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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典型普通爸爸（三）

◎丁兆梅

他们父女俩有意见归有意
见，话语权却神奇地落在我这
边。每每遇到事情时，小羊听谁
的？是我，是我，还是我。

这令老羊费解又无奈。酒肉
父女，忘恩负义，小人儿似乎不是
看上去那么好养。怎么办？

我的想法传统又超现代：
子女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子
女若如我，留钱做什么？成长
道路千万条，总有一款适合
她。自理自立，是重中之重，是
当务之急，是体现在各个细节
中的日常基本功。

家庭教育，不能只有爱，还要
有底线。它是科学，不是玄学，更
不是包办学。毕竟我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分离。

老羊不管。他的想法简单又
粗暴：反正我要把最好的东西都
给自家闺女。好吃的、好看的、好
玩的……只要你要，只要我有，都
给你，拿走不谢，看到你开心我就
快乐……直到一不小心沦为自家
闺女的大玩具。

好玩是好玩。但没有原则和
远见的好玩隐藏着很多危机，仔
细一想，根本没那好玩。

老羊将信将疑、摇摆不定，我
不容置疑、坚定不变。小羊观察
着大人的脸色，跟个墙头草似的
倒来倒去。大多情况下，她会嘎
嘣脆表态“妈妈说得对”；但每每

又当我说得兴起，直截了当地打抱
不平：看爸爸都不说话了……老羊
你是不是很郁闷？哎呀羊某某你可
太不容易了，我理解你，咱俩的处境
是一样一样的。

于是，老羊立刻高兴得像个孩
子，所有不快一扫而光，我说什么都
影响不了他半点了。

是的，只要小羊稍微给点颜色，
老羊的心情就成了大染坊。

十年前有回我们一家三口参加
朋友婚宴回家，等红绿灯时，小羊友
情提醒老羊：爸爸，爸爸，别看手机
了，抓紧时间看美女，回家就啥也看
不到了。

老羊乐不可支。闺女的体恤堪
比强心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这分明是一点点甜言蜜语，就
让我这三春晖黯然失色了。

小事如此，大事同样如此。
我曾经看中一套房子，觉得那

是改善当前素朴生活的极好跳板。
吹枕边风前后有小半年了，奈何老
羊一直装聋作哑。不表态就是最诚
实的表态。枕边风笃定没用，但我
又不想大发雌威去刮龙卷风，毕竟
欢喜事还是欢喜着做对头。于是这
事一直悬着，直到我跟小羊随口那
么一吐槽。

小羊示意我退场不讲，这事由
她出面就行。某周六晚她走到客厅
门口，对正在盘手机的老羊云淡风
轻地说：爸爸，明天我和妈妈一起去

看房子，你去不去？
老羊一声不吭。第二天早上我

自然醒过来后，发现车加满了油，热
水、点心已在后座放好，老羊作为司
机已殷勤询问小羊何时出发。这般
蓄势待发，当天事情就水到渠成给解
决了。老羊虽然当场爽快掏钱，但事
后有点意难平，又熬不住小声骂骂咧
咧，理由是投资房子不是最好途径，
不如投资孩子。

小羊就拍拍他肩头：羊某某啊，
挣钱就是花的。我跟你讲，这房子我
喜欢，你老婆更喜欢。你要是不买，
怕是连老婆也保不住了，那你就真的
惹大祸了。

老羊只好朝她笑，比哭还难看。
老羊常背地里抱怨，说小羊刻儿

人刻儿鬼的，这谁受得了！我认为他
纯属自讨苦。对，一切都是自找的。
他其实乐在其中，且并不想有任何改
变的实质行动。

思来想去，为什么父母会这么无
条件地爱着子女？哦，原来是在爱自
己。父母的爱，总是在不断超越庸常
并走向更强，高尚是笃定的，无私也
算无私，内驱力在哪里？我猜，可能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小宇宙；
自己与自己周旋久了，宁做自己；而
孩子，是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更
是未来的自己。

是一直充满希望活力和无限可
能性的那个自己。（本栏目由江苏省
海安高级中学供稿）

◎侯海霞

当好“引路人”

最近看到一则母亲教育4岁儿子
的视频。视频中，母亲带孩子去水果
店，孩子无聊，拿起水果刀玩，结果把
香蕉割坏了。母亲发现后，要求孩子
向店主道歉，并主动买下香蕉和一些
别的水果，表示歉意。在母亲看来，孩
子做错了，不能偏袒和纵容，要让他知
道自己的过错，并为过错买单。在评
论区，网友纷纷赞同这位母亲。

孩子犯错时，大人及时地指正和
正确引导尤为关键。

我们小区有个小男孩，长得虎头
虎脑，肩上时常斜挎着一个播放机，循
环往复地播放着英语课。他走到哪
里，播放器便高分贝地响到哪里，丝毫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在电梯里也是如
此，播放机一刻不停，狭小的空间将声
音数倍扩大，吵扰着同乘电梯的人。
大家露出不满的神色，陪同孩子的奶
奶不仅不提醒孩子调小音量，还引以
为豪，认为孙子聪明，小小年纪就能听
懂英语。这天社区服务中心通知大家
去办理某手续，小男孩跟着奶奶也去
了，播放机的声音几乎盖住了社区工
作人员的通知声。有人听不清，便提
醒孩子调小声音。没想到孩子不搭
理，奶奶更认为他是在欺负自家孩子，
恶语相向。旁观者中有人议论：“这家
大人不教孩子，将来社会会帮着教。
那时，这孩子要付的代价就大了。”从
那以后，我们小区谁见了这对祖孙俩，
都敬而远之。

家长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成长
来说至关重要。我还曾看过一则育儿
视频：孩子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碗。不
巧那是母亲最心爱的碗。父亲恰好看
到这一幕，他先关心孩子是否受伤，然
后又和孩子讨论：“妈妈回来发现碗碎
了会难过的，咱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弥
补呢？”孩子自己想出了办法：去买一
个同样的碗，弥补母亲。最后，父子俩
只找到类似的碗，但孩子依然得到了
母亲的原谅。

这对父母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
他们共同让孩子在这件令人遗憾的事
情中得到进步和成长。

人无完人，孰能无错？当孩子犯
错时，家长要做好孩子的引路人，让孩
子学会承担责任，用行动弥补过错。

下班到家，刚打开门，上小学
的女儿就扔下作业，一蹦一跳地
跑了过来，指着桌上的两枚她吃
剩的小蛋糕，说：“爸爸，这是我留
给你和妈妈的小蛋糕，你的这个，
还要吃吗？”我能看出女儿眼睛里
的期盼，就说：“不要吃啊，你想吃
你就吃吧。”女儿说：“好啊！”小手
抓过那枚小蛋糕，欢天喜地就进
去了。

一会儿工夫，女儿又出来了，
说：“爸爸，你觉得妈妈要吃这块
小蛋糕吗？”我说：“她呀——估计

也不要吃吧。你要吃就拿去吃吧。”
女儿说：“好啊！”小手又抓过最后一
枚小蛋糕，欢天喜地又进去了。

当时因为忙碌，也没想许多。
看着女儿欢欣鼓舞的样儿，我的心
头也是多了一丝满足。是我和老婆
真的都不喜欢吃这小蛋糕吗？当然
不是了，在女儿喜欢吃的前提下，所
有的吃的都可以是她的。

晚上，快睡觉时，我想到了这个
问题，当然，也想到了在下班路上母
亲打来的电话。在嘈杂的挤满人的
下班地铁里，母亲说：“下下个周末

你们回来，我给你们买了一条羊腿，
刚好你们一起带过去。”“大肠你们要
不要？我让你爸去买，一定弄得干净
些。”“鸡要不要杀一只？家里散养的
鸡好吃，虽然还下着蛋，但估计也快
不下了。”“还有……”在母亲兴致勃
勃地述说的同时，我有些不耐烦，也
许是周围环境的影响，我说：“好的，
好的，不是还早吗？不着急的，先这
样吧，我在地铁上，人太多了……”我
挂了电话。

现在，对着这关掉灯的漆黑的
夜，我突然有些伤感。

◎如风

都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