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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儿女的婚姻大事

父母肯定得操心，可

如 果 孩 子 在 外 地 工

作，爹妈就感觉自己

有点使不上劲了，为

此感到焦虑的父母还

真不在少数。

刚参加工作的儿子被
拉去相亲，老妈挺担心

李姐的儿子大鹏考上了
公务员，去了外地工作，李姐
愣是直到儿子上班报到以
后，才跟几个好朋友讲了这
件事，大家打趣地说：“李姐
的嘴也太严实了！”大家围着
李姐，纷纷打听大鹏去了哪
个单位，工资待遇如何。李
姐终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
悦，说儿子考的那个单位挺
好的，能考上就不错了；单位
是儿子自己选的，城市也是
儿子喜欢的，总之儿子满意
就好。虽然李姐想低调，说
话遮遮掩掩的，可是内心的
喜悦不言而喻。

有人说：“好几年没见过
大鹏了，也不知道孩子现在
长嘛样了？”李姐拿出手机给
大家看大鹏的照片，一个穿
西装打领带、年轻帅气的小
伙子顿时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个说：“几年没见，大鹏竟
然这么帅气了！”那个说：“穿
西装显得还挺成熟！”更有人
问：“李姐，大鹏有女朋友了
吗？”李姐说：“目前还没有。”
大家纷纷说，这么帅气的小
伙子，估计一上班就会被人
看上。

李姐虽然嘴上说大鹏没
有女朋友，但心里却七上八
下的：大鹏在外地工作，将
来肯定是在当地找女朋友
结婚，李姐很想跟儿子说说
找女朋友的事，却苦于找不
到合适的机会。

元旦，大鹏回家探亲，晚
上同李姐一起散步，大鹏说：
“前阵子，同事竟然骗我去相
亲……”李姐一听有门儿，正
想跟儿子说找女朋友的事儿
呢，没想到大鹏主动谈到了这
个话题。李姐内心很迫切，
但是语气却淡淡的：“‘骗’你
去相亲是怎么回事？”大鹏
说：“上班还不到一个月，同
事拉我出去吃饭，我以为就
是普通的同事聚会，没想到
同事的媳妇、小姨子也去了，
四个人一起吃的饭，明摆着
同事想把小姨子介绍给我，
我又不傻，这还看不出来
吗？”停顿了一下，大鹏又说，
“那女孩家里经济条件挺好，
她名下有好几套房子呢。”

李姐赶紧追问：“结果

呢？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
样？”谁知道大鹏立刻转移话
题，不说了。把李姐给憋的
呀，可又急不得恼不得，李姐
定了定神，对大鹏说：“你上
班不到一个月就有人给你介
绍女朋友了，过一阵子估计
还会有人给你介绍的，你要
好好考虑，找个自己喜欢的、
合适的女孩子。”李姐仰头看
看儿子，大鹏身姿挺拔、五官
俊朗，李姐心说：这么帅气的
小伙子不被人抢才怪呢！

想给儿子婚恋建议，
又怕说多了被“拉黑”

李姐也不知道这短暂的
交流有没有起到提醒的作
用，她对儿子找对象的事还
是不放心，于是找了个机会，
又在微信上跟儿子说：“咱家
只是普通人家，我不希望你
找家庭太富有的女孩，我总
觉得，门当户对的两个人更
匹配，很多想法也更接近。
房子的事我也想过，双方家
庭共同出首付，你的公积金
不少，将来你们两个共同用
公积金还贷也不会影响生
活，一起买房、房产证写俩人
的名字，这样最好。”发完李
姐就一直看手机，可等了半
天，大鹏只回了一个表情，表
示他知道了。

过后李姐再问大鹏关于
女朋友的事，大鹏要么不回，
要么就简单回个表情，总之
就是不想跟老妈多说。大鹏
从小就挺有主意，很多事情
都是自己做主，虽然李姐相
信他能处理好婚恋的事，但
是又觉得有些事终究是要经
历过才明白，生怕大鹏做决
定太草率。李姐心里跟长了
草一样，翻来覆去地想：既怕
儿子挑花了眼，错过了好女
孩；又怕儿子看人不准，上当
受骗；还怕谈了恋爱中途又
分手，留下心理阴影……毕
竟这是一辈子的事，李姐心
里惴惴不安，一肚子的建议
都快要烂到肚子里，却找不
到发挥的机会——李姐知
道，万一发挥不好，被儿子
“拉黑”也不是没有可能。

孩子在外地，家长“鞭
长莫及”干着急

转天，李姐晚饭后在小
区里溜达，遇到同事张姐，两
个人沿着小路一起走，张姐
的女儿也在外地工作，李姐
问：“孩子有男朋友了吗？”张
姐说：“有没有男朋友，我们
也不知道，人家说了，不让我
们操心，到时候肯定领回一
个女婿来。”张姐轻轻叹口
气：“也不知道领回一个嘛样

的女婿，要是领回来一个不
靠谱的，那可怎么是好。”

李姐轻轻拍了拍张姐的
肩膀：“咱俩同病相怜啊，虽
然对孩子的婚姻大事悬着一
颗心，但隔着那么远，真是够

不着，也管不了了！唉，其实
咱们也是瞎操心，他们找不
找对象，找什么样的对象，咱
们说了也不算啊！”

两人相视一笑，都有点
无可奈何。

婚恋本就是两代人之间

不太容易沟通的话题，加上

在外地闯荡的孩子往往独立

性更强，父母觉得自己说了

孩子不听、“鞭长莫及”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儿女的婚恋

确实需要关心，但父母也要

把握一个“度”：多倾听，少评

论。一方面，父母倾听儿女

讲述，本身就是关注孩子、为

其提供心理支持的一种体

现；另一方面，父母与孩子本

来就有代沟，再加上地域差

异，父母的评论往往很难获

得孩子的共鸣。如果实在有

一肚子话要说，而且如果不

说就焦虑，感觉自己没尽到

当家长的责任，那么试着用

讲故事、拉家常的方式跟孩

子交流，把关于婚恋的思考

留给孩子，启迪他（她）自己

得出结论。

其实在子女成年、独立

这个阶段，父母最需要做的，

是将关注点移回自己身上，

把过好每一天当成自己最重

要的事。照顾好自己，就是

你们对儿女最大的帮助。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俞雪芽

去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回
复工作邮件，接到妈妈的电话，
说91岁的姥爷去世了。我瞬间
悲痛万分，泪如雨下。

我是独生女，上世纪的九十
年代，父母工作都很忙，姥姥、姥
爷便承担了养育、照顾我的主要
责任。我从小与姥姥、姥爷一起
生活，感情十分亲厚。姥爷上班
时爱岗敬业，几十年如一日地勤
奋工作；退休后，他发挥余热，又
继续干了十余年。工作几十年，
姥爷始终保持着先人后己的优秀
品质。单位福利分房时，他朴实
地说：“我眼下有房住，先分给等
房结婚的年轻人吧！”获得涨薪资
名额时，他则表示，单位还有比自
己更优秀的人。姥爷一次次地让
出福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
的人品获得了大家赞誉。

姥爷退休没离岗，七十多岁
回归家庭后，便以助人为快乐之
本，愉快地过着晚年生活。有一
年冬天，姥爷捡到了一个钱包，
由于联系不上失主，他就一直在
冰天雪地中等待。等到失主前
来认领，拿走了钱包后，他才发
现自己的双脚早已冻僵。姥爷
还很好客，每当家里来了客人，
姥爷都会热情招待。他做的锅
贴外焦里嫩、金黄酥脆，令客人
赞不绝口。姥爷还是一个心灵
手巧的人，他用废旧塑料打包带
编织的菜篮子，既漂亮又实用，
人见人爱还环保。

提起姥爷，我脑海里闪现出
太多爱的画面。我永远记得，小
时候坐在姥爷的自行车后面，只
要看到他的背影，我就感觉温
暖、踏实；我永远记得，面对晚辈
时，他那包容而又宠爱的笑脸；
我还会记得，在我上大学时，姥
爷送给我一个宝葫芦，让我随身
带着，为我保平安，送吉祥。

姥爷的离开让我意识到，生
命是有终点的。作为晚辈，唯有
铭记姥爷的谆谆教诲，学习、传
承姥爷的优良品质，并在工作、
生活中努力践行，才是对亲人最
好的纪念。姥爷，您永远是我人
生路上的楷模！ 苏畅畅

我的姥爷

送来一只猫
妹妹养了只宠物猫，给生

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儿子羡慕
不已，央求我：“妈妈，我们家
也养一只猫，好不好？”

我一听头就大了：“养
猫谁伺候？养小动物可不像
买玩具，要操心的事太多了！
若是沙发被它抓坏了，我还会
心疼，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

儿子见我不同意，便请妹
妹当说客。妹妹是个雷厉风
行的女子，见儿子这么喜欢
猫，干脆买了只宠物猫——
“多米”，通过宠物托运公司托
运过来，一同托运过来的还有
猫粮、猫抓板等。

接到宠物托运公司的电
话，我傻眼了。然而，木已成
舟，我反对无效，只能气呼呼
地瞪了儿子一眼。

儿子如愿以偿，欢呼雀
跃，一蹦三尺高，连说：“姨妈

真好！”并一再保证：“妈妈，我
一定会照顾好多米。”

儿子怎么照顾多米？他
每天学习都忙不过来，即使
有心也没时间呀。我一想到
自己以后每天又被强加了一
项养宠物猫的活儿，就烦躁
不已。

多米性子活泼，一点不认
生，从航空箱里一放出来，瞅
了瞅我们一家三口儿，就开始
扭着胖乎乎的身子一个房间
一 个 房 间 地 视 察 它 的“地
盘”。它可不是简单的视察，
上到空调顶，下到床底，甚至
还推开了衣柜门，这里闻闻，
那里嗅嗅，似乎满意了，它又
走到我面前，抬头看着我，“喵
呜喵呜”地跟我打招呼，似乎
在说：“铲屎官，你好啊！”

我一点都不好。
在儿子拿着逗猫棒，兴高

采烈地逗多米玩耍的时候，我
立即“走马上任”，整理猫窝，
铺好猫砂，碗里添上水和猫
食，安装好猫爬架，尽心尽责
做一名合格的“铲屎官”。

没办法，多米既然来了，
不管愿不愿意，我都得接受
它，有义务好好待它，用心去
疼爱它。

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有意
外收获。以前，儿子睡前会要
求看10分钟手机，美其名曰：
“放松放松。”无论我怎么劝都
无效，我说得多了，他会叛逆
地和我争吵。多米一进屋，儿
子就宣布：“以后再也不看手
机了，有多米了，还看什么手
机呀？”

儿子说到做到，逗了会儿
多米，就直接洗漱睡觉。临睡
前和多米打招呼：“晚安，多
米，明天记得叫哥哥起床哦。”

我差点笑喷，心情也愉悦
起来，觉得家中养只宠物猫，
似乎还不错。 熊燕

杨丽莉 绘

操心外地儿女婚恋
可惜“鞭长莫及”干着急

窗外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