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让孩子的孝心作难
洛阳小伙儿用兼职挣的钱给父亲换

手机，担心父亲不要，便说了句善意的谎
言，希望父亲不要因为谎言生气。

很多人被小伙儿的孝心感动，更羡慕
父亲的福气。如果这位父亲真正体察到
孩子的孝心，不仅不会生气，还要感谢孩
子的善意谎言。

因为善意的谎言，也是孝。
在外打拼，满腹委屈想对父母说，但看

到父母担忧、期盼的眼神，硬生生把所有委
屈咽下，变成一句轻快的“我很好，别担心”，
这个谎言，是让父母放心的孝；父母过寿，买
件大价钱的“名牌”祝贺，临了又悄悄撕下标
签，只轻飘飘说一句“值不了几个钱，可别舍
不得用（穿）啊”，这个谎言，是让父母安心的
孝；父母患病，想到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害
怕得不行，但面对父母恐慌的眼神，仍故作
镇定地说“医生说是老毛病，养养就好了”，
这个谎言，是给父母信心的孝……

撒谎，是因为父母操心惯了，如果知

道我们过得不好，他们会过得更不好，既
然帮不了我们的忙，所幸就让父母彻底放
手，因为我们要学着像父母那样担起人生
的重担；撒谎，是因为父母节俭惯了，不吝
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却对自己苛
刻至极，既然改变不了父母的生活观念、
习惯，不如顺着他们的心思，因为，“顺”，
才是孝；撒谎，是因为父母老了，我们要承
担起知情的苦，好让风烛残年的他们多享
受一些快乐人生……

作为父母，为了孩子的孝心，也要改变
自己，不做“老古板”，不拒绝、不责备孩子

“乱花钱”，不让孩子的孝心作难，不让孩子
的孝心再用善意的谎言作掩护，因为再美的
谎言，也是一种心理负担，比不上一颗赤裸
裸、滚烫烫的孝心来得真实、自然、熨帖。因
为在孩子眼里，您配得上最好的礼物。

子女更要明白，父母的责备只是心疼
你，说不定一扭脸，就拿着你的“昂贵孝
心”到处“显摆”呢！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作为父母，为了孩子的孝心，也要改变自
己，不做“老古板”，不让孩子的孝心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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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为没消费的
“红包”纠结

留住村庄的文化之魂

要像重视智商一样
重视财商教育

日前，在英才社区，儿童集市营业，20
多位“娃娃老板”正式上岗。家里的图书、
文具、玩具、手工艺品均可现场售卖或交
换，全新或二手的都可以。商品的价格均
由“摊主”自己决定。

娃娃当老板，这事儿挺新鲜！而娃娃
们的现场表现让父母感慨“没想到”，2小
时内货品几乎售完。儿童集市的可贵在
于，用一种游戏的方式，让孩子认识金钱，
引导孩子通过努力获取金钱，在潜移默化
中提高了孩子的财商。

财商，就是一个人与钱打交道的能力。
如果说，智商代表一个人的智力，情商代表一
个人控制自己情绪、认知他人情绪并与他人
进行协调的能力，那么，财商就代表一个人对
财富的认知，以及生财、聚财、理财、用财的观
念和能力。可以说，财商是继智商和情商之
后，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第三种基本素养。有
人甚至认为，成功=(智商+情商)×财商。

然而，在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更重
视子女智商、情商的教育，耻于谈钱，拙于

谈钱，对孩子的财商教育往往不怎么看
重；一些保守的家长，甚至会有意无意推
迟教育的时间，减少孩子接触金钱的机
会，转移孩子对金钱的注意力；还有的家
长认为，孩子对钱的认知和能力，会随着
成长，在学校教学中提高与完善……

事实上，财商也需要培养和教育。人
们对金钱的态度、获取和管理金钱的能
力，影响着生活的品质和幸福。小到购
物，大到创业，都离不开财商。大学生裸
贷、月光族等现象，归根结底都是财商低
下的结果。一句话，如果财商低，就算你
的智商、情商都很高，人生也会黯淡无光。

任何父母都不会希望子女的人生充
斥着呆账、坏账、死账，那就像重视智商、
情商一样，重视财商教育吧！

网上有句话：“不要嫌弃性教育早，因
为性侵者，永远不嫌你的孩子小！”其实，
财商教育也一样，你不跟孩子谈钱，总会
有人以一种有害的、令你讨厌的方式去和
他或她“谈”。而这一定不是你想看到的！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如果说，智商代表一个人智力，情商代表一个人控制自己情绪、认知他人情
绪并与他人进行协调的能力，那么，财商就代表一个人对财富的认知，以及生财、
聚财、理财、用财的观念和能力。

近日，洛龙区首部村志《陈李寨
村志》正式出版。

“盛世修谱”是一种规律。国有
国史，县有县志，族有族谱。中华民
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就在这些文字
中体现出来。而细观一地一族，甚
至一个乡村的发展变迁，无不是随
着家国兴衰而起起落落。尤其这些
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乡村成
了城市，许多农民成了市民，许多村
庄消失了。

陈李寨村就是“消失了的村
庄”之一。十几年前整体拆迁，
村民们住进了小区楼房，也不再
从事稼穑，而走进了完全崭新的
行业；乡野不再是四季轮回的庄
稼，风俗民情、生活习惯都在发
生变化。

城市化，打破了数千年来以宗
族为纽带的乡村社会结构，也在某
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承下来的文化
及文化形式。正因为如此，村庄虽
然“消失”了，村庄曾经承载的文化
不能随之而逝。留住村庄的根，村
庄的魂，修史、修志、修谱是最好的
形式。

正如陈李寨村的文化人王麦

立所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未来
关于村庄、关于农耕生活的记忆
会越来越少。用一部村志把村庄
的历史留住，这件事迫在眉睫。
我们王氏家族六百年前，一母带
了九个儿子迁徙到洛阳，后来分
散在洛阳各个县域。数百年来，
正是凭借家谱，九个儿子的后裔
才重新联系起来……”

历史上，河洛地区迁徙到海内
外的游子，虽然远离故土，却在口
音、生活习惯、风俗等方面还留有河
洛地区的痕迹，因为河洛文化是他
们永远的“乡愁”。

一本村志，就是一部缩小版的
历史；一部家谱，记录了祖祖辈辈
的那些事儿，记住了鲜活的人物
和凝重的记忆。对于新一代出去
打拼的人来说，这些村志族谱，是
怀念故乡的根本。而一本本、一
部部村志家谱的集合，就汇成了
一个家族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文
化和历史。

当然，如今的技术手段多样化，
修志修谱也可以多样化，比如可以
通过视频、音频等形式，全方位地留
住我们的历史。

“今天你抢红包了吗？没抢赶
紧来扫我的二维码！”“你抢了多少
钱？运气不赖呀！”这段时间，和朋
友见面，谈得最多的是某支付平台
的抢红包活动。

抢红包抵现金，怎么说都是
好 事 吧 。 刚 开 始 ，我 也 这 么 认
为，与其说是抢红包，不如说是
抢快乐，毕竟，几毛几块钱的红
包，多数人也没放在眼里，但是，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快乐渐渐变
了味道。

就拿我来说，抢着抢着就上
了瘾，抢红包成了每天的“必修
课”，甚至把老公也拉下水。抢
红包的规则是，一个红包有效期
是 3 天，有时会附带一个大红包，
当日有效，过期作废，而且，必须
在指定的超市消费。于是，我纠

结了：去消费吧？为了使用一个
几毛几块钱的红包，单独跑一趟
不 划 算 ，而 且 买 个 东 西 红 包 不
够，肯定得动自己的腰包；不去
吧？毕竟是钱呀！抢来过期了，
挺可惜的。就这样，一个人被一
个小红包挟持着，疲惫地奔跑在
家和指定的超市之间。买的东西
有些并不需要。

仔细想想，商家推出抢红包活
动，意在开拓市场，绑定用户，但是，
作为消费者，咱不能被绑定呀！想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心里豁然开朗：

“是非日日有，不听自然无。”红包在
自己手里，是否消费是自己的事儿，
何必为那几毛几块钱的便宜奔波纠
结呢？更不必为了几毛几块钱进行
非理性消费，红包远没有自己的腰
包重要，您说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