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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父母催过婚吗（七）

◎丁兆梅
◎艳霞

买了，买了

一位学生在日记本上写：觉
得班级不温暖，没有爱。我问他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他说了很
多，大抵是跟班上同学都不熟、大
家都很冷漠。我想到早上的一件
事，便问：“那老师也很冷漠吗？”
他不说话了。我又问：“想一想我
今天有没有关心过你？”

过了一会儿，他居然摇了
摇头。

我心凉半截。今早下了一阵
雨，想着很多同学是骑自行车上
学的，我比以往早些进教室，看孩
子们是不是淋到了。有几个同学
的校服外套明显湿了，我就在前
面多出来的桌上架起椅子，摆在
空调前，叫他们把湿外套脱下来
挂上去，打开热风对着烘干，又把

自己办公室里午睡用的毛毯拿来，
给穿得单薄的孩子披着。

也怕有些孩子不好意思主动晾
衣服，我就在教室里转着，一个个摸
孩子们的外套，又收上来两个孩子
的湿衣服。我知道这个孩子也是骑
自行车的，所以也摸了他的外套。
早自习结束，衣服也都烘干了。我
又提醒：所有骑自行车的同学，可以
安装车篓，固定放一个雨衣，遇上突
然变天就不怕了。

其实我也淋湿了，我顾不上管
自己，可是他说我没关心过他。

他不是个例，我观察了很久了，
现在有不少小孩不知为什么，感知
不到爱。我把感慨写成文字，发在
个人朋友圈，诉说着小小的无奈和
失落。没想到引起同行们的热烈共

鸣，留言表示他们也感同身受。
然而其中一位前辈的回复与众不

同。他回复说：“爱是一种能力。爱的
教育不仅仅是给予。对感知能力比较
弱的孩子，倒可以试试让他们先学习
付出，并及时给予正向的反馈，可能比
你不停地给予效果更好。有意思的
是，人经常是在寒冷中感知温暖、在黑
暗中追逐光明、在付出时学会收获。”

对呀！作为普通人来说，付出了
对方感受不到，确实是一件沮丧的
事；不过作为老师来说，学生能力有
缺，正是需要老师去帮助的时候。前
辈的提醒让我想到：冲突的时候，也
是教育的机会。我应该抓住这次让
我失落的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并
用行动引导学生，解决他感知能力弱
的问题。

◎刘乐

爱的教育可能不仅仅是给予

“关于对象，选择比努力重
要”这一点已说完，现在滑到第
二个观点：两人相处，成长优先
于依靠。

选择方面说得堪称面面俱
到，唯恐漏掉任何的重要一条，迁
移到相处过程中同样适用，相处
甚欢者看到此处可以撤了，这里
另谈两种可能：小作和大作。

亲密关系中，小作怡情添趣，
大作灰飞烟灭。

小作，大家都懂，偶尔吃个
醋、找找别扭、耍点小性子、整点
幺蛾子，没事斗个大嘴吵个小架，
考验对方是否还爱着自己，确认
TA在众多异性中是否依旧只坚
定不移地爱自己一个，时不时给
日常生活来一点涟漪和惊喜（有
时是惊吓），给平淡日子增点趣减
个压，皆无伤大雅。

大作，就容易摊上大事。例
如拒绝成长、只想依靠、偷懒取
巧，奢望他人对自己的整个人生
全程负责等等。

这显然违背了爱情的初衷和
要义。

爱情是两个独立个体摇着小舟
慢慢接近的故事，不是一个人乱了
方寸盲目跳上另一个的贼船的事
故。一舟只负一人重，两舟结伴往
前冲；百年修得携手渡，同舟共济海
让路——这才是婚姻的正确打开方
式。若不认可，可换位思考一下：你
能让人靠吗？你能背着另一个人过
一辈子还无怨无悔吗？

如果能，本话题直接跳过。
如果不能，凭什么要求那个与

你毫无血缘关系的别人做到？
以白头偕老为愿景的恋爱婚姻

中，大作可能有以下几种：
一是懒，在亲密关系中不作任

何努力，将各种主动权拱手相让，与
对方无法同频，情绪无常，给出的多
是负能量，极大地长期地消耗着对
方有限的正能量；

二是散，用情不专，三心二意，
脚踩几只船，备胎一大串，家仅作身
体寄居的壳，魂魄一直在各种异性
间云游；

三是庸，年轻时达到智商、颜
值、事业高峰期后断崖式躺平，从此
拒绝成长，所有的难题都甩给对方，

让TA背锅让TA扛；
四是装，不真诚、不敞亮，大事小

事皆防着对方，以为自己很聪明而枕
边人很傻很天真；

五是瞎，目中无人、心中无人，从
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始终不断地害着
公主病、少爷病，误将自私自利当自
爱，很少顾及对方感受，无论感情还
是经济，只想别人绕着自己转，不愿
为他人做哪怕半寸嫁衣裳。

人心都是肉长的，能捂热也能变
凉，经营和护理是其中的重要变量。
好的爱情和婚姻必定一加一大于二，
达到双赢或多赢。如果跟TA在一起
后，你变得更好了、越来越好了，恭喜
你，选对了，好好相处，戒骄戒躁，持
续成长，未来可期。

怎么成长？无非聚焦美好、安
住当下，做好眼前该做好和能做好
的事情，保持学习力并尝试成为更
好的自己。

这是一生的课题，不只限于亲密
关系。爱情婚姻的加持会让你更丰
富，是否能变得优秀，最主要因素取
决于自己成长和对方成全。（本栏目
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

我和女儿坐一辆公交车回家。女
儿7岁了。我们从前门刷卡上车，中
门门口有空座，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一路上，车子开开停停，女儿不停
和我说着话。那天车上的人正好特别
多，已经有些挤不开身了。

在一个车站，因为一些原因，有一
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从后门上来了。车
门关闭，车子摇摇晃晃地往前开。这
对男女，就站在原地也不往前，我纳闷
着：他们咋不去前门刷卡买票呢？按
理说，他们本来就是从后面上来的，更
应该赶紧去买票啊？我抬头，看了眼
往前门挤满的人。我想：是不是他们
要等人少一点再去买呢？

女儿显然也看到这一幕，凑到我
耳边，小声问我：“妈妈，他们上来怎么
没买票呢？”我看着女儿无邪的一双大
眼睛，说：“他们会买的，你看人那么
多，他们是想等人少了再去买。”女儿

“哦”了一声。
车子走走停停，又开过了好几

站。陆续有人下车，已经不像刚才那
么挤了。这对男女，还是站在原地，没
有一丝要去买票的行动。司机看来也
已经把他们全忘了。

女儿又小声问我：“妈妈，他们怎
么还没去买呢？”我其实心里也在纳
闷，但也猜到了一些，已经不抱多大希
望了。可是我还是不得不在女儿面前
给他们开脱，希望这种恶劣行为不至于
让她产生负面的想法。我无力地说：

“他们马上就会去买的，你看他们手里
拿那么多东西，车子又摇摇晃晃，不是
很方便。”女儿又说：“妈妈，上车就一定
要买票，对吗？”我说：“对！对！”

车子摇摇晃晃，女儿逐渐有了困
意，后来就靠在我的身上睡着了。我
看着她，她的嘴角居然流露出几分甜
甜的笑意，是不是，在做什么美梦呢？

车上的人又走下去好多，已经有
空座位了。过道里已经没有人站着
了。下一站，就到我们的家了。很巧
合，那对男女本来已经坐下，现在拿起
东西，一副要下车的样子。我把女儿
推醒，说：“别睡了，我们到家了！”女儿
醒来四处看看，又看到那对男女，又小
声问我一句：“妈妈，他们买票了吗？”

我也瞟了这两人一眼，艰难地说：
“买了，买了。”

女儿点点头。
我们跟在那两人后面下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