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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上午，宅在家中，突发擦洗油烟机
之念，于是赤裸上身轻装上阵。做技术出身
的我，不忙则已，一忙就来了个上下内外，
包括半个厨房都给彻底清理了。

中午时分，妻子和女儿去参加舞蹈培
训回来，我已是汗流浃背，两手沾满油污而
不及擦拭。妻女甚是感激，一个忙擦汗，一
个忙端水，至此方见手掌添有两处划痕，血
迹犹存，忙活正酣，竟毫无痛感。

妻备好午餐，催促吃饭。我为犒赏自
己，拿来妻自酿的葡萄酒，揣摩仅剩瓶底，
竟对瓶直饮，两口下肚，幸福感油然而生。

两口难压酒兴，喊来女儿，戏谑道：“闺
女，给爸爸打酒去。”

女儿蹦跳着跑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
“干什么，打游戏？”

妻在旁给女儿笑着解释：“打酒就是拿
着酒瓶子到商店去买酒。”

女儿忙说：“我不会打酒。”
我连忙说：“这么大的孩子会打酱油，

就会打酒。”
女儿辩解：“我才不会打酱油呢。”扭头

走人了……
一阵逗乐，使我回忆起我的老爹———
老爹好酒，方圆二十里闻名，儿时的

我经常为老爹去打酒。老爹早些时候，身
体很棒，喝酒解乏，下地回来，老娘总会
主动给老爹备好酒，一旦没有，老娘就安
排我们去为老爹打酒。老爹喝了酒后，再

累的活也不会在我们面前喊累，反而饭后
为我和哥姐讲故事。老爹讲的故事有爷爷
给他讲的，还有他自己的故事，还有生产
队里的笑话。过去的年代，物资匮乏，器
物都是能重复利用的，油盐酱醋酒都是用
自家的瓶子去盛来。故事也是大多靠人来
讲的，不识字的人也会将故事一代一代地
传承。

老爹上六十岁后，喝酒到了嗜酒的程
度，一次因为盖房太累每天约2斤白酒的量，
终于因为喝酒过量血压急性增高而导致不
能走路，多方治疗后，身体方调理正常。因
为得病，老爹有段时间喝酒有所收敛，但过
后，又照喝不误。此时老爹已不用酒瓶打酒
了，而改用酒桶打酒，连集市卖酒的因为老
爹是常客，也劝他少喝点了。老爹喝酒的时
间间隔也越来越没准，在家里只要走到酒
桶旁就抿上一口，酒肴对他来讲已纯属多
余。

此时我们全家都不支持老爹多喝酒，
老娘还与老爹展开了游击战。老娘劝不了
老爹，就用藏酒的办法，在家里老娘经常
将酒桶藏起来，就说收拾家不知道放哪里
去了。然后就是老爹回家到处着急地找
酒，等找到后，只见老爹一脸的幸福。还
有一次老娘将酒掺了水来稀释，老爹喝了
后，我们所见的是老爹一脸的不悦……

妻陪女儿已经午休睡着，我虽有倦意，
却毫无睡意，脑海中全是老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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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母“有效陪伴”

喜欢购物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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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送女儿去小学报到，学校大门
前挤满了人，很多孩子一步一回头，家长跟
在两边，依依不舍。我也是，想拍下女儿回
头的镜头，小家伙背着大书包，却头也不
回，穿过空旷的校园，穿过长廊，那小小的
坚定的身影，越走越远！

“希望你能享受漫漫求学路，希望你能
快乐健康地成长！”这是我那一刻全部的心
愿。

但是，仅仅过了一周，我就发现，一年
级，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老师开的第
一次家长会，讲的都是“纪律”，“不许迟到，
连续迟到三次，期末不能评优；不要随便请
假，连续请假三次不能评优；我希望你们的
孩子是受老师喜欢的孩子，而不是让老师
讨厌的孩子……”

接着是竞选班干。一起接送孩子的家
长纷纷讨论，孩子们竞选哪一个职位好？女
儿说：“我喜欢劳动，我要做劳动委员！”旁边
的家长说，“哎哟，劳动多脏，要做就做学习
委员！学习委员成绩好！”女儿答，“我刚上
学，还不知道成绩好不好！”另一位家长笑
说，“多老实的孩子！”

好吧，再来说说学习。这些天，老师几
乎没怎么布置作业，我和孩子都觉得很好
哇，放了学，可以去操场玩，可以自由地画
画，但是，慢着，班级群里，老师另有通知，请
家长另行购买学习资料，由家长督促学生
每天自主做作业。

家长们呢，一边抱怨老师把作业都推
给了家长，一边丝毫不敢懈怠，态度坚决地
让孩子毫厘不差完成作业，似乎还不保险，
再额外让孩子学思维训练、珠心算、阅读写
作、英语、奥数，至于钢琴、小提琴、舞蹈、乒
乓球、跆拳道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

总而言之，尽可能地，要把孩子提早装
在一个个小格子里，控制性地学习学习再
学习。可是，孩子们乐意吗？喜欢吗？邻居家
三年级的小姑娘，成绩排在全年级第一名，
当着我们外人的面，小姑娘这样质问她爸

爸，“从周一到周五都不让我玩，周六周日
还不让我玩，如果一个星期都不让你们玩
手机，你们愿意吗？”

小姑娘的爸爸答，“再给你一分钟时间
玩！”

因为，许许多多的家长都坚信，“我宁
愿欠你一个快乐的少年，也不愿看到你卑
微的成年！”因为，她现在快乐了，将来呢？如
果不努力、不上进，没有高学历、没有一技
之长，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这些话，如果是出在老师苦口婆心
的劝告，还好理解，可是，如果是我们做爸
妈的也这么众口一词，孩子们该怎么办呢？
一个没有快乐没有玩耍的童年，还算童年
吗？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他长大后会幸福
吗？会快乐吗？

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里写道：“安
安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爸爸快乐！”多
么简单朴素的家庭真理啊！偏偏，有那么多
的人喜欢把人生复杂化、魔鬼化，以恶的方
式传递恶，以愚蠢的方式传递愚蠢。

好在，总有例外。我朋友家的孩子，今
年刚刚申请了剑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周
围一帮妈妈们都围着向她取经，朋友笑说，

“我真没怎么管他，他放了学就疯玩，唯一
的经验就是，我孩子从小特别喜欢看书，看
的书不计其数，所以，他的记忆力理解力很
强，学习起来就比较轻松简单！”

当然，还有更多的家长，在游移不定，
在摇摆摇摆，那么，请你们顺应你们做爸妈
的初心，相信你们的孩子是一颗优秀的种
子，请耐心地给他们成长的时间，不揠苗助
长，不急功近利。你的孩子也许是苹果树，
也许是柿子树，也许是其貌不扬的枣树，只
要它们迎着阳光，健康快乐地成长了，总有
收获的时候。

老师们，你们是辛勤的园丁，请一定去
除好恶偏见，用爱心帮助我们照看好这一
颗颗幼小的种子。

这，才是我们接受教育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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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寒

4岁的儿子最近迷上了去超市购物，几乎每隔几天
都要缠着我领他去超市逛逛。一到超市，他都要找来小
推车，让我把他抱到小推车里，然后推着他在超市里选
购东西。每次他都要在玩具区流连忘返，选一个他喜欢
的玩具。然后再去食品区选择他喜欢吃的巧克力、酸
奶。这样一段时间下来，家里就堆了好多玩具，光是乐
高系列的玩具就已经买了三套。每次说他，他都要说，

“妈妈，你给我讲的故事里，不是每次只选一个玩具吗？
我一次就只选一个啊。”这个喜欢购物的宝宝让全家人
都伤脑筋，该怎么对他说呢？我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
一个办法……

一天，我下班刚进家门，儿子就扑过来抱着我说：
“妈妈，咱们吃过晚饭去逛超市吧，我保证让你好好选
你喜欢的衣服。好不好？”看着儿子热切的眼神，我抱起
他，“谢谢儿子，不过妈妈现在不缺衣服，这次就先不买
了。”儿子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下，“妈妈，你不买衣服就
算了，我要去买玩具和酸奶！”看看，狐狸尾巴露出来
了。“妈妈想到一个好办法，咱们每次去超市前先看看
家里缺什么，缺什么我们就记在便签上，到了超市对照
便签来买。如果家里什么都不缺，就不去超市了，等到
有需要再去。”听我说完，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他先跑到客厅看了一圈，然后问正在客厅看报纸
的姥爷：“姥爷，我一会儿要和妈妈去超市，给您买茶叶
吧？”姥爷摇了摇头，周末刚去过超市，现在啥也不缺
了。儿子又跑到卧室转了一圈，问我要不要给他买个小
枕头，我告诉他已经有三个小枕头了，暂时不需要再买
了。儿子还是不死心，又跑到厨房去问姥姥要不要买酱
油。正在厨房里做饭的姥姥说，家里还有两瓶酱油呢，
吃完再买。

儿子忙活了一圈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不禁自
己坐在小椅子上皱起了眉头。想了一会儿，小家伙又兴
奋起来，只见他拿起便签本，从上面撕下三页纸，分别
递给姥爷、姥姥和我，让我们在便签上写下需要的东
西。我和妈妈想了好一会儿，正不知道写什么好呢，只
见姥爷戴上花镜，在便签纸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钱”
字，还一本正经地对着儿子说：“孩子，别总问家里缺什
么了，家里缺钱！”那一天，儿子再没有提去超市的事。

┬刘 希

周日，我回到老家，母亲正在厨房里择菜。我刚准备
去客厅看电视，突然想到，我既然回了家，就得多陪陪母
亲，便拿出手机，一边玩微信一边跟母亲说话。她问一句，
我答一句，我的工作、生活，我小孩子的饮食起居，这些都
是母亲最关心的话题，她的提问一个接着一个，这一聊
就到了开饭时间。

母亲精心做的几个菜，被我狼吞虎咽一番，放下筷
子的时候，母亲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就不吃了？”“是
啊，我不吃了，准备抢红包。”我拿出手机朝母亲扬了扬。

“你一天能抢到几块钱？”母亲问。“十多块吧！”我得意地
回答，指望她夸我两句。没想到她掏出了钱包，拿出一百
块钱来，对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一百块，你好好陪我聊
聊天，行不行？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回别人信息，就
是抢红包，我总是感觉你在敷衍我。”

我讪笑：“妈，您就别开玩笑了，您看，我又陪了您，又
抢了红包，还联络了朋友们的感情，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母亲被我逗乐了，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

临走的时候，我发现母亲脸色不对，问她怎么了，她
怅然若失的样子，我猜测她是因为我的离开而心情落
寞，便打趣道：“妈，我下个星期就回来，想我就打电话
呗。”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老觉得，我跟你说话你
老是心不在焉，跟你交待的事情你肯定没有记在心上。
想想抚养你长大受的那些苦，再看看现在的你对我的态
度，我是真的有些不甘呀。”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也就是说，我虽然陪了母亲，但不是“有效陪伴”，反而因
为我的不专心，让她心里有些不舒坦。

跟朋友说起这事，她笑了笑说，她也有玩手机的习
惯，知道这样会让父母不高兴，怕管不住自己，每次回家
都提前关了手机。在家的时间里，她全心全意、倾情投入，
认真地倾听父母的每一句话，耐心地回答他们的疑问，并
对他们的关心表示热情接受和感谢，因而，这些年她父母
对她特别满意，而且两位老人也都感觉特别幸福。虽然她
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但每次陪伴都是“有效陪伴”，她的父
母乐在其中，并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想想自己，虽然每个星期都回去，但真正“有效陪伴”
母亲的时间极少，难怪母亲感觉被冷落，不快乐，就是因
为我人在心不在。想到这，我也决定学学朋友的做法，每
次回家都关掉手机，认真地陪母亲做事，吃饭，给母亲多
些“有效陪伴”。我要用行动告诉她：“我是专程回来陪您
的，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陪您更重要。”

插图/巴巴熊


	B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