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苏雅结婚 10 年， 一直
是姐妹圈中最令人羡慕的女人，
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一位宠爱
她的老公 ， 一个活泼可爱的儿
子。 我曾见过苏雅的老公， 感觉
他算得上是位十分谦和本分的男
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表憨厚
的男人竟然出轨了， 我依稀记得
那天苏雅是怎样流着眼泪向我哭
诉她老公的种种罪行。 本着劝和
不劝离的原则， 我说： “也许离
婚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更不是围
城的唯一出口。”

苏雅没有像大多数女人失控
般歇斯底里地与老公大吵大闹，
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 她都表
现得极为平静。 最终， 苏雅用了
3 年时间换回了老公的浪子回
头。 再一次见到苏雅时， 他们一
家三口在逛街， 那情景很幸福，
我相信他们真的重新开始了。

步入婚姻多年的我， 亲历了
婚姻的种种， 绝望时也曾怀疑结
婚是否真是种错误？ 曾假设自己
处于苏雅当年的境地， 会怎样做？
会潇洒地说离婚还是像苏雅那般
隐忍地等着爱人回归？ 静下心，
细思量， 离婚， 其实并没有想象
中轻松潇洒。 爱情容易， 只是两
个人的事。 然而， 一旦步入婚姻
的围城， 则不仅爱情， 还关系到

三个家庭的和谐 （两个原生家庭
和一个新组建的小家庭）， 承载着
双方父母最深的牵挂， 若有了孩
子则更多一层难以割舍的牵绊。
所以谢杏芳会原谅在她孕期内出
轨的老公林丹； 马伊利在文章出
轨后， 回应且行且珍惜……

这个浮躁的年代， 在道德绑
架下， 局外人面对这样千篇一律
的故事， 都一致认为必须离婚才
有尊严。 唯有当局者明白离婚背
后的那种恐慌， 毕竟经过恋爱和
婚姻漫长岁月的沉淀， 两个人除
了经济上的联系， 还有因为感情
产生的依靠与不舍。 这种内心痛
苦的纠结又岂是局外人能真正懂
的？ 很多时候， 问题中的夫妻，
一方选择原谅对方比选择离婚更

需要勇气， 更要承受非人的痛苦
与煎熬。

一段感情多少总会有些波
折， 即使最幸福的婚姻， 一生中
也会有 200 次离婚的念头和 50
次想掐死对方的想法， 更何况普
通人的婚姻呢？ 如果能在过错中
学会成熟， 共同承担面对婚姻危
机， 加倍珍惜今后的生活， 也许
会是另一番天地。

婚不是不能离， 硬要把两个
无爱的人捆绑在一起， 只会造成
更大的伤害。 若不再爱， 离了，
也请足够坚强地活着 。 我只想
说： 离婚真的不是婚姻这座围城
最好的出口 ， 至少不是唯一出
口。 所以若还爱， 试着放下， 好
好珍惜， 莫轻言离。 赵素美

■会心一笑

２０16年12月8日 星期四 编辑：张丽 邮箱：471901473@qq.com 版式：胡雪文16 婚恋家庭

■婚姻物语

不少学者认为， 成年后的人际状
况， 往往与儿童时期的交际能力密切相
关。 换句话说， 幼儿时期的交际能力越
强， 长大后的人际关系越好。 那么该从
哪些方面入手， 着力培养孩子的交际能
力呢？

带孩子走出家门 父母要尽量创造
机会， 让孩子与年龄相近的人一起玩，
还应该经常带孩子到户外玩耍。 如果孩
子缺乏自信， 家长可以适当帮助孩子，
比如， 给孩子买一些玩具， 让他与别人
分享， 或是营造氛围， 让孩子表现他擅
长的东西， 从而引起同伴的关注。

让孩子养成有礼貌的好习惯 待人
接物有礼貌， 是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行
为准则， 也是交际的必备条件。 这看似
是一件小事， 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有着
重要的影响。 说话有礼貌， 一般都会给
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也更容易被人接
纳。

鼓励孩子参与购物 购物也是一个
让孩子了解社会、 融入社会的窗口， 像
购买文具、 零食和打酱油之类的小事，
家长尽量交给孩子去做， 让他们自己去
挑选东西， 自己去询问价格， 自己去支
付账单。 孩子自己购买东西， 一般都会
获得售货员的夸赞， 这会让孩子有一种
成就感， 从而更加乐意参与社会活动。

不要代替和限制孩子交往 在日常
生活中， 有的家长担心孩子无法正确表
达， 常常替孩子说话， 充当他们的 “代
言人”， 久而久之， 孩子就完全依赖大
人， 或是懒得答理他人。 这也是一些孩
子为什么在家里活蹦乱跳， 而在外面沉
默寡言的原因。 因此， 当别人向孩子问
话时， 家长最好不要帮孩子说话， 尽量
让孩子自己回答， 除非场面极其尴尬，
否则家长不要轻易介入。 还有一些家长
因为担心孩子在外面闯祸、 学坏或是受
到伤害， 常常限制孩子与人交往。 实际
上， 这样做是错误的， 要想提高孩子的
交际能力， 就必须让孩子多与人接触，
多与人交往。

理解孩子的“不好意思” 害怕陌
生的环境， 遇到不认识的人害羞、 胆
怯， 这是孩子的正常反应， 就像人天生
就怕黑一样。 拒绝陌生， 是一种本能反
应，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家长千万不要
因此而指责孩子， 那样只会加深孩子的
恐惧， 使孩子更加封闭自己。

周礼

邻居刘大妈今年年初患脑中风
后， 就卧床不起了， 她刚满 65 岁。
和她住在一起的儿子非常孝顺母亲，
每天下班回到家， 首先就来到母亲
床边， 嘘寒问暖。 经常给母亲喂她
想吃的饭菜， 帮她擦洗身子。 由于
妻子工作忙 ， 日常照顾母亲的活 ，
全由他包揽了。 父亲孝敬奶奶的举
动 ， 也深深影响了上高三的儿子 ，
尽管他面临高考， 每天学习任务十
分繁重， 仍挤出时间来陪伴奶奶一
会， 给奶奶喂水， 以此分担父亲的
劳累。 邻居们都说， 刘大妈孙子能
够做到这一点， 全是他父亲的榜样
作用。

由此可见， 孝敬家中老人， 也

需要传帮带。 在每个三代同堂的家
庭里， 要树立并且保持孝敬长辈的
好家风， 父母亲传帮带的作用不可
低估 。 他们对长辈说话轻声细语 ，
做事处处温柔体贴老人， 对家中子
女都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
用， 子女会学着父母样子做， 对爷
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十分孝敬。 一个
和谐文明的家庭， 是由好的家风做
支撑。 父母亲言传身教的作用， 能
够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 愿
有更多家庭的父母， 在孝敬长辈方
面， 对子女能发挥出更好的传帮带
作用， 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
的佳话来。

盛敏

病得不轻！
一天我感觉很

不舒服， 于是请假
去医院看病， 医生
看 了 看 对 我 说 ：
“你病得不轻啊！”
回家经过一个药房
的时候， 我进去称
了一下体重， 当时
就吓到了， 然后茅
塞顿开： 这么重，
难怪医生说我病得
不轻。

胡香文 (河南)

离婚不是围城最好的出口 带孩子走出家门

孝顺也需传帮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