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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里短

点评

幸福的家庭到底相似在哪？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禾沐

“大妈帮继子带娃”，估计

很多人看到梗概就会觉得今

天的案例跟“和谐”之类的词

沾不上边，更别提什么“温暖”

了。可是文中的两位老人就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们上

了深刻的一课,他们的小日子

过得不但和谐，而且温暖。尤

其是当尽心尽力地将小孙子

照顾到可以上幼儿园之后，两

个老人并没有因此居功自傲，

而是婉拒了孩子们的邀请，回

到了小县城继续过自己温馨

的小日子。

为什么他们可以把生活

过成这样，而很多的“半路夫

妻”却过得“一地鸡毛”呢？

其实如果我们细究起来，这

两位老人无非就是做到了以

下两点：一、婚前没有那么多

负面的预判与算计，而更多

的是带着对未来幸福的憧

憬；二、婚姻之中做到了遇事

随遇而安，相信“真心换真

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适度

付出。

事实上，不管什么阶段的

婚姻，如果能够遵循以上两点

的话，大多都可以像文中的两

位老人一样过得很温暖。

再婚后，老伴儿让她给继子带娃
张军霞

孙女在天津上小学那会
儿，我和老伴儿每天一起坐
公交车送她去学校。我总是
背着书包先走一步，走到半
路，坐在一个石头墩子上休
息一会儿，等老伴儿和孙女
过来再一起去公交车站。

有一天发生了意外：我
等了半天也没见到她俩，我
以为自己没留意她们经过，
于是紧赶慢赶到了车站，一
看，也没有她们。我倒是能
坐车把书包送到学校，可怎

么送进教室呢？正琢磨着，
突然发现候车椅子上坐着一
个小男孩——我认得他，他
是孙女的同班同学！我大喜
过望，立即托他把书包带给
孙女。小男孩答应了我的请
求，他旁边的一位老太太说：
“您把书包给我吧！”她接过
书包背到肩上——一个肩膀
背一个，原来这是小男孩的
姥姥，我连声道谢。

后来听老伴儿说，她们以
为我直接去车站了，于是两人

抄近路走的。到车站一看没
有我，急坏了。这时，汽车来
了，祖孙俩只好空着手到了学
校。因为没带书包，孙女坐在
教室里还哭了一顿，正哭呢，
教室门一开，一个男孩背着两
个书包进来了，孩子一看有一
个是自己的书包，高兴坏了。

我把这件事当做自己
“急中生智”的案例讲给儿子
听，他嗔怪道：“您出门怎么
不带手机呢？”我一听——
哎，也是啊！

最美“夕阳红”，寻
得“老来伴”

王阿姨在刚满50岁那年
就退休了，那时老伴儿因病去
世两年多了，女儿在外地工
作，她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原
以为每天吃吃睡睡、追追电视
剧的日子会很惬意。不料一
次下雨天出去买菜，王阿姨不
小心摔了一跤导致骨折，需要
卧床三个月。女儿请了假回
来看护，又因为工作繁忙的缘
故只能来去匆匆，不得已只能
请了护工来照料母亲。

这时，王阿姨一位要好的
姐妹劝她：“你岁数还不大，孩
子工作又忙，不如找个老伴儿
互相照料。”王阿姨原本以为
女儿会不同意，哪知经历了这
次摔跤风波，女儿觉得母亲一
个人生活太不容易了，也同意
她找个伴儿。

王阿姨的老姐妹恰巧认
识一位同样丧偶的退休干部老
李，说他品行好，脾气也温和，
两个儿子也都成家了，就把他
介绍给了王阿姨。一对老人经
过一年多的接触和了解，因互
生好感最终走到一起，开启了
属于他们的黄昏恋。他们每天
一起去公园晨练，白天结伴儿
到街里溜达，王阿姨有一手好
厨艺，老李想吃啥她做啥。王
阿姨喜欢养点花草，老李专门
把大阳台腾空了给她打造成小
花园，孩子们看到这对老人的
日子过得滋润，也都安心在外
继续打拼，逢年过节时他们都
会回来吃团圆饭，一家人相处
也算融洽。

帮继子带娃，有苦
也有甜

这样舒适自在的日子，在
老李家二儿媳妇生二胎那年
戛然而止。老二家的大宝是
丈母娘一手带大的，生二宝这
年，正巧丈母娘回去照料自己
家的小孙子。老二夫妻是双
职工，薪水都不高，他们觉得
请保姆花销太高也不放心，思
来想去决定向王阿姨求助，希
望她能过去帮忙照料二宝。
当老李吞吞吐吐地向王阿姨
转达儿子的求助时，内心其实
十分矛盾：他一方面心疼儿
子，另一方面又觉得王阿姨没

有给自己儿子带孩子的义务，
担心她不会答应……

王阿姨再婚嫁给老李，本
来图的是老来有伴儿，日子能
过得轻松，没想到半路上落下
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她心
里是一百个不情愿，但转念一
想，自从嫁给老李之后，他家
儿子对自己一直非常尊重，每
次回来都给她带礼物，张口闭
口叫“阿姨”，如果不是万般无
奈，老二应该也不会开口向她
求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
这也算没把她这个“继母”当
外人。“嗨，小孩子一般3岁就
能上幼儿园了，不就3年吗？
挺一挺有啥过不去的？”王阿
姨在百般纠结之余，还是下定
决心跟老李一起去了老二
家。巧合的是王阿姨的女儿
也在这座城市，她们娘儿俩见
面倒是比从前方便了许多。

老二家的这个二宝属于
早产儿，从出生开始身体就比
较弱。为了调理好这孩子的
脾胃，王阿姨多次向一位当中
医的老姐妹请教，每天给孩子
用温水洗脚、按摩相关穴位。
到了孩子能吃辅食时，王阿姨
又托人从老家带特产的上等
小米，加入南瓜丁和枣泥，用
小火慢慢给孩子煲粥。因为
王阿姨的细心照料，孩子的身
体竟被调理得一天比一天好，
老二夫妇自然是感激不尽，每
到周末他们不上班，就赶快给
王阿姨放假，或者在外面餐厅
订好位置，让老李陪着她去吃
个饭，或者买好电影票，让他
们去放松放松。也有的时候，
老二会在周末开车把王阿姨
送到她女儿家去住两天，让她
们母女小聚一番。

融洽的家庭氛围，
来自两代人共同努力

对王阿姨最感激的还是
老李，他没想到身为继母的
她，对自己的孙子照料得如此
尽心尽力，他在感动之余，抢
着帮她分担家务，看到王阿姨
特别累的时候，就主动给她按
摩、捶背，下楼去散步时总记
得买些她喜欢的零食回来。
一家人过日子难免有些小摩
擦，当王阿姨和老二媳妇因为

育儿观念不同，偶尔产生小小
的不愉快时，老李总是第一时
间安慰王阿姨，表示自己会和
她同一条战线熬过这3年，私
下里他再跟老二悄悄沟通，尽
量把矛盾化解掉。有了老李
暖心的支持，王阿姨心里那点
小委屈也得到了化解，虽然每
天都很累，但对孩子的照料还
是那么尽心尽力。

终于，二宝满3岁可以上
幼儿园了，尽管老二夫妇极力
挽留，让他们就留在身边养
老，老李和王阿姨还是选择回
到县城的老房子。邻居们看

到他们再婚近10年了，还总是
一起进进出出、形影不离的样
子，就有人表示羡慕：“你们的
日子过得还挺浪漫呀！”王阿
姨淡然一笑：“算不上浪漫，但
是很温暖。”

人老了害怕孤单，需要来
自伴侣的关心和照应，当不少
人还在对父母晚年的感情过
多干预时，像老李和王阿姨这
样被子女接纳的黄昏恋也越
来越多。融洽的家庭氛围需
要两代人共同付出努力，大家
齐心协力，才能让父母的晚年
生活多些温馨和从容。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
母亲把鸡腿挑出来给两个孩
子。闺女说：“姥姥，我不吃鸡
腿，我喜欢吃鸡脖儿。”“我喜欢
啃鸡爪子。”儿子忙说。母亲摇
摇头把鸡腿放到我碗里：“你妈
小时候可是吃不上鸡腿的。”

小时候，难得吃一次肉，遑
论吃鸡。那时的粗瓷大碗里是
冒着热气的棒子面粥，一家人
围在一起“呼噜呼噜”地喝，母
亲说当年那叫“稀汤灌大肚”。
半晌午实在顶不住饿就举个窝
头，掐一截大葱蹲在门口“吭哧
吭哧”地嚼，香得很嘞。

记得有一次家里喂的鸡跳
到水坑淹死了，母亲心疼地直
咂嘴：“可惜了的，正下蛋呢！”
我们姐弟却暗暗窃喜，晚上有
鸡吃了。

父亲边拔鸡毛边喃喃地
说：“待会儿这鸡腿要让谁吃
呢？”他斜着眼挨个看我们，姐
弟几个屏声静气地看着父亲的
嘴，生怕下一刻他嘴里蹦出的
不是自己的名字。

灶膛红红火火地炖煮着我
们的渴望，一缕肉香荡漾在心
头，我们围着“咕嘟嘟”冒泡的
大锅不肯走远，香气勾着肚里
的馋虫，我使劲地咽着唾沫。
一只鸡怎么也填不满我们一家
人的肚皮，不能浪费这一锅带
油的汤啊！于是，母亲便就着
鸡汤炖了半锅土豆充数。土豆
在锅里翻滚，我透过热气寻找
着，找那两个肥腻的大鸡腿。

我们眼巴巴地盯着桌子
上的瓷盆，油汪汪的鸡腿被埋
在一堆土豆里。母亲夹出一
只鸡腿，吹着热气放到了小弟
的碗里，他埋头就咬了一口，
烫得急忙吐出来，片刻就又
咬，又吐……

父亲心满意足地夹起鸡
腿，前后左右地把肥肥的鸡腿
看了一遍，他斜眼看着我和妹
妹，一边作势从哪里下嘴，妹妹
的嘴开始撇了，眼泪在眼眶里
直打转。终于父亲把鸡腿撕
开，一人一半地给了我和妹妹，
那碗里的香是我这辈子都不能
忘记的。

后来，桌上的饭碗便换成
了精致、漂亮的小号碗，一大摞
儿，吃饭的时候“叮叮当当”清
脆地碰，一双双筷子在碗里拨
来拨去地找骨头啃，一如我当
年找鸡腿的样子。

母亲感慨：“看看现在的孩
子！唉，你小时候那可是吃窝
头的。”孩子们看着我惊叹：“妈
妈，窝头哎，美食！”母亲笑骂孩
子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扭头对
我说：“不说孩子们，我现在也
是看着肉吃不动了，那时候我
老想，啥时候能饱饱地吃一顿
肉？这才几年，肉就不稀罕了，
反倒是想念起当年那些窝头咸
菜来。”

是啊，岁月流逝，变化太
快，手里这双筷子在碗里翻捡
着春秋，找拾着记忆，述说着生
活的变迁。

翟立华

黄昏恋图的是老

来伴，可没想到老伴

儿竟让她帮继子带

娃，面对这个难题，大

妈会怎样接招，后来

他们一家人又相处得

如何呢？

送娃上学趣事

韩铁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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