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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和谐、温馨，进入老年社会
的中国老人们沐浴着来自方方面
面的温暖，晚年充满着和煦的阳
光。我的耄耋双亲的“三添”就
是一个见证。
一曰“添寿”。迈入丁亥年，父

亲高寿 !"，母亲 !#。如此健在的高
龄夫妇，不仅在父亲陈姓、母亲吴
姓门氏中首屈一指，即使在他们居
住的里弄里也找不出第二对。周围
人们对两老关怀备至。政府每月发
给他们 #$$元，用于雇钟点工；逢
年过节，居委会干部不时上门慰
问，送来年货；每周一，社区医院医
生来家为两老体检配药，有时，还

代表医院送上可口和实用的物品；
风和日丽之日，母亲经常拄着拐杖
到里弄门房口与人聊天。熟悉的邻
居路过主动与她招呼：“阿婆，你好%

你要买什么，我给你捎带。”过不久，
鱼肉和蔬菜就塞满母亲的双手，待
钟点工上班时搀扶老人家上楼。

说到钟点工小赵，母亲赞不绝
口。除买洗烧和料理家务外，她还为
父亲编织绒线帽和裁制睡裤。小赵
善于烹饪，经常在家烧了美味佳肴
拿来让父母品尝。一次，父亲病了，
恰巧子女当时不在场，小赵二话不
说，就陪伴父亲上医院吊针，宛如对
待自家的亲人，令人感叹不已。

二曰“添丁”。我家四代同堂，
人丁兴旺。父母所生的 &个子女，
也许是继承了双亲的健康基因，个
个身体无大碍。大部分已退休，个
别还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第三
代 '(个“太保”中的 '#人正在各
个领域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第四代作为祖国的未来分别在国
内外奋发学习，力争成为国家的栋
梁之材。近期，大弟的女儿即将生
育。这样，双亲名下的人丁将突破
"$大关。亲戚们都说：“两老如此
健康，活过 '$$岁不成问题。陈家
门五世其昌的美景指日可待了。”
三曰“添财”。双亲解放初期都

系企业的职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退休后领取退休金。政府对耄耋老
职工尤为照顾。每次国家调整职工
退休金，差不多都有他俩的份。逢年
过节，国家额外给他们各 '"$元。如
今，他们每人每月的退休金 '$$$余
元。父亲向我算了一笔账：“自 '!!$

年迄今，国家共支付他俩退休金逾
($万元。每月 #$$$余元收入除必
要的开销外尚可节余数百元。在医
疗方面，两人享受医保待遇。国家每
年给每人的 !$$余元的医疗费也够
花了。”母亲坦陈：“解放前，家中 '&

人吃饭，只能举债度日。今天的日子
甜如蜜，且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外孙骏骏在居家附近的一所
幼儿园读中班。平时吃住在我这
里，双休日则由其父母领回家。
外孙人小但“老茄”，是个小

大人。
一日，老伴无意中讲了一句粗

话，骏骏听后鹦鹉学舌也说了一
句。我忙喝住他：“不可以骂人%”小
家伙连忙分辩：“是外婆骂的。”我
对他讲：“外婆是大人，骏骏是小
人，不好骂的。”骏骏不买账，反问
我：“小人不可以骂人，介末)那末*

大人可以骂的？”一句话把我问住。

小人不可以骂人，大人就可以骂
人，谁规定的？我不能强词夺理，只
得同他说：“小人不可以骂人，大人
也不能骂人，侬晓得哦+”骏骏点了
点头对我说：“我知道了。”

老伴拿了根上个月小女儿买
来的脆麻花到房间里边看电视边
吃。骏骏也拿了根脆麻花欲进房
间。我忙阻止他，要他在灶披间,厨
房*里吃。骏骏不肯，讲外婆怎么可
以在房间里吃。我对他讲：“外婆是
大人，吃东西会当心的。侬是小人，
吃东西落在地板上，会引蚂蚁的。”

骏骏表示他会当心的，不会落在地
板上的，并当面出外婆的丑：“外婆
当中牙齿呒没，上次吃蟹落脱的，
伊吃东西容易漏下来。”我无计可
施，总不能叫老伴也去厨房吃。只
好叮嘱骏骏“当心点”。
骏骏坐在我旁边，我同他讲话

时习惯配合手势。不慎手指碰到了
他小脸。我忙用手抚摸问他痛否。
他摇摇头说不痛。我仔细检查，小
脸是否划破，有无指痕。谢天谢地，
没什么，我暗自庆幸。奇怪的是小
家伙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不言不

语。我不解，问他做啥。谁知他对着
我说：“还不说声对不起。”原来骏
骏是等着我向他赔礼道歉。有错必
纠。我一本正经对他讲：“骏骏，对
不起。”小家伙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有人说，家长是儿童成长的第

一个老师。我们的一举一动、一
言一行，小朋友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会学样会模仿。我们不
能像老人家曾批评的那样，对人
家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要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以
身作则，做出榜样来。

单位里忙得不可
开交，还要进修，所以
就是回到家里也是忙
得没了时间。岳母和
我们住在一起，但几乎只要我们
白天在家的时候，岳母总是会出
去购物，而且一定会打个电话回
来问：“上次你们喜欢的瓜子吃完
了吗？要不我再买点回来，今天的
桂花糕也不错哎！要不要再买些
别的东西？”之类。
看着妻子总是积极响应的样

子，我忍不住说：“你妈成了购物
狂了，你看我们家的东西都是她
去买的，年纪这么大了可别累着
她了！”妻子笑道：“是啊，上次的
瓜子还没时间吃，她又买了！不过
你别管她，有些事她懂，你不懂，
就像有些事穷人明白，富人不会
明白；有些事病人明白，健康人不
会明白一样，她有她的道理，反正
你我也没时间去逛街购物。”
岳母购物门槛之精，是不懂得杀价的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哪怕为一毛钱，她也
会很有耐心地跟人家砍上十几分钟！而且
她会万无一失地挑选出商品中较好的那一
件！但正因如此，我也最怕陪岳母一起购
物。不过和我们小两口相比，岳母购物节省
下来的钱，还是略多于吃不完扔掉浪费的
钱。我甚至有时会这样想象：岳母每次被营
业员们围着转，倒也是挺神气的。
不过也不是都是如此的，有一次她去

买蛋糕，之前就听说那里有一个讨厌老年
人的营业员。那天见她买好了东西还不肯
离去，果然真的有点不耐烦起来，大声问
她：“你怎么还不走？”岳母却不紧不慢地对
他道：“你看年纪大了，总免不得招人厌，不
幸的是：我发现这个蛋糕早就过了它应有
的年龄，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你说！”原
来递给她的正巧是一个过期的蛋糕！一下
子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每当岳母提着她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回

来时，常会这样说：“我知道你们怕我累着
了，其实你们不知道，这可是最好的养生之
道哎！”就这样，她包下了家里所有的采购
任务，而且还会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记下
她每天的“购物日志”。
前几天岳母病了，有几个老邻居来家

里看望她，妻子只好丢下录音机里正在进
修的功课，自己去买菜了。等邻居们走了，
重新打开录音机才发现，刚才想要倒带的
却按错了录音键，录下了老邻居们和岳母
的对话。老邻居们聊的都是他们的日常生
活，有人说：“年纪大了总离不开病痛，医院
几乎成了我们几个老熟人天天相会的场
所，前几天在挂号处没见到常来的老张，问
他隔壁的老王，老王说：‘老张今天身体不
好，所以没能来！’”大家都笑了，说：“身体
不好反而不去医院了？”接下来是岳母的声
音：“是啊，其实年纪大了，生点病不算苦，
没钱也不算苦，最苦的是孤独！要不是我一
直在和那些营业员搞脑子，说不定早就得
抑郁症，或者老年痴呆症了！”

一大早，儿子醒
后，就窝在被筒里玩
游戏机。

早饭快好了，叫
他起来。他磨蹭半天，
起来，坐到客厅的沙
发上，还在“打！打！打
死你！打死你！”地大
叫。

我从厨房出来，
看到大冷的天，这小
子还光着脚，线裤外
面的裤子也没穿；老
婆在阳台上搭衣服，
肯定没注意儿子衣服
没穿完就从被窝里爬
出来。我催儿子赶快
把衣服穿上，他嘴里
“好！好！”却没一点起

身的意思。我声音提高了八度：
“快点把袜子、裤子穿上！”

他翻我一眼，很不情愿地起
来，朝卧室走去。
没一会儿，就听他在卧室里

号啕起来：“坏爸爸！坏爸爸！叫我
穿衣服！我死了！死了！”肯定又
是游戏没有过关，他所选的一方
被对方击倒在地，不起。
在以前，我肯定会大声呵斥

他几句的。这次，忍了，不是因
为新年忌讳，而是因为前段时间
看的一篇文章。那文章有两个要
点：其一，女人比男人长寿，是
因为她们有痛苦，就通过哭泣发
泄；而男人则憋着、憋着，把命
憋短了。其二，小的时候，受了
委屈，男孩子哭，女孩子不哭；
大了，男孩子被教育得不哭了，
女孩子却放肆地哭起来。
前段时间，课上口语练习部

分，和学生讨论“幸福因素”的话
题。一个女生说，她情绪低落的
时候，就找个悲情的韩剧，约几
个女生一起看，边看边哭。看完
了，哭够了，想想剧里的人，命运
那么悲惨，而自己比她或她们命
好多了，心情就多云转晴了。这
般看来，那文章说的，或许有些
道理。于是，对儿子的哭，权当没
听见，任由他扯着嗓子号啕。
就是由着他哭，他还能哭几

年？

亚，'- 岁的高一男生，与
人交谈就会紧张，不敢看别人的
眼睛，在学校里从来不敢主动向
老师提问。同时性情暴躁，常常
为一些事情跟同学打架。痴迷网
络，在家里与父亲关系紧张，动
不动就对父亲发脾气。

儿子的痛苦

“我上小学前，经常被关在家
里不许出门，爸爸说出去不安全。
父亲还经常打我。记得上小学一
年级时，我作业没写完就跑出去
和小朋友玩。父亲发现了，气势汹
汹冲过来揪住我就打。我吓得心
惊胆战。父亲经常谩骂、威吓、讽
刺我。我成绩不好，他逼我做练
习，做错了就打。大冬天把我从被
窝里揪出来，让我穿着单衣站在
门外。我从小很怕父亲。怕他打
我，但我从来不哭。为了蒙混过
关，我就常常说谎。有一次老师表
扬了我，我当时很开心，回来告诉
他。父亲讥笑说，老师只不过是哄
哄你，你就当真了？从此以后，我
再也不相信自己。现在，父亲有时
说我这好那好，我觉得都是假的。
在学校里，我从来不会跟同学心
平气和地说话。谁惹我就发火，
常常打骂弱小的同学。但同时我
又很自卑，胆小，不敢主动跟别
人交谈，怕看别人的眼睛，学习
上有问题也不敢问老师。现在我
长大了，父亲不再打我了，我心
里还是有些怕他。”

父亲的困惑

“我自己是个工人，没有机会
读书，一心指望儿子能争气。可他
成绩常常不及格。我不管又不行。
也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但我也
是尽了我的心希望他能学好啊。
没想到现在他成了这样。现在他
在家里动不动就发脾气，出口伤
人。我真是伤心啊。”

咨询师的话

孩子与父母之间玩的是一场
教育游戏和成长游戏。游戏的规
则本来是父母先来确定的，在玩
的过程中，孩子先是遵守规则，制
定相应的参与策略，获得相对应
的参与效果，继而质疑规则，躲避
规则，最终挑战规则。这个过程的
渐变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中。
很多父母相信：棍棒出孝子，

不打不成材。想通过体罚起到精神
威慑的作用，但这样会在孩子的心
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伤害到
孩子的心灵。恐吓产生恐惧，恐惧
则阻碍孩子正常的判断和做事。处
于恐惧状态的孩子一心想着要逃
遁，会失去天真，率直，渐渐变得麻
木，失去信心。变得怯懦，自卑，紧
张，不安。但同时他又在无意识中
向强制粗暴的父母认同，希望自己
变得像父亲一样强大，也用强制粗
暴的方式对待别人。由于自己没有
体会过被尊重被理解的感受，也不
知道怎样尊重别人。孩子会变得迟

钝，疲倦，自卑，和强烈的攻击性。
所以亚到了青春期以后执拗地反
抗父亲。父子的冲突非常激烈而导
致关系紧张。他在家中不再只是一
个被管制的对象，他开始反抗父母
的高压。但同时，童年的成长模式
深深地影响着他，塑造着他的个
性。目前他自卑，恐惧交往，不敢看
别人的眼睛，这都与童年的阴影有
关。在无意识深处，他依然恐惧父
亲可怕的眼神。所以，粗暴、强制的
教养方式，无形中给孩子的成长制
造了障碍。为了摆脱这一障碍，孩
子无论从行动上还是从情感上都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父母在游戏中发挥着自己的

作用。在家庭游戏中，每一个人都
根据自己的身份寻找着自己的角
色。所有成员都共同参与，构成了
各具特色的家庭文化。而家庭文化
的好坏，一般都是由家庭的核心：
父母的行为来决定的。 而孩子
跟父母的关系是他一生中最早的
人际交往，决定了他以后人际交往
的基本模式。父母要做孩子心灵的
守护者。孩子信赖父母，同时也渴
望父母的信赖。父母要根据孩子的
成长阶段适时地调整角色，转换角
色，以尊重和理解的心态给予孩子
一个成长的天空，允许孩子尝试失
败，尝试挫折，不再以爱的名义束
缚孩子的成长。
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

庄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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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搬新家的时候，我死缠硬磨
地让妈妈给我买了一套带高架床的儿童家
具。所谓的高架床就是下面是书桌，上面是
床铺，旁边还有一排带抽屉的楼梯，通过这
个楼梯走到上面的床铺，感觉就像到楼上
去一样，我开心极了。

刚买来的时候，我一有空就去爬楼
梯，不仅在楼梯上爬，还变着法子从横档
上爬。我还邀请同学来家里玩，大家都喜
欢爬我的高架床，夸我的高架床，这更让
我感到神气和自豪了。

渐渐地天气开始转凉了，我对高架
床的热情也由热变冷了。我发现它有一
大堆的不是。比如，床铺高高在上，四
周没有一点可以搁东西的地方，需要一
杯茶、一本书也得跑上跑下；更要命的
是，有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迷迷糊糊
一脚踩空，摔了鼻青眼肿……

于是，我开始想念，十分十分地想
念，我从前睡的那张紧挨在妈妈身边的小
床了！

耄耋双亲的“三添” ! 陈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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