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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地铁，我和女儿坐下了。旁
边是一对父子，五六岁模样的小男
孩。小男孩坐在我身旁。

没一会儿，小男孩就像个被开水
泡开的干黑木耳，动弹起来了，先是小
脚在动来动去，接着身子在左顾右盼
着，最后小脚突然一缩，连脚带鞋地踩
在了座椅上。我一惊，看看小男孩的
父亲，在玩手机，他没注意到吗？

小男孩的脚肆意地踩着，甚至
踩到了我身边的座椅。我终于没再
忍住，说：“小朋友，能不能把脚放下
来。”我的声音低沉，尽量保持舒缓
而又不失威严，甚至还瞪了小男孩
一眼。

小男孩是被震了一下吧？脚瞬时
就放了下来。

我侧眼望去，小男孩的父亲是无
动于衷的，这边发生的这个小小插曲，
他是没看到？或者说他完全不想理
会。我其实也做好了回应的预案，但
一切风平浪静。

小男孩规矩了一会儿，又踏上了
座椅。小男孩的父亲显然也看到了，
但还是没有任何的表示。不过，这回
小男孩是注意了些，尽可能地把脚放
在他坐的地方，时不时地还看我一
眼。我想想他也没再踩到我这边，就
没有再说什么。

小男孩去抓父亲的手机，说：“爸
爸，还没到吗？还没到吗？”

“没呢，没呢，快了，累了吧？”小男
孩的父亲像是有几分歉疚感。小男孩
扑上了父亲的身子，抱住父亲，小脚这
下还踩到了我的裤子上。

如果争执起来，理还是在我这边
的。我正想开口，小男孩的父亲倒说
话了：“快，快和叔叔说对不起……”小
男孩马上说了。这倒是我没料到的，
反而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小男孩的父亲又说：“实在不好意
思啊，我们从凌晨出发，坐了一天多的
火车，小朋友实在是坐得太累了……”

“哦，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
倒有些不会说话了，又突然想起来了，

“其实小朋友完全可以脱掉鞋，再站在
座椅上……”

小男孩的鞋子脱掉了，一双穿着
袜子的小小脚丫很放松地放在了座椅
上。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我知道
女儿一双大眼睛一直在看着这一切。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妈妈躺平了，爸爸怎么办（五）

◎丁兆梅

经过我大量的前期铺垫工
作，儿子终于向我敞开了心扉，从
学习讲到生活，包括带妹妹的
事。他进行场景还原，讲妹妹耍
小脾气时他绞尽脑汁既哄她又治
她，各种摆事实讲道理，包括以退
为进教她把字写好看，告诉她鬼
画符会严重影响作文分数……我
边笑边说干得好，斗智斗勇中都
是对妹妹的爱护，心想老婆无需
再杞人忧天了，这小子以后发展
差不到哪里去，起码能胜过我。
我像他这个年龄时还没有进化
好，根本没有他这么文明周到。
真的，至今老家长辈都会当笑话
提我的当年“勇”，说那时连家里
的大黄狗都嫌弃我，一听到动静
就赶紧夹着尾巴躲得远远的。

斗转星移，老家如今是大黄
狗的孙辈小黄狗、小花狗的地盘
了。它们听觉灵敏，大老远就摇
头摆尾跑过来迎接我俩。儿子比
狗子还会卖萌撒欢，逗着俩狗绕
着自行车转圈圈，一会儿就人狗
都直喘大气儿，儿子大汗淋漓，却
笑得格外欢畅。

玩过闹过，时间也才上午九点
多，因为事先没有通报，所以我父母
此刻并不在家，而是在梨园里忙
活。我老家是蔬菜瓜果种植区，父
母近几年承包着几十亩梨园，正是
第一批果实成熟的时候，雇佣了十
几个工人来帮忙，他俩既要指挥采
摘，又要过磅和算账，忙得热火朝
天。孙子突然出现在眼前时，老两
口喜出望外，丢下手头的事情，围着
孙子问这问那。

之前，父母会定期到城里帮我
们收拾打扫或接送孩子，看孙子孙
女成天从这个培训班到那个培训
班，心疼他们小小年纪学得太多、缺
少自由，偷偷跟我抱怨说养儿如种
树，得遵循自然规律，不能天天浇水
施肥剪枝，也不能生长过密，更不能
指望梨树结西瓜，得有耐心，得让树
有足够的生长空间，才能结出好果
实……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奈何现
在的风气就是使劲鸡娃，我一时半
会儿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除了叹
气外，就是好好经营果园，还放话
说：只要懂技术，将来自己的孙子回
老家，也能过得不错。

父母种植果蔬很多年，收益还
行，城里的房子当初就是他们全款
买的。之前每次回老家，儿子都兴
奋得满园子跑闹，这次也不例外。
不过他没有搞破坏，而是直接上手
去采摘，有模有样的，快顶得上一个
劳力了。父母说天热太阳毒，一个
劲催促他回家进屋吹空调。儿子一
把将爷爷头上的草帽摘过来套在自
己头上，专挑一等一的大果子摘，很
快就采了小半筐。

我仔细打量了下，这小子身高跟
我差不多了，够不着的他就踮起脚，
还小心避让开旁边的枝条，一副一时
半会儿停不下来的架势。我也拿个
筐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开始采摘。
都说劳动最光荣，我已经很久没有这
样劳动了，真正动手后感觉特别踏
实，采满一筐后，内心的成就感和筐
子一样的满，忍不住拍了个摘梨的镜
头发给老婆。

女儿看到了，非要跟我们视频连
线，镜头里的她穿着芭蕾舞服装原地
跳着喊着她也要来摘梨，要跟哥哥比
赛，看谁摘得又多又快。（本栏目由江
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

◎长丰

当小男孩
踩上了座椅

我家麦奇马上就2岁9个月
了，但依然是个小饭渣。

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都没
有完整吃过一顿饭，这可愁坏了
我这个老母亲。挑食，饭量又
小。每次他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
耍的时候，远远望去，麦奇都是最
瘦小的那一个。

不爱吃菜，我就把菜和面粉
搅拌在一起摊菜饼；不爱吃肉，我
就把肉做成肉丸子，或者把菜和
肉放在一起包饺子。饭后再带麦
奇去小区的游乐场上疯跑。一
段时间下来，感觉效果也不尽如
人意。

病急乱投医，我开始疯狂在

网上搜索解决办法，得到的信息零
零散散，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无意中，我翻到一本书《肚子里
的小人儿》。我和麦奇每天晚上睡
觉之前都会进行亲子阅读。

“妈妈，我的肚子里也有一个小
人儿吗？”麦奇很好奇。

“对啊，宝贝，每个人的肚子里
都住着一个小人儿呀，在你的肚子
里住着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小
人，他呀……和你吃一样的饭。可
是，你要总是挑食不吃饭，小人儿吃
不饱就会生气乱闹腾；如果你不挑
食，什么都好好吃，小人儿就会心情
好、长得壮。”

“真的吗，妈妈？”麦奇问。

“是啊，有时你的肚子不是有
‘咕咕’声，就是他饿了在叫。所以，
你想要你肚子里的小人儿难过还是
开心呢？”

“妈妈，我想让我肚子里的小人
儿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麦奇好一会
儿才回答道。

第二天，麦奇坐在餐椅上等着我
端早饭时，我故意说：“宝贝，你先看
会儿书吧，妈妈马上就把饭饭做好
了。”我把《肚子里小人儿》放到了麦
奇的眼前，其实是想提醒他一下。麦
奇竟乖乖地把早饭吃干净了。

麦奇惦记着肚子里的小人儿，不
那么挑食了，但彻底改变饭渣的道路
充满险阻且漫长，我们还要探索。

◎郝爽

“饭渣”改造记

——一个心理咨询师听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