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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在某个时段，常
出现一些人忙、另外一些人闲
的情况，很容易造成忙着的人
对于闲着的人产生怨气，那
么，此时采取“颁奖”的方法，
闲着的人给忙着的人“颁奖”，
会使忙着的人怨气顿消。

晚饭后，妻子弯着腰、低
着头，两手不停地忙活着，在
厨房里刷碗、擦灶台，丈夫则在
客厅的沙发上仰着身子嗑瓜子、
看电视，被剧情吸引，还不时呵
呵地笑出声来。妻子虽没说什
么，但心里也感到别扭。此时，坐
在沙发上的丈夫看到妻子在忙
碌，便嗑出了几个瓜子仁，准备
作为奖品颁给妻子。但是，又觉
得嗑出的瓜子仁带着自己的唾
液，有些不卫生，还是用手剥开
好，正赶上丈夫新剪过指甲，剥
完几个瓜子仁，指头尖都磨出了
红肉。丈夫用手捏着瓜子仁，送
到正忙碌着的妻子嘴中，妻子看
到了丈夫的手指，忙说：“快用
创可贴包上，别感染了。”妻子
心里哪还有怨气呢？

一会儿，来了一个电话，是
送快递的，让到楼下取，是妻子
买的化妆品。正看着电视，夫妻
二人都不愿意脱离开那精彩的
剧情，最终，还是丈夫下了楼。
丈夫虽没有说什么，但也有不
高兴的表情。丈夫回来了，抱着
一个包裹。妻子把刚才的剧情
给丈夫描述一番，又拿起两块
苹果，对丈夫说：“刚才我切开
了一个苹果，平均切成四块，我
和儿子各吃了一块，那两块，一
块是你应得的，另一块是奖励
你的。因为刚才到楼下取快递，
耽误了你看电视的兴致。”面对
那一块苹果的奖励，此时丈夫
心里的怨气也就云消雾散了。

虽说物质刺激不是什么好
办法，但是，在家庭中用那不起
眼的小奖品来奖励贡献突出
者，在化解怨气方面，若用得巧
妙，还真的管用。

□卞长生

“颁奖”解怨气

【围城风景】

在英国，八岁上四年级的
孩子开始上乐器课。有地方政
府提供弦乐、管乐和打击乐的
各种乐器，孩子们可以随意
挑，喜欢哪个学哪个。当然这
之前，也有家长给孩子找私人
老师在家学乐器的，我们家没
有这样的安排。

女儿八岁时挑了小提琴。
乐器可以自己带回家保管，一
周一节课，自己带到学校。不
管多贵重的乐器，当时每年只
交 45 英镑的租金，18 岁离校
时将乐器还给教育局。

女儿练琴，我们除了鼓
励之外没有干涉过，想练就
练，不想练就不练，一切都从
兴趣出发。老师推荐她参加
一个星期日音乐学校的入学
考试，考的是潜能，而不是当
时的级别。她喜欢那个地方，
于是就放弃了星期日的中文
学校，开始了更系统的音乐
学习。这个音乐学校的费用
很高，但政府按照家庭收入
给补贴，补贴也非常高，所以
有音乐潜能的孩子即使家庭
负担不起费用，照样可以上
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成了女
儿的第二个家，一帮挚友情
投意合，一起演出，一起上
课，一起出去吃饭。

练到八级，学生小提琴
就不够劲了。那年夏天我带
着她和她的老师到一家琴行
去选琴。很多中国的父母为
了孩子学点东西不惜一切代
价，四五岁的孩子可以拥有

几万元的钢琴。这不是我的
消费观。在去琴行之前，要做
准备。首先和女儿取得共识，
我们有一个预算，超过预算
的琴不但不买，连试都不试。
这个预算我们定得不高，原
因是小提琴价格无边，几万
几十万英镑的不少，上百万
的也有。接下来要和琴行事
先做安排，电话告知我们的
预算，要求他们将预算内的
小提琴价码全部拿掉，以免
在选琴时心理上受价位的影
响。到了琴行，店主已经将所
有可选的十几把小提琴摆在
桌面，价码都去掉了，只有序
号。我将女儿和她的老师留
在琴行，我自己出去逛街，一
小时后回来，只有两把琴还
留在桌上。没料到店主将一
把超出预算一点点的琴混在
里边，就是女儿和她的老师
选中的两把之一。

两把琴中有一把是 100

年的老琴，到了女儿手上就
像找到了主，她拉得随心所
欲，音质甜美。而她的老师选
中的另一把琴女儿却没看
上，两人换拉，音质就不太一
样了。女儿一见钟情的这把
琴，偏偏是店主混进去的那
把，后来女儿选中了这把，就
用自己的零花钱凑足价格。

无论女儿儿子在任何地
方有潜能，我们都不会无限
制地投资。原因就是一个西
方的理念，父母的钱不是子
女的钱。这个理念根深蒂固，

所以西方啃老现象少，也不
会出现年轻人大把花父母的
钱而毫不在乎。记得微博上
提到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孩子
被妈妈送到乡下吃苦，指望
他学会珍惜和努力。孩子问
当地的小孩为什么这么努
力，当地的小孩答：“为了住
大城市的大房子，过好生活。”
于是家境好的孩子问妈妈：

“既然那些农村的贫穷孩子
努力读书是为了住大房子、
过好生活，我现在都有了，干
吗还要努力？”一个问题难倒
了太多的中国父母。我也问
过儿子和女儿，他们想都不
想就答，大房子和好生活是
爸爸妈妈挣来的，他们将来
得自己去挣自己的。常带女
儿出去购物，因工作和应酬
的需要，我会买一些高档的
服饰，女儿不会艳羡，她自己
选的都是物美价廉的东西。
我们也不会一味地把好吃的
东西留给孩子，也要平均分
配。希望孩子学会尊重他人，
先要从尊重父母和家人开
始；希望他们独立，就告诉他
们父母的不是他们的。

女儿对音乐，尤其是古
典音乐至今都保持着浓厚的
兴趣，但不决定将来读音乐
学院。孩子们将来要从事的
职业很可能现在还不存在，
所以为此担心是没太大必要
的，我们所能做的是保护他
们的兴趣，多给他们提供体
验的机会。

思念姥姥

□夏薇

姥姥的离世是在我和思远领
证的前一刻，2012 年 9 月 29 日，
中秋节的前一天，我把结婚证的
照片用手机发给爸妈后，收到的
短信不是祝福而是噩耗。“薇薇，
我没有妈妈了，没有家了……”妈
妈几近崩溃，无法控制地痛哭，遗
体告别时更是不愿离去，阴阳两
隔，再也见不到的那一刻，只想再
多看一眼，再多说一句。

姥姥操劳了一生，抚养儿女
又照看孙儿，却在最后几年里渐
渐丧失了记忆，不能料理自己的
生活，因为髋骨的骨折，她整个
人瞬间老去，瘦得只剩骨架。有
一年假期，我从北京回济南，第
二天去看姥姥是我在外多年的
习惯，往往也只是伫立片刻，听
姥姥唠叨几句。那次的见面是我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姥姥只剩
下皮包着骨头，一把而已。我没
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旁边
的屋子里泪流不止。髋骨的骨折
很难恢复，生活无法自理，姥姥
的小脑渐渐开始萎缩，记性也越
来越差，几次回去看她，还能记得
我是谁，但到最后连儿女也印象
模糊起来

妈妈说我上幼儿园前都是
姥姥看的，可即使我努力回忆，
也寻找不到一点三岁前关于姥
姥的片段。但我知道那有多辛
苦，因为我也有了孩子墨墨。
妈妈说她的产假是56天，然后
就上班了，白天姥姥带着，有
一段时间我不睡午觉，姥姥就
陪着。墨墨现在吃的米粉、奶
粉都是从商场买的，吃的菜
泥、肉泥、水果泥都是用辅食机
加工的，我就问妈妈我那时断
奶了吃什么。妈妈说是姥姥嚼碎
了喂给我。那时的我肯定吃得心

满意足，也依赖着喂我吃饭陪我玩
耍的姥姥，或许在爸妈接我回家时
还恋恋不舍。我想我一定是深爱她
的，不然我不会到现在还控制不住
对她的思念。

姥姥不识字，她会玩的扑克
就是“吃面包”，我总是爱和她玩
儿，好像也只是和她玩，因为其他
人都会“争上游”，等我大了也就
不愿再玩了。姥姥还总给我和姐
姐嗑瓜子，等我从幼儿园回来，一
个小纸包里满满的瓜子仁，通常
我几口就下肚了，特有满足感，而
姐姐却不紧不慢能吃很久。姥姥
和姥爷搬家离我的家远了以后，
我们去得不那么勤了。那会儿交
通不是很方便，再加上我还要上
学，爸妈还要工作。姥爷去世后，
姥姥一个人生活，过年过节孩子
们来了，热闹一天，晚上就剩下空
落落的老人。有的时候姥姥也会
去子女家住一段日子，可终究不
如在自己家住得顺心。

据说姥爷在家从不操劳家务
琐事，姥姥就伺候他了一辈子。姥
爷去世那年，我 8 岁，是姥姥最小
的外孙女，有时候妈妈会带着我
周末去姥姥家，姥姥包饺子、擀面
条、包包子、做胶东饽饽，春节还
会炸麻花、炸焦叶、炸藕合、炸茄
合。姥姥很瘦小，每次擀面条的时
候恨不得用上全身的力气，把面
慢慢压开，压成圆形，等面越擀越
薄、越来越大，直到面薄薄的，再
叠起切丝。拌面条的酱特别好吃，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用香
椿的碎末再配上酱油做成的，那
熟悉的味道流连在我的舌尖上，
可姥姥的手艺在她一病不起后就
再也尝不到了。

姥姥肯定从没有想过她的一
生该如何去影响别人，甚至也没
有想过她会如此深刻地存在某个
人的心里，她的儿女肯定会思念
她，而作为她的外孙女，我也一样
想她，而且我一直相信，姥姥在心
里同样很爱我，因为她闭上眼的
那一天正是我有了归宿的日子，
每个结婚纪念日我都会想：天上
的姥姥，您还好吗……

□戴群

家家有有琴琴童童

【成长在英国之六】

【心香一瓣】
【家有长辈】

□王永奎

人们常说“老小孩”，意思
是说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以
前，我不明白：人老了为什么就
像小孩子一样呢？但自从经历了
一些事情之后，我才算明白了个
中原因。

记得邻居大嫂说过这样一
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次，她
买了葡萄等水果带着孩子回娘
家探望 90 多岁的奶奶。奶奶已
经失去自理能力，瘫坐在椅子
上。到了奶奶家，大人们忙着洗
葡萄给奶奶吃，还没有洗完，小
孩嘴馋，拿着先洗好的葡萄出来
吃。小孩哪顾得上孝敬太奶奶
呢，自顾自吃了起来，被太奶奶
看见了。太奶奶老泪纵横地大哭
了起来，说：“都给他们吃，不给
我吃！”邻居大嫂说完，我们都
为老人的可爱而大笑起来。

我岳母七十多岁了，但她
人老心不老，总爱评说家长里

短，每次回家总是听她唠叨：
“你堂妹回来给你婶婶买了金
手镯，带她烫了发，染了色，又
给她买了新衣服、皮鞋。人老
了，穿什么都不好看，瞎糟蹋
钱。”“隔壁王大嫂的女儿给她
买了对金耳环，一脸皱纹，戴上
耳环一点都不配……”听得多
了，总觉得在岳母眼里，老年人
打扮自己就是乱花钱，老了，打
扮给谁看呢？前几天我和妻子
回去看她，偶然间我发现岳母
居然打了耳洞，还在恢复中。妻
子万分惊讶，问道：“妈，你打了
耳洞？”岳母高兴地说：“是呀！
你二妹给我买了对金耳环，不
打耳洞怎么戴呀？”我愕
然，知母莫若女啊！

老父生病
了，我带着
他 去 看
病，可

住了几天院，每天打不完的吊
瓶，居然还高烧不退，又查不出
病因。时值禽流感高发期，医生
说：“去拍个片子吧！”我扶着老
父来到透视科，在门前椅子上
坐着等待，我正焦急地看自己
排到了多少号，却猛然听到旁
边的父亲旁若无人地张大嘴巴
哭了起来。我赶紧把父亲搂到
怀里，像一个父亲拍着婴儿一
样拍着他的后背，我微笑着问
道：“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忙
着排队，对你不够细心，生气
了？”父亲止住哭泣，说：“我是
不

是得了禽流感啊？”说完又伏在
我的肩头哭了起来。我边拍边
安慰道：“怎么可能呢？你又没
有接触那些致病的东西，医生
说你只是重感冒，没事的。我们
再查一查，很快就好。”父亲很
听话，像孩子一样渐渐平静了
下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在
父母温暖的羽翼下日益健壮，
而父母却日渐衰老，羸弱的他
们对子女的依赖犹如小时候的
我们对他们的爱的渴盼。请张
开我们爱的臂膀，来庇护年迈
如婴的父母，一如当年他们

对年幼的我们的呵
护。

老人如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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