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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戒掉批评指责

看过一则故事。
妻子总为一些小事，对家人大吼大叫。女儿弄

乱了房间，儿子将课本忘在学校，丈夫回家太晚，都
会被她劈头盖脸地痛骂一顿。

有一次，她在家准备晚餐时，大声招呼家人过来
帮忙。丈夫和儿子忙着玩游戏，只有女儿过来摆好
了一家人的餐具。可她不但没有表扬女儿，反而生
气地嚷道：“你就只会做这么点儿小事？”

女儿觉得委屈，跟她顶了几句嘴，她便不依不饶
地责骂孩子不尊重自己。丈夫听不下去，帮女儿辩
解，她又将矛头转向丈夫：“都怪你太惯着她！”

不过是一件琐事，最后扰得一家人争执不休，大
动干戈。

都说家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可一旦充斥着冷
言恶语，它就成了制造伤痛的炼狱。就像作家德赛
莱所说：“容忍和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
么家庭呢？”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勺子总有碰到锅沿的时
候。如果总是锱铢必较、针锋相对，只会让亲情产生
裂缝，将彼此越推越远。亲人不是对手，无须一争高
下；家也不是战场，不必论谁胜败。

小事不计较，大事不责难，在纷争中各退一步，
家庭才能真正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

2
戒掉相互拆台

俗话说：“相互补台，好戏连台；相互拆台，一起

垮台。”
长久而稳固的关系，往往离不开彼此之间的帮

衬和支持。一家人，更是如此。
朋友大伟最近心情很低落，他的儿子习惯用左

手写字，但是孩子爷爷让他用右手写字，因为大家都
是用右手写字，听爷爷一说，孩子就又换成右手写
字。

大伟看不下去了，坚持要他用左手写字。一是
因为用左手写字是儿子的个人习惯，二是因为他认
为左手写字的人会更聪明。于是孩子就又从右手换
成了左手。

大伟和父亲当着孩子的面争执了半天，孩子一
会儿左手，一会儿右手，不知所措。他也不知道自己
该用哪只手写字，因为用右手写字爸爸不高兴，用左
手写字爷爷不高兴，只好是谁在说话，就按照谁的说
法做。

在一个家庭中，看似一点小事，却各自为营，势
必会折腾得鸡飞狗跳。

有句话说得好，家庭这辆马车，需要全家人规划
好方向，朝着同一个方向拉车，才能跑得又快又稳。

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家庭里的成员应当统一
目标，各司其职。做决策前有商有量，出现分歧及时
沟通。

彼此相互扶持，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日子
才能蒸蒸日上。

3
戒掉掌控欲

每次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总会被其中的深沉
父爱所打动。但实际上，朱自清的父亲曾十分强势，

父子俩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朱自清结婚后，他和妻儿的大事小事也都要由

父亲做主。
当时，朱自清每月从学校领回工资，总是一半交

给父亲，一半贴补小家。他接连有了3个孩子后，家
里的开销变大，交给父亲的钱就少了。

父亲对此很不满，认为儿子的钱应该由自己来
支配。

为维护自己一家之主的威望，父亲还擅自去找
校长，取走了他全部的薪水。面对这样的控制，朱自
清忍无可忍，愤然从学校辞职，带着妻儿搬到了外
地。

随着年龄渐增，父亲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
题。他写信向儿子表达了悔意，表示不再干涉他的
生活，这才缓和了父子关系。

心理学家武志红曾提出过一个“浆糊逻辑”。
简单来说，就是家庭中没有边界感，一方总想掌

控另一方，久而久之，令人窒息的控制欲会逐渐腐蚀
亲情，让彼此心生隔阂。

真正的爱是尊重，是成全，是得体的退出，而不
是控制，不是牺牲，更不是放弃自我。不管是父母、
伴侣还是孩子，都是与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
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

彼此理解，平等沟通，卸下套住家人的枷锁，才
会有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

人到了一定年纪，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其实
是家庭。没有谁愿意生活在一个矛盾丛生，争吵不
断的家庭。而一个家庭的幸福度如何，取决于每个
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

守护好亲情，经营好家庭，同舟共济，家庭自会
兴旺发达。 来源：人民网

一个家庭走上坡路

从戒掉这3种内耗开始

“一个家庭要想往上走，最大的阻碍不是贫
穷，而是家庭中的内耗。”家里有什么样的氛围，
就会有什么样的气运。整日为琐事争执折腾，鸡
犬不宁，家早晚会衰败。相反，一家人事事体谅，
处处包容，自然和顺美满。戒掉以下3种内耗，就
是一个家庭走上坡路的开始。

《目送流水》是作家宁红瑛新近推出的的散文集。这
本书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聚焦个体感受，把远行的足迹、故
乡的美好、长情的记忆串联到一起，抒发了对自然风景、
人生态度以及生活本身的文学表达。在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女性世界不仅有柴米油盐、儿女情长，更有山长水
阔、高情远致。

行走于大地上，宁红瑛不断地用脚步丈量，用心灵感
受，将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从镜头移至笔端，似秋风呼啸，
如春江流淌。在她的散文集《目送流水》中，一朵飞花、一
声鸟鸣、一缕晨光、一片白云、一株狗尾巴草……这些司
空见惯的事物，在作者眼里“都是大自然投来的一次微
笑”。《那一夜，我登上了乞力马扎罗雪山》记述了她登顶

“非洲之巅”的难忘经历，“对登山者来说，除了生死，其他
都只是擦伤。”她觉得，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在别处，所以才
有了对远方的期盼。故而，在《最美的时光在路上》一文
中，她写道：“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还应该在大地
上行走，不断地行走，接受天地万物的规约和检审。”时间
与自我之外，天地万物，道法自然，任何生命都是时空的
一个过客。

简单的生活，有了情感的浸润，便无时无处不美好；
反之，即便“门庭若市”，如无真情的注入，日子一样苍白
乏味。宁红瑛的笔下，有一部分文章是专写“情”的，温婉
细腻而又不失平实的生活感。“父亲和奶奶如一条隐秘的
岁月之河，一直悄悄流入我的心田，一路滋养我，治愈着

我的童年。”《我与父亲》讲述了父亲为了让“我”谅解母亲
曾经的“无情”，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你妈想你了’‘你妈
比我更想你’，父亲手里一直捏着砖石和土块，用它来修
补这条路。”而《味蕾上的故乡》字里行间难掩激动，作者
颇为自得地写道：“我是吃着洋芋长大的……无论你怎么
做，怎么做都好吃，甚至还可以来一桌以洋芋为主料的满
汉全席。”沉甸甸的乡情，跃然纸上。

宁红瑛的文字，还有着悲悯的一面，从个体的生命体
验上升到对所接触群体的共鸣，勾勒人间的温情与苍凉，
掘出生命深层的希望和悸动。《大山的守望者》里的江老
师，是色米依村小学唯一的老师、唯一的校长、唯一的校
医，他从没想过要走出大山，离开孩子，“我们走出很远，
上了山坡，他还站在那里……像色米依的山，像色米依的
树，像色米依的石块，深植于这片土地。”作者不以旁观者
的角度记录，而是从一个参与者、同行者的角度，观世间
烟火飘向远方，揭示出生命的渺小与伟大。

翻阅《目送流水》，愉悦有时，落泪有时，沉思有时。
或长或短的字句间，可以感受到流水的时急时缓，风光的
时浓时淡，缘分的时深时浅，千山归来，温情依然。

尘世仰望，人生忽醒。灵魂一旦睡着，便化身成冰，
让世界冰冷而自我僵化；一旦醒来，则消融为水，润万物
而生奇迹。在这本书后记部分，宁红瑛写道：“不管你以
什么样的方式活着，人生或得、或失、或喜、或悲，要紧的
是心中的那一泓清泉不能没有月辉。” 刘学正

尘世仰望
人生忽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