硬、粗暴，而对普通人却彬彬有礼，
既有素质又有风度。

试问我们在待人接物上是不
是本末倒置，最爱的、最疼的、关系
最亲密的那个人，不正应享用我
们温柔的话语吗？而我们往往最
不客气、最口无遮拦，只因为熟悉
和亲密就解除所有武装，理应如
此吗？相反，我们知道与其他人的
关系是脆弱的，一次不慎就可能分
崩离析，马虎不得，而且与对方说
话的语气是礼貌与修养的体现，
可不能打低分。亲密的人则不同，
因为爱彼此包容，也包括对方的
坏情绪与语气。夫妻间更是如此。
一次与老公分头赶往一个饭局，
因为那边亲戚催促，老公询问地
址时我就极不耐烦，到了地方两
人楼上楼下找了几圈，又互相埋
怨了几句，结果老公犟脾气上来
了，一扭头回了家，我还得独自面
对众亲戚的询问。回到家我反思
了一下自己，在语气和态度上太
急躁了，难怪老公生气，拿起电话
我首先做了自我检讨，老公也立刻
云淡风轻。

看日本和韩国电视剧，丈夫
一回到家，妻子在门口笑脸相迎，
鞠躬弯腰地接过包说道：“您辛苦
了！”试问这与冷漠、爱答不理的
夫妻见面的方式，感受一定有天
壤之别。有时我一回家，老公在门
口就会做出一个清朝大臣的礼
节，常逗得我把一天工作的劳累
一扫而光，而我有时也喜欢对他
撒娇，结果总是有求必应。

柔声细语就像一股和煦的春
风轻拂我们心灵的湖面，舒服惬
意，这般美好的感觉不只送给陌
生人，更应送给我们的亲人。

喜欢你

温柔地对我说话

晚上我睡得正香，突然胳膊
一阵剧痛，把我疼醒了。打开灯，
一看胳膊上两排牙印，组成了个
椭圆的圈。我很是纳闷，赶紧把爱
人推醒。原来她在做噩梦，被坏人
追赶，她拼命逃跑，但是慌不择
路，跑到一个死胡同，山穷水尽之
际，她急了，恶狠狠地朝坏人的胳
膊上咬了一口！哎哟，坏人没咬
到，倒是把我给咬伤了。

尽管胳膊火辣辣地疼，可心
里挺美呢：瞧，媳妇对我多忠诚！

【欢乐家庭】

□姚影

别样的忠诚

□孙美娟

孙悟空的衣服

跟同事在地摊上买了件豹纹
连衣裙，觉得捡到了宝。回到家
里，赶紧穿上向老公显摆。

老公看着我一副“求夸奖”的
样子，只好应景地说：这裙子真不
错，你穿出了世界顶级名牌的风
采。

我很高兴，转身向卧室走去。
这时，听见女儿低声问：爸爸，老
妈穿得像胖了一号的孙悟空似
的，你怎么还夸奖她呢？

□甘霖

战胜自己

周六晚上，儿子感冒发烧，吃
了药睡了一夜略有好转。但是周
日早饭后依旧懒洋洋的，啥也不
想干，一直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报
纸。老公看到后提醒他说：“如果
感冒好点了，就抓紧去把作业写
完。”看儿子坐着没动，老公继续
循循善诱：“人最重要的是要战胜
自己，要把那个懒惰的自己打败
才行。”

儿子不情愿地放下了报纸，
进了屋，我们以为他去写作业了。
过了一会儿，老公去儿子房间拿
东西，却看到他躺在床上，生气地
说：“这孩子，怎么不写作业躺到
床上去了！”儿子有气无力地回
答：“嗯，我终于战胜了自己，把那
个懒惰的自己打倒在床上啦！”

□尤怡芗

打辣菜

又到打辣菜的时候了，周
末，母亲把打好的辣菜摆上餐
桌，哇，一口吃下去，身体通透，
辛辣气味直冲脑门，够威、够力，
痛快、过瘾！这可是我们家的祖
传秘方，大家快来尝尝吧。

辣菜，准确说是芥菜，它有
很好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含碳水
化合物、钙、磷、维生素 C 等。芥
菜性味辛、温，具有清肺祛痰、温
中利气之功效，牙龈肿烂、出臭
水者可用芥菜秆烧灰研末，频敷
之即愈。久咳、痰多清稀者可用
芥菜一两，煎汤内服。鲜芥菜辛
辣，可炒菜、腌菜。

辣菜制作简单、方便，具体做
法是：买回新鲜的芥菜疙瘩，洗净
控水，擦成细丝，倒入少许白醋抓
匀（记住一定要用白醋），然后，放
入一个洁净的玻璃瓶子里，闷上一
两天，打开瓶口，取适量芥菜丝放
在餐盘中，再撒上少许白糖，即可
食用。每次用一个芥菜疙瘩即可，
现吃现做味道最佳。

好吃别忘了告诉吃货朋友
们一同分享噢。

【家庭菜谱】

作为一位父亲，没有
妈妈的柔情似水，没有妈
妈的事无巨细，更没有妈
妈的全天候陪伴，那么，要
以怎样独特的方式陪伴女
儿成长呢？我使用“和孩子
一起编故事”的方法和女
儿“玩”在一起。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
故事是：女儿5岁时，为安抚
她气球飞走后的悲伤，我给
她编《气球空中漫游记》。我
对女儿说：“豆豆，爸爸知道
气球飞走了，你心里非常难
过。”女儿点了点头，然后我
接着说：“看着漂亮的气球
在我们眼前慢慢升起，爸爸
突然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
编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名字
就叫‘气球空中漫游记’好
不好？”女儿立刻有了兴
趣。于是我问：“气球可能
会飘过哪里呢？”女儿展开
丰富的想象，一口气说出：

“气球可能会飘过美丽的
果园，看见了许多又大又
红的苹果；可能会飘过大
海，看到了大鲨鱼与海豚
在水中快乐游玩；可能会
飘过草原，看见了马群在
吃草。”接着，我就顺着女
儿的思路很自然地往下
编：“这时，气球跟它们说
什么了呢？”女儿又一一地
表达出来。就这样，我与女
儿一句接着一句地完成了
整个故事的编创。

经过我多年对“编故
事”这个方法的使用，如今
13 岁的女儿，她的想象力、
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
时，“编故事”也给亲子之
间带来了更多交流的机
会，在你一言我一语之中，
让想象力畅游起来，还能
表述父母对事情的看法，
润物无声地把正确的价值
观渗透给孩子。

有许多父母朋友说自
己文字功底有限，想象力匮
乏，给孩子编不了故事。其
实，“编故事”很简单，下面
向大家介绍几点培养“编故
事”能力的小技巧。

1 . 多看故事，将它们
记在心里。

2 .考虑孩子的年龄。对
于小宝宝，故事要贴近生
活，并且带有节奏性和重
复性；对于理解能力强和
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就可
以编复杂的故事，比如小
朋友们喜欢探险，就可以
把探险放在太空、森林等
有趣的场景中。

3 . 明确想要达到的目
的。每个故事都有目的，但
不一定是以“教育”为目
的，我更喜欢编那些能和
孩子共同想象、共同探讨
的故事。

4 . 找到合适的故事载
体和有趣的故事场景。因为

现在的孩子都很敏感，尽量
不用“孩子”代表主人公，比
如顽皮的孩子可以用小猴
子代替，喜欢跑跳的孩子可
以用小斑马代替。

5 . 故事延伸，给孩子
更多的表达空间。比如，许
多孩子喜欢问：“为什么故
事的结尾总是公主和王子
结婚呢？”“为什么大灰狼
永远都是大坏蛋，而动物
学家为什么又说要保护它
们呢？”故事终究只能代表
一个方面，因此，对于爱表
达的孩子就引导他们“想
象其他有可能的结尾”或

“重新编故事”。
著名的故事教育家苏

珊·佩罗毕生的研究结果表
明，孩子具有丰富的想象
力，随着年龄的增大，想象
力会越来越少。但是，并不
意味着不可以找回来，通过
一定的锻炼，成人的想象力
也可以逐渐畅游起来。

因此，和孩子一起编故
事吧，不仅有助于孩子各方
面的发展，有助于亲子关系
的建立，也有助于恢复父母
的想象力，让父母更长时间
地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本文作者为国家心
理咨询师，长期从事儿童
及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和
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教
学与咨询工作，出版《和孩
子一起编故事》等著作）

【父母学堂】

和孩子一起编故事
□吴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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