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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老公看到一篇有关婆
媳大战的文章，笑着对我说：“看
来我没选错人，谢谢你没有让我
在你和我妈之间作难。”

记得我与婆婆第一次见面，
是在我俩确定关系之后。此
前，他先与我父母、兄妹在一起
吃了顿便饭，家人对他评价很
高。既然我家人没有意见，就该
我去拜见未来的公公婆婆。于
是，我选了一个周六前去拜访。
一进家门，婆婆便拉着我的手笑
着说：“闺女，你跟我想象中一个
样。”“你性格开朗像我们家人，
肯定跟我合得来。”婆婆快人快
语，心里不藏事，这点儿倒真和
我挺合拍。

公公婆婆虽然已经70多岁，
但生活习惯很好。他们晚上九
点准时上床，早上五点半起床。
公公负责做饭，婆婆收拾碗筷。
饭后俩人各忙各的：公公到附近
的菜市场转转，买菜购物。即便
什么也不买，他也会到公园转
转。婆婆则不会闲着，要么和一
帮朋友打电话唠家常，要么骑自
行车去看望行动不便的老姐妹，
再不就是去超市看看有什么优惠
活动。

每到双休日，婆婆都会打电
话让我们回去改善生活。公公是
山西人，很会做面食，从来不让
我们下厨，连收拾碗筷的事情都
不让干。婆婆知道我俩上班忙，
买菜也不方便，十天半月就会给
我们打电话：“菜给你们买好了，
我现在坐车给你们送过去。”她
经常是拎着一大兜菜坐一个小
时的公交车，送到我们住的7楼
上。后来，我心疼她年龄大，就
想办法不让她来，这也拦不住婆
婆，她把买好的菜放到门岗上就
坐车回去了。

婆婆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对
她好：逢年过节或双休日，我们都
会回去看看。婆婆怀旧，每次她
说起过去，老公总会借故走开。
虽然我听过N遍，但每次仍认真
地听。“十年看婆，十年看媳”，婆
婆待我如闺女一般，我怎能不把
婆婆当亲妈看？

五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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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庆”献节目

2016年，最令我骄傲的事就是为
“以文会友”群5周年庆典表演节目。

我是今年3月加入“以文会友”群
的。7月的一天，群友芝说群里要搞
建群5周年庆典，想报名表演节目，却
不会。我说：“你跳舞吧，我负责教
你。”芝大吃一惊：“你会跳舞？”其实，
我也不怎么会跳，但每天早操、课间操
都要跳舞，时间一长，也就略知一二。
芝非要拉我一起报名。我性格内向，
人多时都不敢说话，更别提表演节目
了。芝看出我的胆怯，问我爱不爱“以
文会友”群，是不是好姐妹。没办法，
我只好答应了。

为使节目观赏性更强，我们排除
一切困难，想尽办法聚在洛浦公园排
练。当时还是炎热的8月，我们很多
时候都是脱了鞋光脚踩在地上，全然
不顾脚下的炙热。

9月10日，“群庆”的日子到了。
来到现场，还没登上舞台，我的双腿已
开始发软。音乐响起，我机械地跟着
节拍跳动，慢慢地竟有了感觉，后来越
跳越自然，心中的胆怯消失了。掌声
响起来，我们成功了。

暖心的女儿
□夏凡

家有儿女

带女儿从超市出来，已是华灯初
上，冷风吹得我一阵哆嗦，叮嘱女儿赶
紧系好外套的扣子。

我们步行至一个拐角处，女儿拉
拉我的衣角说：“妈妈，瞧，那边！”我顺
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在右前方昏黄
的路灯下，一个卖日用品的老人坐在
小板凳上，抱着一个孩子。

老人看我们走过来，开始兜售：
“姑娘，瞅瞅有啥需要的？”我蹲在老人
的摊点前，搜索了一遍她的小商品，袜
子、毛巾、口罩、发卡、针线，自己想买
的剪刀却没有。我摇摇头：“咱们走
吧，宝贝。”我拉起女儿的手。

“妈妈，你给我买个漂亮的发卡
吧？”“我前天不是刚给你买了两个
吗？今天咱不买了，宝贝。”女儿挣脱
我的手，立在原地不动，怔怔地看着老
人和她怀中熟睡的孩子，担心地问：

“奶奶，妹妹她冷吗？”老人笑着回答说
一会儿孙女就睡醒了，妈妈下班就来
接她回去，又随手把盖在孩子身上的
衣服往上拉了拉。

“妈妈，前面有个卖烤红薯的，你
给我买个大的！”“你爸在家都做好晚
饭了，等着咱俩赶紧回家呢！”“妈妈，
你就给我买一个吧！”女儿摇晃着我的
手开始撒娇。我的心软了。

给女儿买了个大点儿的烤红薯，
我正准备分一半，她竟一把夺了去，往
回跑去。“孩子，你慢点，跑回去干啥？”
我看到女儿把烤红薯递给摆摊的老
人，老人连连摆手拒绝。女儿竟把红
薯放到孩子身上，转身向我跑来。

看着7岁的女儿奔跑在夜色中，
我的眼睛湿润了。

婆婆也是妈
在我教的班上，有一个小学生，从

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奶奶给他喂饭、穿
衣服、系鞋带，真可谓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有的家长还帮孩子背书包，还
有的家长整天小心翼翼，这也不让孩
子做，那也不让孩子动。孩子想干家
务，大人说：“你还小，不用你干，还不
够添乱的。”

这种教育方法在相当一部分家庭
中存在。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称这种
教育方式为过度教育。其表现为：第
一，过分的保护，对孩子的要求样样满
足。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心中
只有自我，不会去考虑别人，缺乏对社
会和家庭的责任感。

第二，过度的期望，父母望子成
龙，常常不自觉地对孩子施加压力，让
孩子在课外时间奔波于各种兴趣班、
辅导班之间，还美其名曰开发智力。

导致孩子把上学、写作业当成苦差事，
产生了厌学情绪。

第三，过多的干涉。好奇是儿童
的天性，孩子们好玩好动，难免会出现
危险，但如果因此就限制孩子的一切
活动，不仅禁锢了孩子的智力发展，而
且束缚了孩子的个性发展。如果对孩
子与小伙伴之间发生的“小摩擦”也进
行干涉，不仅让孩子失去了一次自我
解决问题的机会，也让孩子遇事只想
靠父母，交往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
会比同龄孩子弱。

由此可见，过度教育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有害无益。作为家长，一
定要把过分的保护变为正当的保
护，把过度的期望变成合理的期望，
把过多的干涉改为必要的干涉，让
孩子从过度教育中解脱出来，愉快、
健康地成长。

你说我说

□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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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从过度教育中解脱

前几天，和我们一起锻炼的
陶老师给她孙女织了一件毛衣，
我也想给3岁多的外孙女织一
件。外孙女长这么大，我这个当
姥姥的还没给孩子买过一根线，
不是舍不得买，是怕买了女儿相
不中，造成浪费。谁知，我给女
儿一说，她欣然同意。我就像打
了鸡血，到毛线市场买回毛线
和环针，到家就去请教陶老师
怎么织……

为了尽快让外孙女穿上毛
衣，白天我上班没时间，晚上下班
坐在有暖气的屋里，看着电视，织
到晚上12点也不感觉累。用了
5个夜晚，我把毛衣织好了。星
期天，女儿一家人来看我，我让
外孙女穿上毛衣，大小合适，颜
色好看。

外孙女高兴地仰脸看着我，
两只小手摸着毛衣问：“姥姥，
这是什么牌子的毛衣？”我笑着

说：“这是姥姥织的暖暖牌毛
衣。以后，只要姥姥有时间，就会
给你织这个牌子的毛衣，你看，姥
姥又在网上买毛线了，要把对你
的疼爱和祝福都织在一针一线的
毛衣里。”

望着一家人高兴的样子，我
的脑海里浮现出我给女儿织毛衣
的情景，女儿小时候，我给她织过
一件鸭蛋黄带点杂色的毛衣。那
时的她，只要看到我织毛衣，就
问：“给谁织的？”“给你织的。”她
一蹦三跳出去玩了，从不打扰
我。她小时候穿的毛衣基本上都
是我织的。在寒冬的晚上，我坐
在被窝里，两手冻得受不了，就放
下手里的活，双手搓搓、放在嘴边
哈点热气，或在被窝里暖一暖，趁
这工夫，看一眼熟睡的孩子，给她
掖一下蹬开的被子，伸伸腰、换个
姿势再织。时过境迁，这一切好
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爱我家

□方晓利暖暖牌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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