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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一个人的智力
由智商决定， 交际能力由情
商决定， 而他对金钱的支配
能力是由财商决定的。那么，

究竟该如何和孩子谈谈钱
呢？ 你是否愿意让孩子了解
家庭真实的经济状况？ 怎样
引导孩子对钱有合理的认
识？这个月，我们收到了很多
读者的留言，归纳起来，就是
一要实事求是， 二要有亲身
体验，不要回避和孩子谈钱，

而要及时帮助孩子树立正确
的金钱观。

———编者

甜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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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

育儿经

孩子打碎碗之后……

◆ 周珂银

    “我有一个 6?的女儿，有一次她不小

心打碎了一只碗，望着地上的碎片，看她一
脸惊恐的样子，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安慰她

的吗？”小妈妈抛出了话题。
这是一场由社区举办的关于育儿探讨

的读书会，参会的都是一些 80、90后的年
轻妈妈，其中不乏硕士、博士的高学历者。

接着，小妈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

说：我对女儿说，这个碗原本就有一个小裂
口，很容易划破手哦，今天你打碎了正好，

妈妈原来就打算扔掉的。事实上，这个碗本
身是好的，并没有什么裂口，我杜撰了一个

善良的谎言，这样可以消除孩子的自责心
理，起到安慰她的作用，不给她留下阴影。

对于这样的安抚方式，显然，现场反响
不太一致。有赞同、有敷衍，更多的是不置

可否。听大家虽有不同议论，但无非也就停
留在安慰的层面上。作为该社区杂志编辑

的我也参与其中，算是这个会上最年长的
“老人家”了。我对在场的年轻妈妈们说：你

们都是一些有文化、高学历的妈妈，有教科
书、有育儿手册等等，五花八门的“资料”看

多了，反倒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是不
是也可借鉴一下以前没文化妈妈那种自然

的育儿方式，譬如，孩子打碎了一只碗，她
们所做的，无非就是先关心一下孩子的手

有没有破，接下来或许是带有呵斥性的口
吻，说以后当心点，不要毛手毛脚的！就这

么简单。

一番“素语”竟然也博得了年轻

妈妈们热烈的掌声和一致赞同。然
而，总觉得意犹未尽，似乎还缺了点什

么？孰料，前不久，我们楼面上对门的邻
居，一位小妈妈给我补了一课。

这是一位 80后妈妈。她有两个女儿，
姐姐刚上小学，妹妹还在幼儿园。这天姐妹

俩在门口过道上玩，蹦来蹦去的，踢翻了墙

角边的一只小花盆，花盆从台阶上滚落，砸
成碎片。小姐妹惊慌失措。妈妈没有过多地

责怪，而是马上抱起妹妹，让姐姐把家里的
扫帚畚箕拿来。她对姐妹俩说：遇到这样的

情况不要用手触碰碎片，小心划破手。然后
她把碎瓷片扫入畚箕，在地上铺一些旧报

纸，再将碎片倒在报纸上包裹，告诉她们这
样做可以避免划伤他人的手。她将包裹好

的碎片放入塑料袋，带着两个孩子下楼，并
教导她们这个应该扔进干垃圾桶内。

平时在楼道上遇见这位年轻的妈妈，
我们仅是客套而已，话并不多。但这回见她

教育孩子的方式，却令人刮目相看，感觉到
这才是有文化妈妈的育儿方式。毕竟打碎

东西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给孩子一个现
场说教，既增长了孩子的生活常识，同时也

会让孩子们印象深刻，在以后接触易碎物

品中自然有了一份下意识的小心。

孩子犯错，本身就是一个成长过程；一
个生活积累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在犯错中

前行。倘若只想着安抚孩子，捋平他们在
“犯错”中留下的心理痕迹，就等于是剥夺

了他们的积累，或许只会培养出有着一颗
“玻璃心”的孩子。做父母的，总有力所不能

及的时候，不见得一直以“谎言”式的关爱

来尾随庇佑孩子的成长吧。
忽然意识到，那天会场上的发言，为何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哦，说来说去，我们只
囿于如何安慰孩子，却唯独没有讨论打碎

碗之后，该让孩子做些什么。
其实，一个 6?的孩子是可以接受一

些成人知识教育了。既然碗已经打碎了，
为何不借此机会教她如何打扫“战场”，

解决后续处理问题？想来，这个才是更
重要的。

◆ 陈立明

    晚九点半，儿子仍靠在床头看书，我催

他赶紧睡，他却撒娇般嘟囔：“再让我看一
会儿嘛，一会儿，就十分钟！”十分钟到了，

还不睡，连劝带哄，终于让他如小猪般拱入
被窝。

刚躺下没一会儿，他又迅速爬起来，穿
着内裤，光着膀子，踢踏着鞋，往书房跑，边

跑边咕噜：“我想起一件事，我想起一件

事！”我以为他忘写作业了，正准备说他几
句，他三下五除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

攥在手里，踢踏踢踏往客厅跑，跑得太急，鞋
一打滑，一屁股蹲在地上，“哎哟”叫了一声。

儿子肉嘟嘟的表情，逗得我想笑，但却
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见他一

骨碌爬起来，把手伸到我面前，伸开五指，
一颗威化糖呈现在我眼前：“这是科学得满

分，老师奖励的，你尝尝，再给妈妈一半！”

我心里一暖，仿佛春风拂过平静的湖面。
“老师奖励你的，你吃吧！”我笑着把糖往儿

子手里塞。儿子踢踏着鞋，小屁股扭得花鼓

灯一样，一忽跑走了。

撕开糖纸，里面的糖已经支离破碎了，
估计是被书挤压碎的，但却阻挡不了它的

甜！我拈了一小块饼干碎，放入口中，入口
即化，从嘴甜到心。男孩免不了顽皮、写作

业马虎，骂他，偶尔还揍他，却阻挡不了他
一如既往地爱你。

那天跟妻子出去办事，拐去久违的步

行街逛了一圈，中午在烤鸭店吃饭，点了半
只烤鸭，开吃前妻子嘱我拿了一只碗，挑了

中间的几块肉，鸭腿、鸭翅、鸭胸全留在了
打包盒里，又去买了几块鸭油烧饼，吃完饭

一并打包带走。路上，又称了二十块钱板
栗，这也是步行街的招牌吃食。

下午放学，娃一进门就像馋猫一样，嗅

到了鸭油烧饼，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来就
啃，啃得满嘴葱油屑，边吃边赞：“真香！爸

爸，这个饼子从哪买的？真香！”晚上，剩下
的烤鸭在烤箱里烤热，鲜香扑鼻，儿子抓着

鸭大腿，啃得满嘴流油。啃完鸭大腿，儿子
把鸭翅夹给妈妈，妈妈又夹给我，我又夹给

儿子，儿子嘟囔：“你们吃吧！你们不吃，我

也不吃了！”转悠了一圈，鸭翅又回到了盘
子里，鲜香萦绕。

牵挂与被牵挂，都是一份和煦春风般
的暖，醉人心田。碎了的威化糖，转圈圈的

烤鸭，都是生活的原味，盈满了生活的甜
与香。

来之不易

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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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孙飞飞最初知道钱的用处是从坐“摇

摇车”开始的，有时一天摇好几回。 再大一点，

就学会了在弹子机前打弹子， 后几乎成瘾，他

开始知道钱是好个东西，可以让自己快乐。

飞飞上幼儿园后，为了让他知道，钱是

来之不易的，我们就带他一起观察卖菜的老
奶奶是如何赚钱的。 那天，等了好长时间，就

是没人来买老奶奶的菜。 就这样，飞飞有点

懂了：赚钱是不容易的。 有一回，乡下舅奶奶
送来许多蔬菜，冰箱里也放满了，吃不完会

烂掉。飞飞主动提议，我们去卖吧。我们把菜
包成 2元钱一份，拿到小区门口。 飞飞见人

就喊：奶奶快来买菜呀，欢迎爷爷来买菜。 还
真有一位好心的奶奶，觉得稀奇，买了两份。

关于吃零食，我对飞飞讲：家里吃的零
食很多，你如果不在外面买，就每天奖励你

5元钱，装在一个小罐子里，这些钱就归你
了。这个方法还真灵。关于他的钱该怎么用，

我们也有协议。 大人主动买给你的，大人出
钱；你要买，大人基本同意的，各出一半；你

要买的，大人不同意的，你自己出钱。方案实

施以来，飞飞很节省，不随便买东西了。 现
在，我们常常要鼓励他消费。 我说：“勤俭节

约是对的，我们要提倡。 但在有条件的基础
上适当花费也是对的。 ”

———陈民宪

    儿子曾问过我们：“爸爸妈妈， 我们是

不是百万富翁？”他大概是看到哪本书里提
到了“百万富翁”这个词，对自己家庭财富

产生了好奇。当时，老公是这么回答他的：

“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数值是不是达到富人

阶层，其实和绝对数没关系。比如在 30 ?
前，万元户就很有钱了，更别说百万了；但

现在，拿出一万块钱并不困难，而且上海的

房子比较贵，你拥有一套房产，就是百万级
别，但并不一定就说明他是富人。你可以说

我们家是‘身家百万’，但我们不是富人。”

其实， 这并不是儿子问我们关于 “财

产”的第一个问题，我完全能理解他对于“家
庭经济基础”的求知欲，这也是孩子内心寻

求“安全感”的一种方式。我不主张让孩子从
小 “远离金钱概念”， 让他们拥有最基础的

“财商”应是当代育儿的题中之义。

面对他关于“钱”的提问，我们从不回
避，但秉承一个原则：实事求是。一个孩子

从小会“哭穷”或者“装富”，是因为他们跟
着大人有样学样，我们觉得这并不好，完全

是一种病态的“财富观”。我也一直和儿子
强调，如果你将来贫穷，也不必特别自卑，

要能靠一技之长安身立命； 如果你将来富
有，也万不可做“骄奢之人”。你现在衣食无

忧，但还应注意节省，比如节约用水用电，

不要浪费纸张———很多时候， 并不是我们

付不起买不起，而是这些都是有用的资源。

学会“省着点用”，把钱花在刀刃上，更进一

步学会简单的“投资”，让钱生钱，才能让生

活变得真正好起来。

———伊森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