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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关小猪的故事

/亲子

最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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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二年前，猪年的前夕。
八岁的贝贝来到外婆家串门，她是外

婆家的常客。她一眼就发现外婆家多了个
鲜红色的小猪储蓄罐。好可爱的小猪哦，圆
滚滚的身子，短小的四肢，卷卷的细尾巴。
最好玩的是噘着个长嘴，一双黑眼珠朝你
瞪着。小姑娘爱到不行，抱着搂着小猪问外
婆：“外婆，给我的吧？”
“人家给小阿姨的礼物，不知是不是给

你的。”
当然，不用说，外婆家的生肖玩偶啊，

绒毛玩具啊等等，最终都是给贝贝的。其
实，外婆只是在吊吊小姑娘的胃口。
“小阿姨是大人了，还喜欢这个？”

“大人，就不该有喜欢的东西了？”
贝贝无语，只是把小猪罐搂得更紧。
“那我回去了，晚上你帮我问问，这是

不是给我的。”临走，她吻了吻小猪的长嘴，
那一吻，又情深意长。
晚上，小阿姨敲开了贝贝家的门。门开

处，那只鲜红硕大的小猪入了小姑娘的眼：
小阿姨送小猪来喽！

小阿姨不像往常那样把玩具往外甥女
手里一塞，就去跟妈妈聊天，而是对贝贝
说：“这只小猪借给你玩一个月，一个月后
要归还的哦。”

贝贝捧着小猪傻了，借给我玩一个月？
过去不都是给我的吗？“你是大人了，还喜
欢这玩意儿？”她把先前的话又郑重地重复
了一遍，神情沮丧。
“怎么样，贝贝？不愿意，我就拿回去

了。”小阿姨问。
“那好吧。”贝贝慢吞吞不情愿地应了

声，但还是搂着小红猪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着就是一大一小的“拉钩上吊一百
年不变”，不过，贝贝的声音里缺少了往日
的欢快。
时间倏忽，一个月已到。贝贝捧着小红

猪如约进了外婆家的门：“小猪还给阿姨。”
还破天荒地又加了声“谢谢。”

外婆跟小阿姨互相对了对眼色，告诉
贝贝，一个月的期限就是用来考验考验她
的，既然贝贝能守约了，就再拿回去吧，小
猪就永远属于贝贝了。

贝贝把小猪放到长桌上，让它与其他
的小玩偶排成一行。“不，妈妈说，答应的
话，决不能反悔。”于是她与小猪挥挥手：
“再见，小猪，我会一直来看你的！”

这只小猪，在外婆家一住就是十二年！
又到猪年！十二年，贝贝长成了大姑

娘，小猪则见证了贝贝的成长：诚实守信，
体谅他人！

! ! ! !生第一胎前! 我和松爸经常憧憬孩子

是男是女! 那时我从心底里想要个男孩!

理由很简单也很坦率"""作为女性! 我很

明确地知道一个女孩儿是如何长大的! 所

以我特别好奇一个男孩的成长史#

我如愿以偿! 并正在焦头烂额地经历

着一个男孩的成长史# 怀了二胎后! 我打

心眼里想要个女孩儿$$老天眷顾! 我真

的有了个女孩儿# 渐渐地! 我发现! 养女

孩儿的感觉! 其实比养男孩更奇妙"""

女儿特别嗲! 每天早上醒

来! 榕就会把头凑到我枕边! 撒

娇地在我脸颊蹭蹭! 并故意发着

长长% 扁扁的拖音喊我&'!"#$

!"#$$(而哥哥的亲热方式! 是扑

过来! 猛地抱住我的腰! 或者从

后面一下蹿到我背上! 无数次差

点把我这老骨头拆散架#

女儿特别贴心! 每天我一进

门! 她就会把我的拖鞋拿过来!

放在脚边) 我脱下外套! 她会立

刻跑去给我拿睡衣) 她先起床出

卧室! 会踮起脚尖! 帮我把房门

带上! 还会叮嘱我& '妈妈! 再睡

一会儿#( 而哥哥! 每次我想小

睡一会儿! 都会听到他的脚步声

在走廊里踢踢踏! 踏踏踢! 或者

无法抑制地哈哈大笑#

女儿特别善于转圜# 七岁的

哥哥! 正值第二个叛逆期! 受到

批评后! 经常是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 脖子一梗向天!噘着嘴嚷嚷&

'我再也不爱这个家了!我想换一

个家# (一般只能对他冷处理! 等

他自己想明白了前因后果! 大家

假装啥事也没有发生过# 妹妹

呢! 每次受了批评! 先是张开小嘴扯着嗓

子大哭! 边哭边偷偷瞟你! 虚张声势得格

外明显# 哭完! 就靠过来! 软软依偎到你

怀里&'妈妈喜欢妹妹!妹妹是妈妈的心肝宝

贝("""不用冷处理!人家自己把自己给热

处理了! 不仅撇得干干净净! 还要蹭点好#

哥哥与妹妹的迥然不同! 固然和年龄

有关! 幼崽儿总是更软萌! 更惹人怜惜一

些# 他俩虽然示爱方式各异! 但我都一样

喜欢# 但有一样! 是之前养哥哥时完全没

有的体验"""我一次又一次! 从妹妹身上

看到了幼时的自己! 从而还原出我爹妈当

初养我的图景#

曾经我也像榕榕这样!喜欢妈妈身上特

别的香气!喜欢偷偷抹妈妈的护肤品# 每次

看到我穿裙子! 榕榕都会嘟着小嘴说& 妈

妈好漂亮$$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 憧憬

着哪一天也能像妈妈那样! 穿上那件细腰

大摆的花裙子! 再踩上高跟鞋! 飘然而行#

回娘家! 我瘫软在沙发上装死! 听着

我爹带榕榕玩! 一会儿给她讲故事! 一会

儿陪她钓鱼# 听到我爹感叹&'哎呀! 你妈

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了$$(我觉得我爹在

重温当初我承欢膝下的场景! 而我也可以

穿越回去! 看看当初的我#

更奇妙的是! 养了个女儿! 就像养了

个闺蜜"""

我妈最近睡眠不好! 每天会吃十颗桂

圆干助眠# 这种好事! 怎么能少得了榕榕

的掺和# 每天松爸去接松的空当! 我妈就

会招呼榕榕&'吃桂圆了!去拿* (榕屁颠屁颠

把袋子拎过来! 给外婆抓三把! 自己定量

两颗! 妈妈定量四颗# 一家三个女人! 围

坐在餐桌旁边# 那场景让我突然就想笑#

每次带妈妈%榕榕出去玩也是!三个女

人一边闲逛着各种小物商店!一边时不时停

下来凑近自拍! 拗各种姿势"""如果带着

松!他早就把你嫌弃到五百米之外) 只有带

着榕! 才能实现这种 '娘们儿( 的氛围#

有了女儿! 我常常会不自觉将两种相

处模式进行对照"""我和妈妈的相处! 榕

榕和我的相处# 也会时不时遐想! 等我老

了! 和榕榕是不是像我和妈妈现在这样!

有时候拌嘴互不理睬! 有时勾肩搭背蜜里

调油#

遐想着! 再过一些年! 就是榕榕买护

手霜% 护足霜给我用了# 妈妈和女儿! 一

代又一代! 是母女! 也是闺蜜! 就这样流

淌过岁月的河#

! ! ! !最近带女儿去旅行，在一个满是孩子
的营地，主持人问，谁愿意上台来跳舞？台
下一群孩子高高举着手：“我来我来。”女儿
往我身后躲了躲。招到领舞者之后，主持人
又邀请台下的小朋友一起跳。她又往我身
边挤，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跳！”
我很纳闷：为什么不上去呢？大家都是

乱跳的呀。那些金发的、黑发的小姑娘，扭
得手脚乱晃，跳得哈哈大笑。可我旁边的这
个小姑娘，尽管脚尖点着节拍，身体却稳
稳黏在凳子上，唯恐被人“拐”到台上去。

最近这一两年，我时不时地会觉得孩
子有些拘谨、放不开。有一次，我问学校
里的老师，她是不是有点胆小。没想到老
师却说，挺好啊，平时发言声音很响亮，
做值日班长时也很大声。老师加上一句：
“妈妈，你太焦虑了。”

哦……是焦虑啊！
焦虑这个词，现在一定是育儿字典中

排名前十的高频词。在中国的家长群中，
焦虑几乎无处不在。

孩子刚出生，家长焦虑，你家喝什么
奶粉，奶粉哪里买？

孩子牙牙学语了，家长焦虑，上早教
班吗？要提前学些什么？

然后，上哪家幼儿园，什么小学？作
业做到几点？课外补习哪里上？寒暑假要
不要参加冬令营夏令营……

每个问题，都能让家长（主要是妈妈）
彻夜难眠。

还记得女儿 !岁之前，我觉得自己很
少因为孩子而焦虑。那时，作为新手妈妈，

我买了一堆书，用知识武装自己。怎么喂
养，哪个阶段买什么玩具，参加什么运动，
统统按书来。就像打游戏先找攻略，纵然不
能得高分，平均分总会有的。

但 !岁就像个分水岭，我也像马拉松
跑到第一个补给站，突然迷了路。生理意
义的育儿指导越来越少，而社会学意义的
育儿又是五花八门的。有主张佛系无为
的，有主张严格虎妈的。各有各的道理，
且都有成功例证。而育儿这件事无奈的
是，人生的所有选择中，不能更改的唯有
时间。妈妈们害怕，自己做了错误的选
择，从而耽误孩子的学习、浪费孩子的天
分，使他们本来可以 "#$分的人生，最后
只得了七八十分。更别说，这个时候还有
隔壁王家大妞的妈妈朋友圈里晒孩子十级
的钢琴技巧；邻居小李儿子期末考得了全
优……桩桩件件，都让妈妈们更焦虑。

最近有一本颇走红的书 《我是个妈
妈，我要个铂金包》。书中描述纽约上东
区妈妈们在入学、教育方面的焦虑。按书
中的描述，焦虑主要来自于攀比。这在某
种程度上是对的。

我们这些妈妈，过往的人生，都在他
人的指导下进行。突然，我们被赋予了指
导他人的使命，战战兢兢，唯有向外求
援。而外界的信息纷繁芜杂，其他孩子的
成绩，还会反衬自己的“失败”。所以，
我们因害怕而焦虑，因攀比而焦虑升级。

前几天看到心理学家陈默的一段话，
她说———“你家孩子学习成绩好，你要爱
他，爱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学生，而是因

为他就是你的孩子；你家孩子学习成绩不
太好，你要更爱他，社会成就不够，更要
靠家庭温暖；你家孩子是个脑瘫，你要极
度宝贝他———这才是为人父母。”

孩子小的时候，有时我看着她圆圆的
红脸蛋，心里总是想着，要让她一辈子快
乐。而渐渐地，我会要求越来越高，希望
她各方面都好。

可反过来想，那些事情又有什么大不
了呢？不跳舞，不能让我“有面子”，又
怎么样；考试没有 "$$分，没法“炫耀”，
也没关系。孩子在成长，她的每一天，都
比前一天更懂事。这就够了。

当我们焦虑的时候，不如想想 !岁以
前他们的模样，想想孩子初来人世时，内
心的喜悦。
因为，自己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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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跟孩子相关的一切焦虑都称为亲

子焦虑# 在一份+中国亲子教育现状调

查,的报告中!有 %&'左右的家长承认

自己有过焦虑情绪!其中近 ()'有中度

焦虑#为了培养所谓'优秀(的孩子! 对

孩子进行高压控制! 最后却以牺牲亲

情为代价! 一个对你封闭了内心的孩

子! 即使再 '优秀(! 又有什么意义#

如何缓解亲子焦虑-欢迎读者参与

讨论# 邮件请寄&*+!",-./!*0123!1

2, 注明&亲子话题

亲话题

焦虑，现在一定是育
儿词典中排名前十的高频
词。其实，当我们焦虑时，
不如想想孩子 3岁以前的
模样，想想他们初来人世
时，我们内心的喜悦。

贝贝长成大姑娘了，小
猪则见证了贝贝的成长：诚
实守信，体谅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