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回遗失的美好

    小孩几乎都有过丢东西的经历，我觉

得大人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不小

心丢了心爱之物， 你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这时的孩子是否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

这时， 我们可以让它有一个质的转
变，把坏事变好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面对， 一起想办法应
对，这是找回遗失的美好的第一步。

经过努力分析寻找，物品可能会失而复
得，此时，孩子会有意外的惊喜。如果真的找

不回来，我们也可理解为美好的东西是要和

别人一起分享的。 父母也可适当地开导教
育：之所以会丢失东西是因为我们缺乏管

理的能力， 如果能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

学会一种能力，就不会再丢三落四了。

———凝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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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板

    我曾给孩子讲过爸爸妈妈旅行时丢

钱包的故事，妈妈猜是在汽车上，想着汽

车还会折返，就到路的另一边去等，不想
居然很快来了，钱包还在刚才的座位上躺

着。那次，我开心得不得了。但如果那个位
子上没有呢？也只能说，至少我去找过了。

人生很要紧的一件事是学会放弃和

妥协。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努力过以后，

除了接受，也没什么好做的。 我们小时候
总被教育着上进努力，但很多时候，拥有

的无非是幸运，失去的却都是必然。

记得你拥有时候的幸运，记得丢失再

重逢时的幸运，看得到幸运，心怀着感恩，

对得失淡然一些，也许你现在不懂，但慢

慢长大了，你自己会懂的。

———颖静

    孩子丢了东西，无论贵贱，我绝不会

责怪他， 尤其当心爱的东西丢了之后，他
已处于自责的状态，责怪会增加他的心理

负担。我会严肃地和他一起“复盘”丢失的
过程，找到造成丢三落四的根源：注意力

不够集中、对自己的物品管理不当等。 然
后再一起探讨处理结果：每个失物都有价

值， 他可以通过家务劳动等方式来赚取
“积分”，用来购买新的物品。 这么做是让

他学会珍惜物品，体会到丢了东西是要付
出代价的，但这个代价并非“接受责骂”。

还有层用意我也会和他提： 人生总会

经历无缘无故地失去，哪怕再买新的，也已
不是旧的那件了。所以，有些“不小心”丢失

的物品，并不需要去补回来。 丢了就丢了，

心里要能放下；珍惜拥有的，才最关键。

———伊森妈妈

    当孩子丢了自己喜爱
的东西后， 作为父母， 你
会怎么做？ 你会受他们负
面情绪的影响吗？ 会安慰，

还是责怪， 抑或默默去买
回一件一模一样的替代物？

在收到的读者来信和留言
中， 有妈妈说， 她会先和
孩子一起复盘丢失的过程，

找到造成他丢三落四的根
源。 也有家长说要教会孩
子学会放下， 珍惜拥有的
才最关键， 帮助孩子找回
遗失的美好， 不单单是寻
找失物， 更重要的是帮孩
子找回自我管理的能力。

———编者

    分寸感没有统一的标
准。 但它会给人恰到好处的
感觉。 比如爱孩子的同时，

也懂得尊重孩子的独立性，

给孩子选择、 尝试和犯错的
机会。

◆ 鱼 爸

无法替代的情感

父母的“分寸感”

孩子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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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放下 珍惜拥有

屈指算来，女儿跟随外公外婆回老家

已有月余。周末，我和妻子匆匆赶去，看望
岳父岳母和女儿。

女儿见到我们，圆圆的小脸蛋笑成了
一朵烂漫的春花。她使劲搂着我的脖子，久

久不肯松手……
我们带了零食，女儿吃得很开心。过了

一会儿，她歪着小脑袋问我：“爸爸，橡皮泥

呢？”我忽然想起我曾许诺带一罐新的橡皮
泥给她。但前几天忙于工作，竟把此事忘

了。午饭后，马上带她去买。
没想到，买橡皮泥时，我和女儿发生

“战争”了。女儿选中一盒，包装精美，配有
几个动物造型的塑料模具，不过仅三五种

颜色。我也看中一盒，虽然模具少，包装简
单，但有十几种颜色，价格还便宜许多。女

儿对自己选中的那盒爱不释手。我反复劝
说，无果，干脆告诉售货员，按我手里的这

盒开票。女儿急了，捧着盒子朝我膝盖狠砸
了两下。“这还了得！”我连唬带喝，朝她屁

股上拍了几下。她的裤子厚，不会有多疼，
可还是躲在妻子背后嚎啕大哭了。后来，妻

子调解，我让步了，可女儿依旧闷闷不乐。
回家路上，我找她说话，她把头扭到另一

边，充耳不闻……
大半天时间，眨眼即逝。下午四点多，

我和妻子乘动车返回。以往，多是等女儿午

睡后，我们才走。那天她怎么也不肯睡，无

奈，岳母只得哄着带她去了附近儿童游乐
园，我们才得以脱身。

华灯初上，我和妻子打电话回家，是女
儿接的，听到我的声音，女儿很高兴：“爸

爸，天黑啦，你怎么还不回来，你去哪里
啦？”我按照老套路安慰她：“爸爸要挣钱，

给宝宝……”我话音未落，就听到电话另一

头已隐隐哭泣起来。“我每个屋都找了好几
遍，怎么也找不到你和妈妈了……”女儿抽

泣着，“我以为你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等你一下午了，你怎么也不带着我……

爸爸，我爱你，我以后保准听话……”女儿
恳求着，断断续续地泣不成声了。我的眼眶

湿润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更不知道该如
何安慰女儿，一串泪水，在百般抑制中落了

下来。
此前，岳父曾说，明年让女儿在老家

上幼儿园，我欣然答应。如今思来，我曾

经的这种想法太自私了。我决定尽快把女
儿接到身边，无论我们将来是否还会发生

类似的“战争”，我不能再让女儿觉得，与

父母有心的剥离感！

此刻，我也切肤地体会到，虽说外公
外婆视宝宝如掌上明珠，万般宠爱，可

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那份感情，是别人
永远都无法替代的。

家应该是个温馨甜美、开满爱之花的

地方，可有些家会伤人、有的爱亦会
“吃”人。父母们总是恨不得时时刻刻陪

在孩子的身边，于是，孩子的独立空间越
来越少。父母倘若一直不愿意放手，紧紧

抓着孩子，甚至试图控制孩子，那这个孩
子将永远是婴儿的状态，这跟他的年龄无

关。这一切父母以爱的名义，却忘记了要

保持分寸感。所以说，父母有了分寸感，
孩子才会有自己的空间、自由，有去做自

己、去说不的机会。
有位作家曾说，自己不记得爱过自己

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
烦他们，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

架；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
方面觉得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

是做不出来，连装都装不出来；最后，一
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这道出了很多人

对父母的感受。

曾经那么亲密美好的关系，为何会变

得硝烟弥漫呢？为什么亲子关系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紧张？我想，有很大

一个原因跟父母的分寸感有关系。
孩子小的时候，离开家是无法生存的，

所以他们只能忍受。此时，大多数家长并没
有试着去读懂、尊重他们的感受。当孩子不

听话时，他们只想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来

控制他们。孩子长大后，那些童年痛苦的记
忆还在。

其实，越早明白分寸感的父母，和孩子
的关系会变得越舒服越亲密。

分寸感是什么？它没有统一的标准，它
因人而异，但它会给人恰到好处的感觉。比

如爱孩子的同时，也懂得尊重孩子的独立
性，给孩子选择、尝试和犯错的机会。

的确，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年，他们需
要无微不至的关心，需要一个安全的成长

环境。可我们也要看到孩子对于自我的表
达。

哪怕一个两岁的小孩，也有可能跟你
举着小拳头说不。这正是他们在表达自己、

争取自己的权利。
一次，儿子小小鱼硬要把一块石头和

一丛毛茸茸的芦苇带回家。遇到类似情况，
我总是选择支持小小鱼，不过我会提醒他，

不要让芦苇的毛掉了，那样就不好玩了，掉
家里也不好搞卫生。建议包起来，或者放阳

台。他达到了带回家的目的，其他的话也都

愿意听了。

我们要相信孩子，他们并不是那样蛮
不讲理，有时只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们

讲，他们就只好蛮干了。
我们也要相信孩子的选择，他们也会

考虑后果，有时甚至比你还清楚地记得后
果。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放手让他们自

己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他们会明白什么能

做，什么不能做，下次就会做得更好。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放开孩子的手？也

许你会说等孩子准备好的时候。其实，很多
孩子早就准备好了。六七岁的他们，已经能

独立做很多事了，可大人对他们的印象依
旧停留在一两岁。懂得让开的妈妈，才能让

孩子的独立空间变大，才能找到真正的自
己，发展出健康的独立人格，也只有让自己

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的父母，才有足够的勇
气放手。

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
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

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
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

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
成功。这个足够好，我觉得是爱不能少，但

也不能过分多，因为多了也不是好事。这就
是父母的“分寸感”。找到跟孩子相处的模

式，需要耐心和智慧，就在每天的陪伴、交
流、对抗中。至于怎么做到有分寸感，那是

我们一辈子需要学习的。

看到幸运 心怀感恩

颖静 摄

◆ 王 欣

    虽说外公外婆
视宝宝如掌上明珠，

万般宠爱，可是父母
与孩子之间的那份
感情，是别人永远无
法替代的。

育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