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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條”家長孩子角色互換
“的視頻火了。

視頻裡，這個福州小學生用家長語
氣狂懟父母：

“爸爸，今天2號了，你的工資條
呢？還沒發，昨天小悅阿姨就到賬了！

怎麼扣這麼多！
哎呀，每一項都是我反復提醒過

的。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自己去
看一下你的朋友圈。都是上班時候發的
動態。

我要是你的老闆。扣，扣光，開
除。你說我每天做這麼多作業，有空就
看課外書，週末還上那麼多興趣班。我
瘋了嗎？

你說我是為了誰。
你出去瞭解一下市面上的小孩，有

我那麼努力的嗎？
我有要求你當大老闆嗎？沒有！
我有要求你當巨星嗎？也沒有！
只是上個班而已，你連這個都做不

好。我的要求很過分嗎？你每天無牽無
掛出門，還不是因為我愛學習，會讀
書。

你去打聽一下我們班韓梅梅的家
長，工資是他們公司最高的，每個月拿
滿勤獎，優秀員工、勞模、先進工作
者，你呢，平時也不跟我溝通單位的
事。我看你退休以後怎麼辦？

到時候，人家的家長，都去市重點
老人活動中心，有空調的棋牌室裡，鬥
地主，要不就去市重點公園跳廣場舞，
你搞不好連退管會都進不去。

我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要是再接
到你老闆的投訴電話，你班也不用上
了，我書也不要讀了，大家一起在家裡
喝西北風！“

我當時聽完這段視頻，第一反應
是，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父母要求孩子
的版本嗎？

父母總是說：
你看我每天上班，你只需要學習就

可以，你說我辛辛苦苦工作為了什麼？
你看別人家的孩子考試第一、北大

清華，我有要求你這樣嗎？
讓你上個學而已，還考的那麼差。

你打聽一下別人家
的孩子有多出色、多優
秀，你呢你呢你呢！

再這樣下去，以後
找不到工作，沒人要
你，孤獨終老，我們死
了就你一個人，誰也不
管你。

許多時候，人與人
之間，換個位置才發
現：你口口聲聲的為了
孩子好，到底是真的為
了孩子好，還是為了自
己的體面；

當我們站在孩子的
視角審視自己的時候，
其實不妨多問問自己：
如果孩子很努力，卻沒
有那麼好；是不是跟自
己很努力，卻沒有那麼
優秀，其實是一樣的。

曾經聽到一個廣播
裡的主持人，講一個故
事：

一 個 母 親 ， 對 她
說：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上清華北大，
如果上不了，她的人生就完蛋了！現在
不努力，以後該怎麼辦呢？

主持人反問說：那你自己怎麼不去
考清華北大。

那個母親說，不能啊，我這多大年
紀了。

主持人又說，你努力三年，也可以
啊。怎麼不能呢！你努力一下就可以
了。

那個母親沒有再說下去。
聽上去是不是特別像一個笑話。
清華北大，當然是每個平凡父母心

中的夢想。誰沒有呢？反正我小時候的
夢想也是清華北大，我也覺得自己可以
考上。

然而，現實就是很打臉的，年歲越
長越知道，無論怎麼努力，也不是一定
能夠達到。

每一個考上清華北大的人，都努力

過；但每一個努力過的人，卻不一定能
考上清華北大。

結果論，是父母最關心的；但是結
果論，又何其殘酷。

就好比我們：
你那麼努力，年入百萬了嗎？
你那麼努力，怎麼不如隔壁老王老

李？
你那麼努力，怎麼還是不出色？
如果你的孩子問你，你怎麼不如誰

家的父母，你該怎麼回答？
我們是不是會狡辯：你看，父母以

前不夠好，所以現在不夠好，你可千萬
不要向爸爸媽媽學習啊。

可是，我們很容易就放過那個不優
秀的自己，卻很難放過那個不優秀的孩
子。

現在的教育， 有一種嚴重的怪
圈——過於看中結果。

以孩子的未來為代價，進行扭曲式

教育。
孩子做了什麼，就必須達到什麼目

標。
有人問我：
你孩子那麼小說英語，怎麼還不如

誰家的孩子呢？
你孩子認認真真上數學，好像也沒

有表現出特別強的天賦！
你那麼辛辛苦苦培養孩子，她好像

也很一般呢！
我說：努力就好了呀！
這絕對絕對不是一種安慰，而是學

習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成長的安慰
——她沒有浪費過時間，不後悔；
我沒有對她的人生碌碌無為，不後

悔！
我們試著看看自己的幼年，是不是

也沒有那麼優秀。
你再看看自己的現在，早出晚歸，

似乎也常常遇到事業的瓶頸，也好像總
不如別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雖然用在這裡
不夠恰當。

但是，活了幾十年，我們也該明白
了：努力過了，過程即結果。

我常常認為：孩子愛我們，其實比
我們愛孩子更多。孩子對我們的要求，
其實比我們對孩子的要求更少。

我們總要求孩子不要攀比，不要在
物質上和別人家的父母比。

而如果孩子夠努力，其實我們也該
多接受她的當下——誰又是絕對優秀和
完美呢？

來人間一遭，別活得太苦太苦了。
人生啊，努力過了就好。放過那個

努力的孩子，和放過那個努力的自自
己，其實是一樣。

做孩子心中那個溫暖的父母，也完
成自己平和的轉變，已是成長。

你逼孩子考北大清華
孩子有要求你年薪百萬嗎？

娘家的味道

好久沒有回過娘家了，雖說上班時
候來回都從母親的村口路過，可是總沒
有停下腳步回去看看，這次按照正月初
二回娘家的習俗，順理成章地回娘家
了。

“姥姥，姥爺！過年好！”兒子一
進門，就大聲喊著。

父母親雖說年紀不算很大，六七十
歲，但身體硬朗，這便是我們的福分。
母親見我們回來了，便急忙從炕上下
來。一邊穿鞋子，一邊嘮叨，“這人老
了，身體就是不行了，一個感冒就把人
給放倒了。”

我讓母親在炕上躺著，她不願意。
我朝屋子裡看了看，的確不見父親的身
影，猜測他在河灘那邊自墾地裡照顧牲
畜了。母親說父親就是還沒回來。我坐
在炕沿上，把母親推到炕上去，讓她休
息會，說下午兩點了再做飯，我們來的
時候，吃過了，不著急。母親像是很聽
話，又重新回到了炕上。

好久都沒有和母親拉家常了。我去
給母親倒了一杯白開水，讓她潤一潤喉
嚨。接著，便和母親東一句，西一句地
聊起來了：今年的收穫，孫子的學習，
我父親的身體，那些家禽家畜的生長狀
況……反正也沒人打腹稿，想到哪就說
到哪了。

自從我嫁出去之後，就只顧著忙活
自個小家的事情了，倒把老人放在一邊
了。以前，父母總覺得兒子好，現在隨
著年齡的增大，卻越來越依戀我這個女
兒了。隔幾日，總要給我打電話，問候
一下，後來我告訴他們，我打電話過
去，剛好給他們省話費，這下，母親習
慣性地等候我每天給她打一個電話，可
是，有時候被一些瑣事忙昏了頭，忘記
給母親打電話了。她便打電話來，帶著
幾分責備問我。我才忽然想起是自己的
失誤，連忙道歉，她這才消氣了。

母親看著家裡相框裡的照片，想起
了我們姊妹幾個兒時的事情。一件一件
都像是印在她的心上。那個時候，家境
貧寒，父親不服輸，頂住一切外力、壓
力，撫養我們成人，真的很不容易。看
著大弟弟那只饞嘴貓，照相都不忘記放
下手裡的花生，歪著個腦袋，盼著攝影
師趕快照完相，好去吃花生。小弟弟心
思縝密，為了給父親照相，“騙”得逃
避的父親回頭的一瞬間，他“哢嚓”一
下，就將那個回眸定格。看著這一張照
片，讓人忍俊不禁：父親帶著一頂舊草
帽，一手拿著牛鞭子，兩隻褲腿挽的老
高老高，在膝蓋上面的三四寸的位置，
疊成一大摞子，有點像草垛。

看著這一張張照片，後面都隱藏著
一個個感人的故事；看著這一個個場
景，讓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年代；看著
這一張張面容，和今天相較，真心的羡
慕那個不諳世事的時代。是啊，那些無
憂無慮的日子，總讓我們不知道累是什
麼滋味。

母親指著那一張張黑白照片，嘴角
老是有一種幸福感、滿足感浮現。我見
母親這般回味那個時候的一些人和事，
索性從牆上取下來相框，放在母親跟
前，讓她近距離的仔細看。她看著看
著，笑得合不攏嘴：“你看看我那孫
子，調皮的樣，還故意把腿分開，哈
哈！”

兒子一聽，知道是說自己呢。急忙
跑過來，“姥姥，你不能把我那照片放
相框裡哦，好丟人的呀！”在我們家，
只有兒子一個孫子，其餘的都是孫女。
等到兒子跑過來，見到是姥姥把炕頭櫃
裡放著的他的小相冊拿出來看呢，這才
松了一口氣。不過，他也湊到跟前來聽
母親給他的詳解。兒子已經初中生了，
認識照片旁邊的注釋，反過來喧賓奪
主，給姥姥做起講解員了。看著他們婆

孫倆快樂的樣子，
我的心樂了，臉上
笑成了一朵花......

牆上的鐘錶時針
指向數字二了，說
明已經下午兩點
了。我趁著母親和
她孫子看照片的當
兒，悄悄地溜到了
廚房。

我開始在櫥
櫃裡翻，在冰箱裡
找著看，準備配
菜，晚飯一定要豐
盛。我找到了幾樣

菜，便洗手，擇菜，洗菜，取刀來切。
或許，是我在大房側面的廚房裡切菜，
弄得菜板響，驚動了母親。她什麼時
候，站在我的身旁，我全然不知。

母親要動手來切菜，我不讓。告訴
她，我能做好。可是母親總覺得孩子回
來了，還讓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不好。
於是，她便去把米飯蒸上，然後生柴火
灶。我對母親說，“今天我來做廚
師。”她應允了。半小時後，一切準備
停當。我便在鍋臺上忙活起來了：給涼
菜潑油、炒菜，在爐子上燉上我年前回
來坐在太陽底下，收拾乾淨的土雞......

就在準備往餐桌上端飯的時候，我
的舅舅帶著他們新婚姑娘、女婿來給母
親拜年了。剛好一大家子人，坐滿一張
圓桌，補上了大弟弟一家和大侄女四個
人的數字缺口。兒子悄悄地數了一下，
剛好是十人，說是這叫十全十美，惹得
大夥都開懷大笑。母親給孫子夾菜，孫
子給姥爺、姥姥碗裡夾菜；我給舅舅、
新婚之人夾菜。桌子上杯盞交錯，祝福
聲聲。父母就像一棵大樹，我們姊妹幾
個就像樹椏，現在各自都忙自己的事情
了，就連過年團聚都是夢想。

在家，吃的飯菜和在這裡的確不一
樣。不光是柴火灶做的飯香菜好吃之
外，最主要的是融入了濃濃的母愛、父
愛，還有那濃濃的年味。看著母親臉上
的老年斑，我的心揪緊了，母親雖說娶
了兩個兒媳婦了，可是，如今，還得自
己扒鍋扒灶，一口剩飯也得自己動手去
熱熱才能吃啊。想到這裡，我倒抽了一
口冷氣，背心哇涼哇涼的。

俗話說：女兒是小棉襖。可是，我現
在卻不能給父母禦寒，還得讓他們受苦
受累。我的心裡也很難過。前一陣子看
了賈平凹先生的美文《我不是一個好兒
子》，套用他的話：我不是一個好女

兒。飯桌上有涼拌豬頭肉、蒜薹炒肉、
涼拌素三樣、八寶甜飯……熱菜、涼菜
皆有，飲料、美酒同在。冒著熱氣的熱
菜、顏色靚麗的素菜、紅豔豔的鳳爪，
讓人垂涎三尺。當時，我就奇怪，同樣
的菜品，為啥在我小家裡吃的時候，就
沒有這種香氣濃濃的感覺。細細慢品之
後，才感受到了，這才是娘家的味道
啊！

有房子那不叫家，有人也不叫家，
有情才是家。忙了一年了，這才坐下來
用心的去品菜肴，去品一位年過六旬的
母親，年近古稀的父親，他們殷切的希
望。那首《常回家看看》道出了多少父
母的心酸淚啊！趁著父母健在，回去還
能有一些往事一起咀嚼、一起回味。別
像史鐵生筆下的那種將“子欲養而親不
待”的遺憾盈滿一生。曾經那麼艱苦的
日子，我們都走過來了，現在的日子越
過越好了，菜卻越吃越沒味了。這是為
什麼？那是日子過的太容易了，失去了
那些奮鬥的痕跡和印記，自然就容易淡
忘。

“媽媽，我終於吃到了像你上次
‘坐月子’吃的土雞了，那叫一個香
啊！”兒子在上次我生病之後，足不出
戶，說是我做坐月子。也就是那次燉的
土雞湯，讓他難忘。今天吃後，說是比
家裡的還香。

飯後，舅舅他們一家人走了，我和
兒子還留在娘家。母親趕忙收拾了殘
局，將桌子收拾乾淨，還給我和父沏上
熱茶，說：“這下咱們慢慢聊！”

母親沏茶給我和父親，我有些不好
意思了。可是母親卻說這有啥，親娘倆
還分個彼此。於是，我便賴著臉，三對
面坐著聊了起來。母親一下子將我們拉
回了過去，家裡一窮二白，受人欺負，
是人不是人的都會下眼觀看我們家。如
今，我們房宅新舍添了不少，兒女也都
成家，孫子孫女活潑可愛，父母健康長
壽。相反的那些年踩在我們肩膀上的
人，不是早早地去了另一個世界，就是
妻離子散。所以，我們是幸福的。

父親總抱怨我回來的少。後來，我
和他聊起一次作品研討會，是關於父親
同學的小說研討會。我對父親說：“村
子的老人現在基本上都玩不動筆桿子
了，必須要後繼有人啊！恰好你女兒愛
好這個，那就當好接班人。”並且告訴
他，女兒很努力，在去年一年，也實現
了自己的願望，成就了自己的近期夢
想。父親臉上洋溢著毫不掩飾的笑容......

這幾年，父親是很少笑的。我說父

親過上了最高境界的生活——歸隱，他
倒是愛聽。母親說我現在變得會說話得
很，把我父親哄得高興。我說沒有。我
很羡慕父親的生活，雞鴨鵝魚，豬牛
羊、蘋果、花椒……都是自給自足，全
部食用的是無公害的環保菜蔬，呼吸新
鮮空氣，看朝陽，賞黃昏。高興了還能
哼唱一支山歌，也算是釋懷。不用擔心
添加劑、防腐劑腐蝕健康，精神層面也
是純天然的、原汁原味。不需要奉承
誰，也不需要擔心自己唱歌跑調，哪怕
生活簡單，只要開心。吃上一碗淡味面
片，也會覺得是享受。經過我這麼一分
析，正合乎父親的心思，他開心地笑
了。

與父母就這樣交流，一起憶苦思
甜，一起展望未來……平日裡都埋頭忙
工作、家務，很少有空靜下心來，有這
樣輕鬆的交流。就連不愛安靜的坐下來
的母親，今天都放下一切事情，加入到
了這個隊伍當中。母親不斷地為我和父
親添水，我享受著樸實的母愛，像是沐
浴在陽光當中，心裡感到格外的溫暖。

……
老百姓的家，就是真實的平淡，正

像是應了那句話：平平淡淡才是真。年
年都有個正月初二的回娘家的日子，往
年我帶著家人去母親家裡吃頓飯就走
了，今年的確不一樣，深深地感受到了
那種情真意切，真實自然的味道，是家
的味道，是娘家的味道。

我就像一隻飛出巢的小鳥，羽毛雖
然開始豐滿，但是依舊有一顆“烏鴉反
哺”的心，回巢看看老鳥，這也是一種
心靈的溝通和慰藉。母親就像那只老
鳥，她不盼望兒女能給她帶來什麼財
富，就盼望孩子平安，能常回家看看。
了卻她的一份牽掛、一份思念。母親，
女兒雖然長大了，但是在你的跟前，仍
舊還是個孩子，你的孩子。那根臍帶，
將你我聯繫，母女連心，我豈能忘記？

娘家，是我的根；娘家，是我的港
灣；娘家，是味濃、心誠、情真的地
方。有人說：家是講情的地方，不是講
理的地方。娘家，更是濃縮我多少美好
甜美回憶的地方；娘家，更是我感受到
暖融融的地方；娘家，是我願意報恩、
願意常回去看看的地方……

娘家的味道，是我今年粘在不惑門
口一點一點親身感受的。那種味道，就
是父母身上散發出來的味道，是餐桌上
心與心的碰撞過程中散發出來的味道；
那種味道，濃濃的、甜甜的、香香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