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从你内心的热情，多和朋友在一起，学会
失败，接受自己成为自然的人，简化生活，有规律
地锻炼，睡眠，慷慨，勇敢，表达感激。

———十条幸福的标准
两个人的时候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有自己。

———在爱情里，要懂得成全对方，给彼此独
立的空间；在爱情外，要懂得经营自己，给自己成
长的空间

娃睡后，我熬的不是夜，是自由。

———一个集厨师、营养师、教师、司机、采购、

安全防护员于一身的妈妈，比任何人都需要一段
真正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

良心无愧，身体无病，胸中无累，肩上无债。

———理想的生活状态
（综合）

早茶闲话

“养蛙”与养娃

胡杨

说到父母与子女的沟通问
题，最近一款火爆的小游戏《旅
行青蛙》，在我看来起到了良好
的作用。

有一个
12

岁女儿的“养蛙”

朋友说：“最近朋友圈被一只小
青蛙刷屏了，几天前我还对频繁
念叨自己蛙儿子的朋友表示嫌
弃，结果现在也化身成一个操心
磨叽的老母亲，不可自拔。 这就
跟养娃一样， 怕他饥来怕他寒；

他在家的时候，我就盼着他赶紧
出去玩；他出去玩的时候，我就
盼着他赶紧回来。这不正是我们
做父母的想法吗？ ”

一个年轻朋友坦言：“养了
几天蛙，我开始理解父母了，也
终于明白最爱我的人是谁。 ”

据说《旅行青蛙》是日本生
育部门为了测试年轻人生育意
愿，联合游戏公司开发的。如果
玩游戏超过一周， 游戏就会给
玩家发一封

3500

字的长信，鼓
励生个娃。

其实，一个网络热词或者游
戏的广泛流行大多有深层的心

理诉求和群众基础。在一只虚拟
的旅行小青蛙身上，我们仿佛看
到了父母与孩子关系的众生相。

当青蛙带上你准备的背包
出去之后，你就开始想念他。我
现在写稿的时刻， 儿子大约已
经到了崇礼的滑雪场， 早晨

5

点出发，说三天以后回来。

他出去
1

个小时了、

3

个小
时了、

5

天了……怎么还不回来
啊？ 怎么连明信片都不寄一张
回来呀？是在外面迷路了吗？忘
了妈妈了吗……

而我的担心是， 他会不会
摔着、冻着、饿着……

种种的猜测、担心、忧虑，

这就是父母。

青蛙出去旅行背包里的东
西也分档次，越好的东西越贵。

每隔一个小时你要收一次四叶
草， 四叶草越多蛙才能吃得好
用得好，不能让他受委屈。甚至
会花钱充值， 就希望他能去更
远、更美好的地方去看看……

在能力范围之内给孩子最
好的，这也是父母。给他买上千

元的耐克鞋， 自己穿
300

元的
皮鞋……不管穷富， 给孩子的
都是最好的。

我在想： 如果每个孩子都
能从“养蛙”游戏中认识到父母
的用心，体会他们的爱心，那么
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就会消减。

当然， 做父母的也要时刻
换位思考。 爱孩子就要学会放
手，这是爱的成全。

的确，一只旅行青蛙，有的
人看到归来，有的人看到远行；

有的人发现世界， 而有的人发
现了爱。

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
是———根与翅膀。 无论何时请记
得飞翔；无论何地，都记得回家！

我妈让我帮她下载了一
个， 然后她把那只青蛙起成了
我的名字。 现在我妈的手机里
养了一只“我”。 她很开心地和
我说，那只叫“我”的青蛙给她
寄明信片了。 我希望我能是那
只青蛙， 至少看起来可以让我
妈开心。 但我觉得肯定不如它，

不如那只青蛙。

责编：付宇峰创意：金霞质检：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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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

有滋有味

·

世相百态

·

夹 菜

马海霞

同事叶子模样俊俏， 就是
有点儿胖， 但肉乎乎的反倒多
了些呆萌。

前几天， 我给她介绍了表
弟的同学大强。 小伙子工作、

家境都不错， 为人老实厚道。

俩人加了微信聊了几次，感觉
还不错， 便约了个饭店吃顿
饭，见个面。

第二天上班， 叶子就对我
吐槽， 让我告诉大强他俩不合
适。我忙追问：“咋了？是见了本
人和他在朋友圈发的照片差别
太大吗？ ”叶子说：“那倒不是，

他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帅气一
点。我是觉得此人没头脑。昨天
我俩第一次约会，他竟然喊了
一帮哥们儿去陪吃。 ”我替大
强解释：“年轻人嘛，可能觉得
第一次单独约会有点紧张，不
如人多，气氛更融洽些。 ”叶子
哼了一声， 说：“这也就罢了。

最可气的是，我们吃饭的那张
桌子转盘坏了，服务员上菜时
把一盘青菜放在我面前。 我第
一次见他和他那群朋友，自然
得矜持一点，不能伸长胳膊去
够远处盘子里的菜吧。 谁知道

大强一个劲儿给我夹菜……”

我不解地问：“夹菜咋了， 这说
明大强还挺有眼力见儿的，也
知道关心人。 ” 叶子白了我一
眼， 说：“什么呀， 大强看我老
吃前面盘子里的青菜， 献殷情
地对我说‘原来你爱吃青菜
呀’，说完净挑青菜夹给我。 我
又不好意思解释。 以至于后来
服务员上菜把焖牛肉放我面
前，我都不敢动筷子。你说大强
做事是不是不走脑子？ 他也不
想想，我若不爱吃肉，能长这身
膘儿吗？ ”

不争高低，只争朝夕

张正

我不是一个聪明人。 上初中时，我见识过一个
聪明的同学，数理化的练习册、试卷，别的同学做了
一份又一份，他不做，宁可一次次被老师狠狠批评。

他的理由很充分：那么简单的题目，看一眼就知道
答案，干吗还要浪费时间？中考，他比我多出三四十
分，优先上了能转户口的中师。

高中阶段，我又遇到一个聪明的同学。 高中的
课业负担，多重啊，我们一个个学得“苦大仇深”，成
天紧绷着脸。 人家可好，眉舒目展，该吃则吃，该睡
则睡。 高考成绩出来，人家上了重点大学。

别人有的天赋聪明，我没有，我只有勤奋。

我也不是一个圆滑之人，从来都不是。许多“道
理”我懂，但做不来，或者说不屑去做。

比如，在工作中，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要
学会装“小”，要学会主动迎合等。有人这样做了，能
力并不出类拔萃，得到的好处却有目共睹。 我这辈
子，磕磕绊绊，埋头苦干，名利也都不缺，但真正可
以放开手脚施展才华的机遇，实在有限。 无论在哪
里工作，都有人不愿我太出风头。这也没什么，我的
时间花在提高业务上，所以真正属于我、应该我放
射光彩的方面，别人是没有办法压制我、取代我的。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不必羡慕他人，但要做好
自己。

不聪明，没关系，别人一辈子能做好十个动作，

那就一辈子仅做一个动作；一次做不好，那就重复
十遍、一百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样，总能积攒
一点立足社会的资本吧？ 就像我，虽说高考只上了
一所普通院校，但一直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不断地
向前走，不知不觉间也领先了许多人。

不圆滑，那更没关系，以勤相补，埋头苦干，也
会有所成。 做一个勤奋的人，勤奋让人拥有一技之
长；做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做事不省力，总还有别
人需要的时刻。

不要有害人之心，害人，未必利己，忠厚善良活
得心安。

不要事事相争。长江水多，谁也喝不完，干吗与
他人抢某一只杯子里那点可怜的水？ 自己有能力，

活得有底气。

想明白了这些，不圆滑，反而活得更洒脱，更有
自信与尊严。

不同的人，天赋不同，也有不同的活法。 一个人，

若想真的开开心心，那必须在自己真正看重的、真正
有意义的那方面尽可能地优秀，把朝夕花在做有益的
事情上，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其他的，不必太计较。

不争高低，只争朝夕，这是一种活法。 “任凭弱
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