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只是付出
自己的爱，还有感知对方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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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梦思
津桥夜话

前几天，同事收到三四个快
件，拆开一看，全是玩具。

我说：“你可真宠孩子。”她
叹了口气：“工作太忙，回家还要
加班，只能多买些玩具，替我陪
陪孩子。”

这个回答让我感受到同事无
奈的同时也很惊讶，玩具怎么可能
替代父母的爱？

玩具再好玩，也替代不了父母
能给予的亲情。还有名母亲曾向
我诉苦，花了那么多钱买玩具，可
孩子还是“缠着”自己。我问她为
什么不陪孩子一起玩呢？她的回
答是：“要挣钱，没时间。”

在生活中，有的父母错误地
认为，拼命赚钱，给孩子买高档玩
具，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才是爱
孩子，而往往忽略了孩子的感
受。大多数时候，在乎钱的是父
母，他们牺牲掉陪伴孩子的时间

用于赚钱；对于孩子来说，和爸爸
妈妈一起玩，才是最开心的。

听着父母的声音，看着父母的
表情，感知父母手掌的温度，孩子
才能真正和父母有亲情的交流。
因为有了父母的陪伴，即便是普通
的玩具，孩子也觉得格外好玩。很
多时候，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哪怕
没有玩具，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家
长们完全能够“就地取材”，做个鬼
脸、编个故事、唱首儿歌，引导孩子
探索世界。孩子正是在这种和父
母的互动中，不断模仿、学习，逐渐
认知这个世界。

如果有一天，孩子不再“缠着”
父母，只能说明，孩子们有了自己
的生活或亲情已经疏离太久。与
其到时候为自己的“亲情缺位”后
悔莫及，不如此刻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多陪陪孩子。岁月太瘦，请珍
惜和孩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玩具不能代替陪伴

20 日，在洛邑古城举行的老城区“书
法家送万‘福’进万家”活动中，百位书法家
现场为市民免费写春联，其中83岁的贾朝
文老人为大家义务写春联已经32年。

一副春联寄托着家人对新年的期盼和
祝福，写春联和包饺子一样，是过年的重要
一景。为过年时贴副词美字美的春联，老
洛阳人或请邻里中善书法者写之，或到街
上花钱买副中意的春联。

近些年，手写春联开始被带有广告的
印刷的春联替代，手剪窗花被商店里售卖
的塑料窗花替代。过年贴这种春联、窗花，
虽省力，却多了敷衍感，少了仪式感，年味
儿越来越淡。

什么是年味儿？围炉守岁包饺子，全
家团圆，辞旧迎新；贴春联，给老人拜年、给
孩子发压岁钱，迎春纳福；逛庙会、看社火，
感受新年集体狂欢的乐趣……醉人的年味
儿，充满了仪式感，忙碌而幸福。

留住年俗，就是留住年味儿；留住年味
儿，要靠民俗文化的传承。

当年，为了家里多个写春联的人，贾朝

文的大哥送他去读书，老人现在的心愿是
只要还能写得动字，就一直写下去。留住
醉人年味儿，需要更多像贾朝文老人这样
的民俗文化传承人。

老洛阳人过年，农历大年三十这天，
家家都准备洛阳水席半成品、手工蒸馍，
备足年货好待客。如今，很多家庭过年都
在饭店团聚、待客，与正宗的水席制作手
艺越来越远。

如今，国内已有中小学请民间艺人进
校园，教孩子传统手工；有大学将舞龙舞狮
课作为体育选修课。这些对民间艺术的学
习、传承，能让学生感受家乡的味道，拥有
家乡的记忆。

对孩子来说，在家庭、学校认识、学习
传统民俗技艺，在书法课上学学春联文化，
在烹饪课上学学水席制作，在手工课上学学
吹糖人儿，在体育课上学学舞龙舞狮……
既是民俗文化教育，也是美学教育。

今年春节，让我们放下手机，用心近距
离感受年俗、感受亲情交融的幸福，过个地地
道道的中国年。

26 年前，丈夫因为一场车祸，胸部以
下高位截瘫；26 年来，妻子程素荣用善意
的“谎言”撑起这个家。

老人的坚强、坚韧与坚守，让人感动、
敬佩、心疼。她之所以26年来对丈夫、孩
子撒谎说“我挺好”，是因为爱，她不愿意让
丈夫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更不愿意让孩
子过早承受生活的重担。

然而，坚强往往意味着压力。当这种
坚强超过心理承受的限度，就会对身心造
成损伤。一名细心的心理咨询师发现，程
素荣老人因长期处于强压状态，心理情况
欠佳，尽管她常常装作一副“我挺好”的
模样，但是痛苦常常折磨着她。好在经过
半年多的心理疏导，老人的心理情况已有
好转。

几乎所有父母，都善于在子女面前掩
饰自己的失意、恐惧、贫穷和烦恼。这世界
上，有一种“骗子”，虽然骗技拙劣，却让我
们常常上当，防不胜防，那就是父母。有一
种爱，用许许多多的谎言编织而成，那就是
父母的爱。

小时候，父母可以抱着你，连续走上几
个小时，当你奶声奶气地问：“爸爸‘妈妈’
累吗？”他们往往用衣袖蹭一把汗说：“一点
儿都不累。”做了条红烧鱼，妈妈会把已经
挑好刺儿的鱼肉夹在孩子碗里，说自己喜
欢吃鱼尾……

这些时候，父母的谎言是一种深沉的
爱，让人感动。除了感受这种爱，感恩这种
爱，作为儿女，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尤
其当这种爱伤及父母的身心健康时，就更
应该用一种父母能够接受的方式，制止这
种爱的继续付出。

对很多老人来说，您其实可以不用那
么“坚强”，毕竟孩子们已成年，他们完全可
以为您分担一些责任。找个适合时间，把
自己的琐事、难事、烦心事，一股脑儿跟孩
子们聊聊，让他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这
不仅能让自己的心里敞亮、轻松许多，也是
一种必要的亲情交流。

事实上，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只
是付出自己的爱，还有感知对方的爱。您
说对吗？

面对儿女，您不必太“坚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醉人的年味儿，充满了仪式感，忙碌而幸福。

留住民俗，留住年味儿

请给乘客一个温馨提醒

新闻背景：近日，市运管局对上一年度出租车
司机服务质量信誉进行等级考核，并公布了一份
违规经营的出租车司机名单，45名出租车司机被
责令停业接受再教育。春节将至，市运管局公布
投诉电话，欢迎市民吐槽打车遇到的糟心事儿。

□许之

乘坐出租车便捷轻松、省心省
力，如果遇到个健谈有趣的司机，
还有意外收获。

然而经历并非总那么愉快，偶
尔也会烦心。有一次，我们一行人
乘出租车参加一个重要的亲友聚
会，下车时，只顾高兴说笑，进酒店
后才发现随身所带的大包小包礼
品忘在出租车后备厢里。我们立
马回头去找，出租车已不见踪影。
在酒店服务员提醒下，我们赶紧拨

打了110。
因未要发票，没有出租车车牌

号，想了很多办法我们也没找回丢
失的礼品。通过这件事，笔者建议
进一步升级出租车软件，在乘客准
备下车时播放语音提示：请拿好自
己的随身物品，尤其是放在后备厢
内的箱包等，给乘客一个及时、温
馨的提醒。

同时也要加强对出租车司机
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遇到乘客遗
失物品，司机要积极上缴，予以
归还。

请给司机一个温情关怀

□雪飞

出租车司机的职业素养代表
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好的感情互
动，能使彼此“合作”更愉快。

一次，我带女儿乘出租车，付
款下车时，我对司机说了声“一路
平安”。“谢谢！谢谢！这是我第一
次听客人这么祝福我们！”司机这

么大的反应，令我始料未及，也有
点儿脸红。从那以后，每次乘坐出
租车，我都会把这句话送给司机。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春暖”。
如果我们能理解出租车司机的不
易，用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们，多说

“谢谢”“辛苦了”，而不是以上帝的
身份自居，乘客和司机之间就会形
成良性互动，会相处得更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