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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课

忆童年

酷，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

趣 味 和 品 味 相 结 合 的 时 尚 。 本 版

设有：大眼界、品人生、草根秀、忆

童年、书与人、俺爹娘等栏目，期待

您的关注与参与。

互动邮箱：1803050696@QQ.com

张军霞

前些天，和一位远在外地工作

的老同学聊天，她说春节不打算回

来了。我理解她的苦衷，假期只有

短短的七天，从她所在的城市启程，

往返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三天，而

且因为春运人太挤，交通不方便，一

路上又是火车又是汽车，实在太辛

苦了。

“路太远了，我也是没办法啊。”

她在感慨之余，发过来一个十分无

奈的表情。

没想到，就在昨天，我却看到她

在朋友圈里说：“真是亲爹娘呀，明

年春节，还是我回家吧！”原来，自从

听说了女儿一家春节不能回来的消

息，她的父母就悄悄开始行动，找人

帮忙买了火车票，准备了各种他们

全家爱吃的土特产，然后抱着“你不

回来，我们过去！”的信念，两位年过

花甲的老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跻身于春运大军的行列，一路克服

重重困难，最后终于到达了女儿的

家。

“路这么远，春运又这么挤，你

们也真的啊，万一出点什么事，我可

怎么办啊？”老同学面对从天而降的

父母，在惊讶之余和心疼之余，又忍

不住抱怨。母亲却说：“我们就你这

么一个女儿，大过年的连个面也见

不着，我们在家吃得再好也没滋

味。你事情多，没时间，害怕路远，

我们不怕，也不会给你多添麻烦，回

去的票早就买好了，住几天就走

……”

“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在哪里，

哪里才是家啊，他们心里只想着团

圆，两千多里的路也不嫌远……”老

同学感慨万千地讲述父母如何在春

运路上奔波，我听得眼眶都湿润了，

禁不住想起住在楼下的那对夫妻。

他们来自南方，主要推销一种品牌

饮料，处于创业阶段的他们，生意一

直不怎么好。

就算这样，春节前这些天，我也

看到他们在忙着准备年货，把一辆

轻便的面包车塞得满满的，说是他

们要开车回去，除了带给双方父母

的年货，还有不少带给儿子和女儿

的礼物。“开车回去，路真远啊！”当

我这样感慨时，男人说：“回家，心里

高兴，不觉得远！”女人也说：“说远

也远，开车要走两天，可我太想孩子

们了，恨不能一步飞回去，多远也不

怕啊。”

是啊，年底了，每个人都在盼着

团圆，有的儿女奔回老家，有的父母

不顾年迈奔向儿女，一路舟车劳顿，

多累多苦也不会放弃。因为，他们

心中有爱，有爱不觉天涯远。回家

的路，就在眼前，好好团圆，过个好

年。

熊益军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窝在有

暖气的房间里，或坐在取暖器前，

固然安逸闲适，可我总觉得缺了点

什么。许是怀旧情结作祟吧，不禁

想起小时候的冬天，那些有趣好玩

的取暖游戏。

童年时代，冬日的乡村，到处

枯枝光秃，败叶遍地，衰草连天，满

眼萧瑟。凛冽的北风、逼人的寒气

冻得我们瑟瑟发抖。那时没有任

何电器取暖设备，坐在低矮阴暗的

教室里，仿佛待在冰窖中一般，手

脚麻木，不听使唤。记得一下课，

我们便直奔教室东面那堵朝阳的

老墙下，分成两组，靠在墙上互相

对挤，大家嘴里“吭哧吭哧”喘着粗

气，拿出吃奶的力气，挤得不亦乐

乎，不时有人被挤出来，又快速回

到队伍后面加入对挤的行列，用不

了几分钟，个个浑身发热，有的额

头上已是汗水涔涔。上课钟响，回

到教室，原先冻僵的手，再次握笔

写字，居然灵活自如。这种简单乃

至原始的游戏，就是至今仍令我难

忘的“挤油”，每每想起这个游戏，

还觉浑身来劲，活力顿生。

“跳脚脚儿”，也是小时候冬天

我们常玩的游戏。在平地上按一

定的规则划上格子，找来一块小瓦

片放在格子前，然后一条腿提起，

另一条腿单脚起跳，全程都必须如

此。将瓦片踢进格子里，人跟着跳

进去，再踢，每跳一次，都要将瓦片

踢进相应的格中，若踢出了格子，

那么这一盘就输了，由伙伴接着

玩。这种游戏无须什么器材，随时

随地可玩，又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我们玩起来总是乐此不疲，不知不

觉中浑身就热乎乎了。

岁月流转，一去不返，可“推铁

环”这个游戏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旋

转。铁环是从家里旧木桶、木盆上

卸下的，再找根一米来长稍粗点的

铁丝，头部弯成方钩状，就成为所

谓的“推子”。玩耍时，先将铁环往

地上一抛，让其滚动起来，然后人

跟上去，将推子的方钩靠在铁环后

面轻轻地向前推。刚开始玩时，跑

不了几步铁环就倒下了，后来越玩

越精，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高低

不平的石街上、狭窄的巷子里，乃

至田塍阡陌上，我们也玩得得心应

手。在手中推子的“驾驭”下，铁环

像长了眼睛似的，要它往哪儿就往

哪儿跑，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运转

自如。上下学路上，学校的操场

上，到处是我们推铁环的身影，尽

管北风呼啸，滴水成冰，而“寒冷”

二字却早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

“抽陀螺”，也是我们那时百玩

不厌的游戏。找一段直径三四厘

米的圆木，去老街的木艺行“车”成

上圆下尖状，再在尖部嵌入一颗钢

珠，陀螺就做成了。然后拿一根一

米来长的竹竿，扎上细长的布条或

粗带，用来做抽陀螺的鞭子。玩的

时候，将鞭子的布条缠在陀螺上，

然后一只手猛地将鞭子向旁边一

拉，另一只手同时松开，把陀螺尖

端朝下扔到地上，只见陀螺“立”在

地上滴溜溜转个不停，你用鞭子

抽，越抽陀螺转得越快，抽陀螺发

出的声音，清脆、响亮。每天傍晚

放学后坐在家里做作业，一听到外

面抽陀螺的“啪啪”声，我就坐不住

了，立马拿起家伙跑到外面加入抽

陀螺的行列，直到天色大黑母亲喊

吃晚饭，才依依不舍地收起家伙回

家，彼时早已是满头大汗了。

至于打铜板灯、拍纸板，亦是

我们冬日热衷的活动。女孩儿们

则喜欢玩丢沙包、跳皮筋等游戏，

常常玩得大汗淋漓仍不罢休。

如今的孩子成天沉迷于电脑

游戏，哪有我们当年玩的游戏有趣

啊？好多次，我真的想喊上几个孩

子到小区的空地上，玩一玩我们当

年玩的游戏，可他们愿意吗？说不

定他们还会笑话我老土呢！

光阴荏苒，几十年，弹指一挥

间。那些游戏早已沉淀在了岁月

深处，然而我还是无法忘怀。当

年，就是那些游戏温暖了我的冬

季，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

日子。至今，一想起那一幕幕，心

头依然热乎乎的，温馨不已。

刘秀竹

当小林（化名）的妈妈接到阿豪

（化名）的来电的时候，她是有一点愕

然的。

阿豪是小林的同班同学，从小一

起玩着长大的，双方家长也蛮熟悉

的。阿豪和小林现在共同在一所中学

的8年级读书，两个人同班，因为个头

相仿，因此座位也很相近。

在班里有个叫丹（化名）的女孩

儿，一直是小林心仪的女同学。青春

期前期的年纪，对于异性出现懵懂的

莫名好感，是符合这个年龄的特点的。

但是丹显然跟阿豪更亲近一些。

这让小林有点不舒服。这一点小林也

跟妈妈聊过，他问过妈妈，如何才能让

丹更喜欢自己一些。为了跟丹更亲近

些，至少要超过阿豪，他也曾立誓：努

力学习，成为学霸，让丹更注意自己。

但是这一晚，阿豪打电话说，自己

的自行车在下课回家的时候，经常会

发现链子是掉的，有的时候车筐也是

坏的，阿豪直言不讳地说：“怀疑是小

林搞得。”

小林的妈妈直觉上觉得自己的儿

子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又担心小孩子

恶作剧也说不准。她没敢直接问自己

的孩子是不是他干的，而是迂回地聊

起这个话题。

要说呢，小林的妈妈真的是一个

聪明的妈妈，她知道如果直接问的话，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干的，都会给

孩子带来伤害。

经过母子迂回的对话，小林的妈

妈基本上倾向于不是小林做的，但是

她也真是担心，如果真的是小林做的，

没能及时教育改正错误的行为，会对

儿子将来的成长不利。

她有点为难。如果换一个角度思

考这个问题，阿豪的电话实际上是一

个陷阱，就是如果顺着阿豪的思路思

考这个问题，就会掉进小林的妈妈目

前面临的难题：拿不准是不是，所以不

知道如何引导教育。

但是如果让思维跳出这个怪圈，

将小林和自己都从问题的卷入者抽

离，当作一个旁观者去看去讨论这个

问题，就会发现，是或不是小林做的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件事发生

了：当懵懂的恋情萌芽的时候，如果两

个人共同喜欢上同一个异性，有可能

会带来其中一个伤害另一个同性的可

能性。从这个角度入手讨论这个问

题，就会让问题面向的答案出口更扩

大，更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也能让小林

明白，有一些行为是被禁止的。

当自由的空间出现的时候，问题

讨论所导致的答案及结果就会更客

观；同时因为让讨论者从事件的卷入

者变成了旁观者，从而也让讨论的结

果更赋予可信任性。

这样做的最大的益处是让小林母

子的交流更具平等性，从而在青春期

前期以及青春期的年龄段的亲子关系

更加紧致与亲密，不会因问题的发生

而疏离。

有质量的陪伴是一种成长的陪

伴，真正的成长只有在跳出对与错的

二维空间进入更广大的领域，同时拥

有思维与讨论的自由才能发生。

回家的路，其实没有那么远

岁月深处，
那些暖人的游戏

有质量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