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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母合张影

““如如果果还还能能选选，，我我想想离离父父母母近近点点””
一年回家仅三次，离家十七年女儿难舍父母亲情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外地，
这几年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慎重
考虑，每年只有五一、十一和春
节才能回家看望父母。这张照片
是几年前五一回家时照的，现在
弟弟将为人父，我的宝宝也快三
岁了。以后我会尽量把宝宝留在
身边，是不是有点私心呢？”在

“壹点”网友程女士上传的拍摄
于2006年的全家福后跟着这么
一段话。程女士的老家在济南市
长清区，1997年，18岁的她考入
位于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毕业
后因所学专业在青岛更容易找
到工作，她便没考虑回济南，至
今已在青岛生活了17年。

“当时我没觉得离家很远，
毕竟都是省内的城市，往返于济
南和青岛之间的汽车、火车也很
多。”程女士告诉记者。实际上回
家的路却没有这么方便，平时也
没有什么假期，除了五一、十一、
春节等长假，程女士很少回老

家。“原先没有动车的时候，青岛
和济南之间来回一趟最快也得
八个小时。如果只是回家住个一
天两天的，还不如等到长假的时
候多呆几天。现在有了动车和高
铁，回家虽说比原来方便多了，
但下了火车再转汽车，回趟家也
要大半天才能到。”

“如果能重新选择一次的
话，我还是觉得离父母近点。”程
女士说，“我爸妈比较开明，当时
也没有干涉我对工作地点的选
择。直到现在，他们也从来没有
埋怨我离家远，但我知道，他们
心里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想念
孩子的情感。”

程女士体会最深的是，自
己的女儿出生后，妈妈来帮忙
照看外孙女，忽然看着孩子感
叹道：“以后等她长大了，尽量
让她留在你身边吧，就别离家
太远了。”程女士这才意识到，
母亲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
是希望子女可以在离家近的
地方工作。

看看见见父父亲亲的的白白发发，，我我转转头头哭哭了了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中国式亲情，含蓄而隽永。大
多数中国父母，在情感表达上都比
较含蓄。在本报发起的“我与父母
合张影”活动中，网友“梅林散人”
好不容易才找出一张全家人14年
前的合影。

“梅林散人”名叫张婷，20岁，
现在山大读大三。看到本报发起的

“我与父母合张影”活动之后，她在
“壹点”客户端上传了一张全家人
在2000年拍的照片。照片中，父亲
的手搭在母亲肩膀上，小张婷与哥
哥一左一右，全家人其乐融融。

“父亲母亲都是普通的个体
户，从我记事起他们就在为全家
的生计奔波，起早贪黑。印象最
深的就是我从幼儿园起就是自
己上下学，晚上自己在家里。吃
饭，玩耍，写作业，睡觉，全是自
己的事。父母很少在我和哥哥面
前表露对彼此的爱，我们一家人
也很少有合照，这是十几年前我
们一起拍的，我觉得是我们为数

不多的合照中最幸福的一张。那
时的父母笑得多开心啊！很久没
见到他们这样的笑容了，不知是
生活压弯了他们的嘴角，还是他
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开心？”张婷
在“壹点”中写道。

“今年暑假回去的时候，爸爸
去车站接我。在车站我看到远处走
来一人，头发灰白、身子也不如记
忆中我爸那样挺拔，走近后我才发
现，那竟是我爸。转头我就哭了，当
时就想，他怎么一下子就老了呢？”
张婷告诉记者，那一刻，她真切地
感觉到时间老人的残酷。

在寻找照片上传至“壹点”的
时候，张婷遗憾地发现，全家人在
一起的合影没几张。“我发现我们
只有很多年前的照片，最近几年
全家人都没有在一起合过影。现
在一般都是家里有大事的时候才
合影，平常很少有机会。不过我感
觉跟家人一起拍张照片确实挺好
的，全家人都能在一起，也能记录
大家彼此的成长和改变。以后会
记得多拍一些。”

齐鲁壹点

扫码下载壹
点客户端，注册
登录后，在情报
站上传全家福、
照 片 说 明（ 故
事）。注册请务
必登记手机，并
留地址及姓名。
我 们 将 为 获 奖
者 的 父 母 准 备
一 份 固 本 堂 阿
胶糕，还会将您
的 全 家 福 打 印
出来邮寄给您。

《论语》中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现代社会中，许多子女选择
在外地打拼自己的天地。节假日里，尽管交通工具越来越快，却仍因各种琐
事不能回家，想起家中父母，心中也会存在遗憾和惆怅。

八年前程女士全家的合影（后排左为程女士）。 十四年前，张婷一家拍摄的全家福（右一为六岁的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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