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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暑假只是一个时间段的称呼而已，当父母的焦虑，那是一年365天，天天都在线。现在，孩子还是孩子，一年又一年，将来，孩子终究会长大。所以，如果说眼前的暑假价值在哪？那或
许就是多了些陪伴的时间，多了每天早上七点，她过来叫我们起床了……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李纪平

就这样，这个炎热的夏天里，我和我的“小猴子”时而“亲密有间”，时而又“亲密无间”，融融泄泄地度过着属于我们的夏天。

我和“小猴子”的夏天
■夏春燕

和女儿一起的生活多姿多彩，我们彼此享受着这种亦亲亦友、亲密无间的亲情。宁静的夏天里，我家有女初长成，我们将继续手挽手肩并肩地
苦乐同行，继续享受着我们那份独一无二的母女情。

享受独一无二的母女情
■浦 蓉

这样一来，孩子们学得主动
又投入，也学得快乐和有成效，
看在眼里也很欣慰，也是对全家
的一种“减负”。就像挂在天空
永恒不变的明月，我对暑假的期
待，何曾不是儿子日记本里描绘
的样子……

西瓜+作
业+兴趣班≠暑假

■王 萍

在这里，我所认为的做自己，至
少是先把目光移到自己身上，别一味
只关注孩子。如果自己充实、快乐、
有责任感，更有情绪管理能力，才会
带动孩子的正能量发展。

做妈妈还是
做自己

■洋翻芋

暑假暑假，，和孩子相处……和孩子相处……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既是渐

行渐远的分别，也是剪不断理还乱
的悲喜……”这段话让我有种说不
出的焦灼，回头看了眼在一旁那磨
洋工的、关心身边一切细微声响的
却唯独不想做作业的小女，总觉得
她还幼稚得很，无法接受她过了这
个暑假就要上小学四年级的事实。
一想到她再过两年就要进入初中
了，为父的我就挠头，就这样的学习
态度将来怎么考高中、考大学啊？
天呐，时间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

因为我们夫妻俩都是老师，我还
是班主任，回想平日里上班，她还没
醒我已经去学校了，晚上我刚晚自习
结束到家，她已经要准备睡觉了，一
周至少两晚如此，相处的时间虽说和
其他人相比还算可以，但我自己还是

觉得已经少了许多。以至于有时静
下来仔细看看她，会惊讶于她又长大
了不少，再想想待她读初中、高中时，
她将天天晚自习，那我还能有多少时
间陪伴在她身边？这一想，为父的玻
璃心又有点裂了。

老友让我说说暑假和孩子的生
活，这让我有种要描述白开水是什么
味道的感觉。生活能有多精彩呢？不
就是一日三餐、看书（工作）吃饭呗。
暑假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家人能在一
起吃早餐了，能陪着她从早到晚，能看
她一天到晚“演技上线”。这会儿她正
在她妈妈的监督下练琵琶，孩子就是
孩子，陪伴和监督还是得有的，昨天我
下午出门忙了点事情，晚上在她妈妈
检查的时候，弹得那是一个胡乱不着
调，这事还连累我昨天挨了批评，现在
她妈妈时不时地一句：“继续练啊、别

停啊、怎么又半天没声音啦……”我都
缩在边上不敢吭声。

旅游？在疫情的影响下，今年
暑假戴着口罩，一家三口去了趟丽
水五日游。对待假期旅游，我们家
的态度一直是趁她现在的寒暑假生
活还没在无尽的题海中翻腾，那能
出去尽可能带她去看看，长三角的
不算进去，疫情前的那几年，厦门、
海南、香港、哈尔滨等，想着一年去
一个城市，带着她长长见识，别和家
里那只没下过楼的猫一样，抱着它
在小区里转一圈都能紧张得炸毛。
有一回我问我女儿：“还记得你小时
候去过的土楼吗？”女儿一阵摇头让
我有那么一会儿觉得这钱又像舞蹈
班那样打水漂了，回头翻开电脑里
的相册，看到那个对着皮皮虾两眼
放光的贪吃鬼，或是那个短胳膊短

腿的、在那劈叉劈得哭鼻子的小可
爱，嘿嘿，又感觉挺值的。

看书？因为夫妻俩工作的关
系，平日里互相讨论中还有和同事
间聊天中都得出的小学语文是重中
之重，且真正的是需要厚积才能薄
发的观点。所以看书这一块，从小
在她妈妈的培养下看着看着，渐渐
养成了习惯，每天的看书时间不用
督促，这点真是让为父感动得很
呐。至于看什么？我们的态度一直
是，只要不是网络上那种凑字数的
爽文小说，那都是可以的，目前看来
她对科普类兴趣比文学类多点。

锻炼？没有体育细胞的她，我
们夫妻俩是不指望她能在学校运动
会拿名次了，但是身体素质还是要
的，回想上班那会儿看到的那帮初
三学生每天大课间那大汗淋漓地跑

掉半条命，将来那种高强度的训练要
是轮到我女儿了，她能吃得消吗？得
提早规划啊，从她幼儿园大班给了我
们一种“体育我是不行”的感觉开始，
暑假一开始，就轮滑、篮球、羽毛球一
样样地学过去、试过去，如果没问题
的话，明年暑假应该会给她安排学游
泳。没有运动基因的老父亲对这事
充满了惆怅和焦虑。

其实，暑假只是一个时间段的
称呼而已，当父母的焦虑，那是一年
365天，天天都在线。想以那和她
年龄一样的经验辅其左右，想以那
并不多的金钱顾其前后。现在，孩
子还是孩子，一年又一年，将来，孩
子终究会长大。所以，如果说眼前
的暑假价值在哪？那或许就是多了
些陪伴的时间，多了每天上午七点，
她过来叫我们起床了……

儿子属猴，也许由于这个

缘故，他精力充沛得让人咋舌。他
喜欢跟小伙伴们玩一切有英雄情
结的打打闹闹的游戏：什么奥特曼
打怪兽啦，安全特工队啦，迷你特
工队啦……他的名字一会儿叫“福
特”，一会又变成了“皮皮鲁”。我
们这一幢楼里有两个跟他同龄又
是同学又玩得特别好的孩子。三
只“小猴子”就这样在各个故事中
随意切换着角色。而我们家也毫
无悬念地成了他们的“花果山”。

每天，还没等我睁开眼，对门
的“小猴子”已经敲响了我家的门：

“皮皮鲁，起床了！”儿子一听，小脑
袋立马竖了起来，眼里闪着快乐的
光芒：“妈妈，鲁西西来了！”然后就
欢呼雀跃着跑去开门：“鲁西西，我
来了！”随着“嘎吱”的开门声，热热
闹闹的一天开启了。我倒是挺乐
意儿子有那么多的小伙伴一起玩
的。暑假，不就应该是一大群伙伴
的欢腾吗？记得小时候，我也是这
样天天串门不着家的。

有了伙伴的日子，“小猴子”做

事情也变得很有主见。放假前夕，
幼儿园里发放了暑假班招生的信
息，我跟他爸爸商量着要不要报。
后来，还是决定征求儿子自己的意
见，结果他二话不说就去找他的小
伙伴商量了，带回来一个结果：“妈
妈，金意涵和陶心言她们都报了暑
假班，我也要上暑假班！”于是，一
个“难题”迎刃而解。

暑假班是下午四点下课，走过
门厅的转角他能一眼从簇拥在门
口的一大堆家长中认出我，于是蹦
跳着朝我飞奔过来：“妈妈，你今天
写不写字？”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
是我在书房里练字的时间。这个
时候，室外暑气正盛，热得像个蒸
笼，而书房里是适意的 26 摄氏
度。三只“小猴子”鱼贯而入，从地
板上躲到钢琴底下，从钢琴底下爬
到榻榻米上，又从榻榻米上跳下来
躲进炕桌的肚子里……整个书房
瞬间被“猴子们”的欢叫声填满。
我也挺喜闻乐见这样和谐的画面
的：不大的空间里，儿子就在我的
眼皮子底下，我也在他的身旁，他
有他的世界，而我亦有我的空间。

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让我们彼此
都觉得舒适，颇有闹中取静的意
味。他们闹归闹，吵归吵，但从来
不会撞到我，因为他们都知道，碰
到了我的手，我的字会写坏掉的。

每天吃过饭的傍晚是我的遛
娃时间。我有时会带他去学校浇
花。久而久之，他就知道妈妈几
天会去一次，他帮我算好了时间，
像一只小闹钟一样准时地提醒
我：“妈妈，今天我们该去浇花
了。”他很喜欢浇花，因为他觉得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几片
枯黄的叶子，一只从花盆里蹿出
来的小蚱蜢抑或是一只四仰八叉
死掉的甲壳虫都是他快乐的源
泉：“妈妈，为什么小蚱蜢跳起来
这么高？”“为什么小天牛会死
掉？”“为什么……”我们一起探究
着动植物界的秘密。

有时，我会带他去楼下的草地
上玩。他总能找到自己的小伙伴，
跟他们一起滑滑板车或者捉迷藏，
而我则沿着草地四周的水泥小路
一圈儿又一圈儿地刷着我的“万步
有约”。晚风轻柔，夏虫欢唱，孩子

们的欢声笑语伴着老婆婆们整齐
划一的拍手舞声飘荡在头顶的夜
空下。我在他心理安全的界限以
内，他也在我安心放手的范围之
内，而我们各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
小小空间。我们，都乐得自在。他
跑累了玩倦了，跟他的小伙伴挥手
说“再见”的时候，往往我的步数刷
得也差不多了。然后一起心满意
足地回家。

洗完澡后，“小猴子”会爬到床
头的书架上翻一本自己喜欢的故
事书让我讲给他听。讲故事的时
候，是一天中我们最“亲密无间”的
时候。他会依偎在我的怀里，静静
地听着，一动都不动，温顺得像一
只小绵羊。偶尔，他会睁大他那双
好奇的眼睛，问一串“为什么”。故
事讲罢，我们互道“晚安”，他小身
体一翻，小肚皮一挺，睡眼朦胧就
进入了梦乡，一天的美好时光结束
了。

就这样，这个炎热的夏天里，
我和我的“小猴子”时而“亲密有
间”，时而又“亲密无间”，融融泄泄
地度过着属于我们的夏天。

“暑假里，除了做作业，我还

想吃西瓜、冰激凌，和爸爸妈妈弟
弟去旅游，还要去海边游泳，真的
很开心……”翻开儿子的日记本，
依然有不少错别字，可这一次我没
有选择批评他。

在暑假来临以前，我已经为
家中两个孩子制订了学习计划，
由各类兴趣课和课外作业组成。
家里的四位老人，也认领了各自
的接送任务。我们认为，只要跟
着计划走，今年的暑假一定能有
序进行。

哥哥的尤克里里课、写字课，
弟弟的乐高课、识字课，兄弟俩的
架子鼓课……回家后，哥哥继续写
作业，弟弟读绘本，还有阶段性的
小测试。

半个月过去了，大人小孩每天
忙得像陀螺，可学习的效果却并不
理想。哥哥的作业本上“×”多于

“√”，笔迹潦草；弟弟上课注意力
不集中，态度散漫，家中气氛、亲子
关系一度很紧张。

直到有一次翻开了儿子的日
记本，读到了孩子内心对暑假真实
的期待，我不由得陷入了思考，暑
假应该有序，但确实也不能少了

“有趣”。
接下来，我们立即调整了原有

的计划，将孩子的学习诉求和开展
社会实践、提升生活技能融入了进
来。

哥哥想要专注学习游泳和架
子鼓课。自己想要学的效果就
是，每天自觉反复练习，不知疲
倦；弟弟在哥哥的指导下，学习
生字、背诵古诗和 10 以内加减
法。学习之余，他们热衷参加社
会实践，如“听爸爸讲那过去的
事”红色研学活动；参观《忆儿
时》——印象弘丰漫画展；兄弟
俩躲在家里最开心的事，莫过于
吹空调、看电视、吃西瓜，但也跟
着奶奶和外婆学会了不少生活
技能，像煎荷包蛋、做蛋糕、自制
棒冰等。

这样一来，孩子们学得主动又
投入，也学得快乐和有成效，看在
眼里也很欣慰，也是对全家的一种

“减负”。
晚上散步的时候，儿子突然问

起：“妈妈，你们小时候的暑假是怎
么过的呀？”

“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没有现
在好，没能学那么多东西。除了做
作业，就是在家里和隔壁邻居玩
玩。”我回答。

“所以现在，只要你们想学的
想做的，我们一定全力支持。”我继
续说道。

我不知道，孩子们有没有相信
这样官方式的回答。

就像挂在天空永恒不变的明
月，我对暑假的期待，何曾不是儿
子日记本里描绘的样子……

盛夏，如期到来。火热的

太阳炙烤着大地，瓦蓝瓦蓝的天空
晶莹剔透。暑假，也如期而至。身
为教师的我，送走一张张活泼可爱
的笑脸，我也回归家庭，接回正读
高中的女儿，享受这宁静的夏天。

暑假第一天的标配，应该是潇
洒地“跑”一回。处于“倒时差”期
间，我们的生物钟还是在清晨 5点
40分醒来，心血来潮的我们决定
去早锻炼。一番“武装”后，我和女
儿来到了城西绿道上。密实挺拔
的树林给人一股凉意，绿道跟随绿
波荡漾的河道曲折蜿蜒，远处是成
片开阔的绿色稻田，满眼都是醉人
的绿。我与女儿，一前一后，亦跑
亦走，有说有笑，你追我逃，好不惬

意！跑完步，来到喧嚣的大街，我
与女儿享受大饼油条豆浆，慢生活
让这油腻的生活瞬间有滋有味了。

网上流传“不怕同学是学霸，
就怕学霸过暑假”，为了和学霸的
距离靠近些，我和女儿也积极行
动起来。上午，她自己安排学习
作业，我呢，给女儿来一杯清凉的
菊花茶，然后我做家务，偶尔也会
拉拉女儿的后腿，和她聊聊八卦，
一起吃吃水果。中午，我们各自
刷手机，她追她的偶像，我追我的
剧，然后我们互相各种怼，互相各
种吐槽，她嫌我跟不上时代脚步，
不敢尝试新事物，沉浸于老阿姨
式的各种聊天中。我说，那是你
不懂什么是经典，那些都是经得
起时间的洗涤而沉淀下来的。而

你所谓的明星，很多都是靠颜值
撑的流量小生，想要登得高走得
远，必定要有一番作为。不过最
终发现还是老阿姨的我输了，因
为我会跟着女儿一起看各种综艺
节目，在养眼的基础上，跟着一阵
嘻嘻哈哈，不也快活！下午女儿
还是进行作业，我进行各种“外
交”，料理完家务琐事，偶尔泡一
杯浓香的咖啡，在咖香馥郁的空
气里跟着女儿一起走进书香，真
有“时光静好岁月安然”的感觉。
晚上我和女儿一起走进高燃的奥
运会，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看到
女排失利回天乏术时，我们黯然
神伤；看到体操健儿受到不公正
评判，我们义愤填膺；看到年仅 14
岁跳水小将获得金牌，最大愿望

是为母亲治病，我们热泪盈眶；看
到百米飞人苏炳添冲进决赛创造
历史纪录，我们振臂高呼……看
着女儿的起起落落心情，我想，这
就是一个当代中学生最好的爱国
情愫呀！

女儿学习之余，我带着她去
旅行，一起登高远眺，体味一览众
山小的豪情，一起逛街看电影吃
串串，一起去外婆家孝敬二老，一
起参加亲友的聚餐……和女儿一
起的生活多姿多彩，我们彼此享
受着这种亦亲亦友、亲密无间的
亲情。

宁静的夏天里，我家有女初长
成，我们将继续手挽手肩并肩地苦
乐同行，继续享受着我们那份独一
无二的母女情。

“妈妈，我们明天都要去避

暑了，你一个人好可怜呀！”女儿在
去山中避暑前一夜搂着我的脖子，
担心地和我说。我却毫不避讳地
抱起女儿转了个圈：“妈妈一个人
才不可怜呢，因为我终于可以享受
自由生活啦！”

孩子不在身边，我捧起电脑，
一边敲打着这一段文字，一边回忆
我和孩子相处的暑期。

搜索脑海词库，“七十二变”当
属最贴切、最精辟的概括。做了母
亲之后，恨不得自己长出三头六
臂，最好再有七十二般变化。司机
妈妈，暑假，女儿的行程满满当当，
做妈妈的完全不闲着，累了困了，
车里打个盹是常有的事；陪练妈
妈，假期的学习之余强身健体必不
可少，陪游泳、陪跑步、陪练琴，都
是必修科目；厨师妈妈，假期，孩子
的一日三餐都在家里解决，煮鸡蛋
吃厌了，荷包蛋、鸡蛋饼、蛋挞等变
着法子地信手拈来；导游妈妈，趁
着假期出游，各种攻略、历史由来，
全部都是必备知识；陪读妈妈，孩
子阅读，做妈妈的自然不能沉迷手
机，育儿类的、心理类的、鸡汤类
的，各种书籍一应俱全……

记得在电视剧《三十而已》里，
顾佳有一段独白：“坐月子的时候，
顾佳已经死了，我现在是许子言的
妈妈。”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
感受颇深。我有一群朋友，也是这
两年来，聚餐、网聊最多的一群朋
友，我们彼此互称“XXX妈妈”，她
们都是我女儿同学们的妈妈。我
们一起吐槽，一起带娃出游，一起
抱团成长。但是，其中大部分妈妈
的名字，我至今未知。

这个时代总是对当妈妈的有很
高的期待：要兼顾家庭和事业，要温
柔体贴，要无私奉献……可是我们
也会深陷做妈妈还是做自己的矛
盾中。那么，所谓的自己，是去掉妈
妈的身份后，剩下的那部分吗？但
抱孩子时温柔的你，孩子生病时彻
夜不眠刚强的你，工作间隙想念孩
子的你，也都是真实的自己啊！与
其抱怨着“下辈子再也不做女人”，
不如好好把握当下，寻找属于妈妈
的自我。毕竟，首先做好自己，才能
传达最正向的能量给孩子。

孩子不在身边，我自由地拿起
手机，刷起新闻。手指往下滑着，
暑假里育儿的新闻一条条令人唏
嘘：陪孩子写作业，自己哭得比孩
子还厉害；因为教育孩子，上演了
一场“高速路逃亡”；唠叨孩子把自
己气跑，吓得孩子报警找妈妈……
看到这些新闻，我在想，到底这些
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大概是，过高
的期待和孩子现状的不匹配以及
作为母亲的疲累。假期里，妈妈在
要求孩子阅读的时候，自己能否做
到专注地阅读？妈妈在要求孩子
练琴的时候，自己是在刷手机还是
在葛优躺？

在责备孩子之前，先问问自己
是否做到。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也
可以“在夹缝中寻求喘息”，陪读的
时候，读自己喜欢的小说；做家务
的时候，邀请孩子来做小帮手……

在这里，我所认为的做自己，至
少是先把目光移到自己身上，别一
味地只关注孩子。如果自己充实、
快乐、有责任感，更有情绪管理能
力，才会带动孩子的正能量发展。

假期里，孩子和家长一起打理小菜园（王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