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玉初

年前回老家看望父母，妻子特意给我准
备了一份孝心礼包。

妻子在电视台工作，不久前采写了一条
关于独居老人在生活中遇到“数字鸿沟”的新
闻：有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居家养老，儿子
在国外工作。老大爷的眼睛不太好，想去医院
看看，老太太陪他一起去。出门坐车，他们没
有智能手机，扫不了健康码，被拒绝上车。进
医院他们又遇到了同样扫健康码的坎，但医
院没有拒绝。值守人员帮他们测完体温，在门
口另外做了登记，让他们顺利地进了医院。挂
号时，人并不多，可轮到老大爷，却被告知他
想找的医生的号当日已排满。原来，很多人通
过网络早早地预约了。无奈之下，在一位护士
的帮助下，他们在柜机上预约了三天后的号。

妻子与我说起新闻的事，我这才反应过
来，父母在乡下生活，七十多岁了，用的也一
直是老年手机。立刻，妻子在网络上下了单。
两天后我们就收到了双卡智能手机。趁着周
末，我们把它送回老家给父母。

父母曾在城里与我们同住过一阵子。那
是女儿出生的时候，母亲来帮忙。可当女儿一
进幼儿园，母亲便要和父亲一起回乡下老家
养老，说是在城里过不惯，老犯毛病。在乡下
住惯了的人，必须讨讨土气，才能和顺。

我们回老家之前，妻子新办了张手机卡，
还开通了一个新的银行账户，把我们平时孝
敬父母的零钱都存到了卡上，并绑定手机上
的微信和支付宝。当然，妻子还有另外一个用
意，就是怕父母自己绑定银行卡，万一上当受
骗可就麻烦了。

手机拿回老家，母亲不太感兴趣，倒是父
亲接过来，琢磨着怎么开机。我把手机的密码
设置为父亲的生日。父亲却说，“改成你妈的
生日吧。我怕万一得了什么老年痴呆，记不住
你妈的生日。”“想多了吧。只要你学会了用这
个智能手机，天天可练脑子，保证你不会得老
年痴呆的。”

父亲乐呵呵地摆弄起手机。可他学习使
用智能手机的速度远出乎我的意料，远比我
教女儿写作业难得多。

父亲一生干体力活，手指粗大，手上布满
了老茧。我们觉得再简单不过的触屏按键，父
亲反反复复地试了几十次，仍不得要领，屡试
不成功，都有些想打退堂鼓。我也有些不耐
烦，更有一丝丝的心酸——— 劳碌了一生的人，
难道真的要被现代的科技无情地淘汰？

“爷爷，我来教你玩微信吧。用微信打电
话，不花钱，还可以看到人。”女儿的坚定让父
亲不好拒绝。

有人教父亲用手机，我便落得个自在。我
手上拿着手机，眼睛却在瞟爷孙俩。看那景
象，父亲认真得像个小孩，女儿也表现出了极
大的耐心，一遍又一遍地示范。每当父亲弄明
白一项功能，女儿竖起大拇指给爷爷点赞。父
亲则笑得很开心，“还是你这个小老师会教，
比你爸强多了。”看到那幅画面，那不正是父
亲以前教我的景象和我教女儿的影子吗？这
份温馨是如此美好纯香。

厨房飘出了菜香，父亲学会了用微信。他
给我发了个微信表情。我趁机拉他到“王家大
本营”群，一大家子人都在这个群里面。大姐看
到父亲入群，立马发了一个红包，“欢迎老爸入
群”。二姐夫、三姐也跟着发出红包，沉寂了不
少日子的家庭群因父亲的加入一下热闹了起
来。大家说老爸也时髦了，用上了微信，各种表
情包一阵狂轰乱炸。父亲看后，忙着叫母亲过
来在群里发了段语音。“你这个老头子，也不给
孩子们发个红包。”母亲提醒着。女儿又教爷爷
如何发红包。红包发出，掌声一片。

人老了，就会有孩子味。老孩子与小孩子
正好方便交流。曾经，父亲教育我时，可谓恨
铁不成钢，骂也骂了，揍也揍了，最后还是放
手让我自己去闯。而今，我教孩子，体味到了
父亲曾经的感受。反倒是女儿与父亲之间隔
代的交流，是那样的通畅、默契，也许是血脉
相通在冥冥中注定的吧。

父亲留下了智能手机。对这份孝心，我自

认为很实在，也实用。从父亲发给我的语音消
息，到他在微信群里发的照片和文字来看，他
学得极认真。有几次，他有弄不明白的地方，
发语音给我，求教。我没有立即回复，而是让
女儿去教，他们好沟通。在女儿的远程教学
下，父亲使用智能手机的水平迅速提升：完全
可以和我们微信视频聊天、发红包，给我发的
朋友圈点赞，还会在网上刷抖音。在女儿“双
十一”给爷爷奶奶买保暖鞋的孝心驱动下，网
上购物成了父亲心心念念的事。

我在网络上百度了一个网络购物的流
程，转发给父亲。但父亲还是没有网购成功。
他说怕自己在网络上受骗，所以不敢填报真
实的身份信息。父亲有足够的防骗心理准备，
我们便放心了。女儿再次远程教学，教会了父
亲在网络上买东西。他的第一笔购物是一袋

“七斤王”的萝卜种，那是母亲想要的。
“网络上能看病、买药吗？”父亲问。“可以

呀。”但我没让女儿教父亲在网络购药。人若
生病，还是得去医院，让专业医生看才放心。

在网上买菜种、花钵、小锄头等，父亲都
能轻松搞定。父亲正式成为一位熟练的老年
网民，我们的那份孝心也算是尽到了，更何况
他们在乡下居住，需要用网的事也不算太多。

没想到父亲后来居上，成了“王家大本
营”群里最活跃的，早晨他会发一张喂鸡的照
片，一群鸡跟在父亲后面，他俨然成了“鸡
倌”；红薯稀饭端上餐桌时还是早晨七点半，
把刚从睡梦中惊醒的我们馋得够呛；下菜园
干活，父亲不忘拍下母亲做事的背影，偶尔也
能见到父亲挑粪的样子……很明显，父母轮
着拍照。七十多岁了，他们不经意地秀着老年
人的恩爱，让后生们羡慕亦感动。

因为父亲的入群，家里每个人的生日都
不曾错过。不管是谁过生日，父亲当天一定会
第一个发出祝福，是孩子的会补上一句“要好
好学习”，是成年人的不忘提醒“要注意身
体”。我们慢慢地习惯了父母每天在群发布他
们的日常生活，提醒儿孙们的生日。父亲有时
还会发些白菜长大了、胡萝卜可以拔了吃、大
蒜长绿了要选苗、芋头的个头比往年大的消
息和图片，叫孩子们回家来拿。这时，大家都
会发出流口水的照片回应着，嘴上却说最近
太忙了，只能等忙完手头的事再去把母亲的
菜园搬空。看到这些回复，父亲悻悻地说，“再
不回来，菜都老了，只能剁了喂鸡。”

父母想见孩子们，视频聊天便能见着。于
是乎，我回家的脚步变得稀疏了。有一天，父
亲发了一张母亲坐在戏台下面听讲座的照
片。从现场打出的条幅来看，那是下乡推销保
健酒的活动现场。

后面的一些日子，父亲在微信上发布消
息的劲头明显消退了不少。与我聊天，他也懒
得开视频，寥寥几句便挂了。我依稀觉得有些
不太对劲，便打了母亲的老年机。原来，那天
推销保健酒，父亲自己执意花288元买了两瓶
酒回来。回来一尝，味道怪怪的，又不太敢喝。
他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正生着闷气。

“我明明提醒他不要买了呀，怎么还买
呢？”父亲买假保健酒并没花我的钱，我却在
电话里咆哮着，“真是让人不省心呀！”电话那
边沉默了，我知道自己语气重了。就这样，母
亲也不快地挂了电话。

妻子一直在追踪报道那天遇到的老两
口。她回来告诉我一件事，那位老大爷最近在
医院做了眼部手术，很成功，是老太太打电话
告诉她的。更让人高兴的是，老两口的儿子在
国外也退休了，在老大爷手术前一天回来了，
并准备从此留在国内长住，陪伴年老的父母。
妻子为他们感到高兴，顺口问老太太的智能
手机学得怎么样。老太太说，“儿子都回来了，
我们就不用再学智能手机了。有儿子在，由他
代劳，我们就不怕被社会抛弃了。”

妻子把这话学给我听。我算了算，自己已
有小半年没回老家看望父母了。智能手机或
许能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却代表不了
儿女的孝心。

又是一个周末，我们要回老家去。妻子问
我要带点什么回去。我说，多回几趟家，把父
母菜园子里种的菜搬空，也许是最大的孝心。

孝 心【微感情】

□吴在天

恭喜发财，估计是新年期间
我们说得最多的祝福之一。每个人
都希望可以接到财神，但是当财神
来眷顾你的时候，你又是否真的允
许自己去接财神呢？

先说一个自己的经历。几年
前，我的好朋友邀请我去她的机构
讲课，朋友马上给我付了当次的课
酬，后来她又邀请了我几次，而且
说会立刻把课酬转账给我。我却大
声说，不要呀。朋友很好奇为什么
不要。我当时的说法是，距离课程
还有大半年，工作都还没有开始
做。我的这位朋友也多年在心理学
里浸泡，她一下就看出我的说法太
意识化了，她直接把费用转了给
我，“这是你的讲课费用，干吗不
要！”我知道瞒不过去，就坦诚说，
怕自己有钱就花光了。

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
始有了这个信念，担心自己有钱就
花光。而这个信念，也抑制了我赚
钱的动力。穷人为什么会穷，精神
分析对此的动力学解释是：你穷，
是因为你的潜意识想穷。花光钱我
会穷，我为了不让自己花光钱，然
后抑制自己赚钱的动力，结果还是
穷。

怎么办？“花了就再挣！”我的
朋友说。是呀，这是个很简单的问
题。而我陷入到这一面的时候，竟
然忽略了自己是有赚钱能力的。为
什么我会忽略掉这个部分？

哈佛教授穆莱纳森说，这是因
为我们处于“大脑稀缺模式”的思
维模式中。因为你对钱的追逐，阻
隔了你对发展的注意力，你没有足
够的智力和判断力来考虑未来的
发展，结果越来越穷。穆莱纳森教
授认为，为金钱担忧的人，大脑中
很少有容量去关注其他事物。这种
感觉，就好比一个饿着肚子的人去
逛街，他是不会去考虑衣服好不好
看，他会更多地去想如何找点吃
的。而这个时候，你对未来的智力
和判断力都会开始下降。

巴菲特曾说，你如果有一个节
约钱的脑袋，你就没法有一个赚钱
的胆子，所以你穷得很稳定。而心
理学家曾奇峰对此给出了精神分
析的解释：你之所以节约钱，是因
为你在为潜意识里的自己若干年
之后还是穷人做准备。这是一种自
我价值感低的表现。

当我们内在的自我价值感不
够时，我们在外在世界的关系、行
为，都会对内心世界产生呼应。如
果你的潜意识认为自己不配拥有、
不值得去享受金钱所带来的美好，
那么，在现实层面，你可能会有意
无意地去回避金钱。

有位读者说，她在把玩新手机
的时候，手机不小心掉下来了，先
砸到孩子的手，然后才掉落在地
上，孩子哇哇大哭。但是她当时的
第一反应，竟然是去看看手机有没
有摔坏。之后她又觉得很自责内
疚，难道手机比孩子还重要吗？意
识层面上，她当然不这么想，她会
认为孩子更重要。但是，她也捕捉
到了自己的第一反应。她说想起了
自己小时候，因为打烂了家里的玻
璃杯而被妈妈骂的情景。她觉得心
里很委屈，她还记得自己曾对妈妈
哭诉说，为什么每次打坏东西，都

不能得到关心，难道东西比人还重
要吗？直到这次的事情，她觉察自
己好像也变得像妈妈一样。

她还发现，自己特别舍不得花
钱，什么东西都要找到最便宜的才
愿意去买。花小的钱要考虑很久，
但是花大的钱，却好像不带脑子一
样。比如，小时候妈妈带她逛超市，
告诉她只能买特价商品，动不动又
会跟她抱怨：太贵了，这个不买。其
实，自己家里的条件并没有那么
差，但时间长了，以至于自己也变
成了这样的性格。因为她的潜意识
里，总是觉得自己不配。这些潜意
识不仅压抑了自己的欲望，也让自
己无意识地去回避金钱。

你是否又问过自己，赚钱是为
了什么？有时候，孩子可能会问父
母要零花钱，比如，他想买一个玩
具，或者一盒巧克力，或是和同学
出去玩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孩子
要的其实不是钱，而是钱背后隐藏
着的需求。有物品的需求、食物的
需求，以及对关系的需求等等。真
正能够让孩子开心的，是这些需
求。真正能够让我们变得幸福，或
者不幸的，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需
求。

钱只是一个工具，它只能是让
我们的一些愿望需求，变得具体，
变得有实现的可能。但有时候，我
们往往为了这个工具，却看不到自
己真实的需求，忽视了自己的健
康，忽略了身边的关系。当我们越
想抓住金钱的时候，我们反而忽略
了自己真正最想要的是什么。而这
时候，财富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春节期间很流行微信群发红
包、抢红包，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
中，看到每个人对待金钱不同的态
度。比如有的人，从来都只抢红包
而不发红包；有的人，看到别人抢
的红包数额可观时，会起哄要别人
再发出来；还有的人，要等自己收
到了很多红包之后，才愿意发出他
自己的红包，但是他发的红包，数
额却并不多。不知道这些过程中，
你有什么感受？你是否在享受发红
包的快乐？你又是否能感受到抢红
包的喜悦？你对那些只抢红包不发
红包的人，有什么感受？你愿意跟
他们打交道吗？

奥南朵说，钱是一种能量，一
种流动的能量。它会经过你的手，
它同时也会经由你的手流转出去。
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对金钱的信
念是，我需要拼命抓住，以至于我
们都忽略了，金钱是为人服务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和金钱
有很好的关系，可以让自己活得更
丰盛，但是很多人却一生都仿佛是
被钱所操控的。早年形成的自我价
值感，会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影
响着我们和金钱、和财富的关系，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到，自己对
金钱的信念和态度，如果我们不能
摒弃那些对金钱的拒绝和恐惧，那
么即使是财神来到你家门口，你也
会莫名其妙把门关上。你不能发现
自己真正的需求，你也就难以发掘
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

周星驰在电影《食神》里面有
句台词：“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食
神，或者说，人人都是食神。”我
想，也许人人都是财神。你，就是
自己的财神。

你
才
是
自
己
财
富
的
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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