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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大学谈恋爱是早恋，大学毕业后不立马结婚生孩子是不孝。
● 万事皆为你好，不管你愿不愿意。

● 鼓励孩子独立思考的意思实际上是：你想的要和我想的一样。
● 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所以有知道孩子所有隐私的权利。

● 乖=听话=按我说的来做=好孩子。
● 棍棒底下出孝子，不听就打。

● 小孩子嘛，哪来这么多心里阴影，于是就可以任意辱骂。
● 稳妥的道路即最佳。

● 总认为自己的人生经验可以抛弃现实条件套用在孩子身上。
● 孩子就是孩子，不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完整的话语权。

●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错的永远是自己的孩子。

把恋爱换成练爱是笔者
故意的。

单纯、浪漫的大学生最
可能超越物质利益去练习
爱 对 方 并 接 受 对 方 的 爱 。
在练爱中去发现各自被家
庭 环 境 烙 下 的 文 化 印 记 ，
去 发 现 各 自 的 时 间 观 念 ，
去发现各自在消费上的抠
门、精细、大方，去发现
各 自 的 饮 食 口 味 、 吧 唧
嘴 ， 学 着 去 争 执 或 妥 协 ，
学着去回避或沟通。

在我的身边，有一些父
母不愿意儿女们在大学谈恋
爱，最怕出性问题。在这些
父母心中，最好是大学时代
恋爱越晚越好，大学毕业后
结婚越早越好，似乎儿女们
在心理上都有一个切换开
关，只要扳一下，儿女们毕
业后就会娴熟地进入结婚

“预备役”。
当然，接受儿女在大学

谈 恋 爱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一位女儿的父亲就给
我讲过一件事。女儿在大
三时某一个长假，说要跟
男朋友出去旅游。父亲心
里很纠结，不同意显得古
板，同意又觉得心里有坎
儿。这位父亲还是咬了咬
牙直接问：那你们出去怎
么住？女儿语塞。父亲接
着说：你一定要去我也拦
不住，不过最好等毕业以
后 吧 …… 其 实 他 心 里 很 难
受。这也是不少父母不愿
儿女在大学谈恋爱的痛点
之一。

同样也是一位女儿的父
亲跟我讲，在女儿大二时，
他找了一个机会坦率地对女
儿说：谈恋爱会情不自禁，
最好不要发生什么，但心理
上要有预案，要有对后果承
受的预设。即使出了状况，
和爸爸妈妈讲，我们一起去
解决是最优选择。一定放
心，爸爸妈妈不会责备你，
爸爸妈妈理解信任你。

举这两个例子并不表明
有儿女的父母就很轻松，棘
手的问题几乎是同样的，男
孩子的责任担当也是练爱的
一个重要科目。

在 大 学 练 爱 是 要 花 钱
的，父母对此也很纠结。“银
根”收紧会让儿女不体面，
货币“宽松”又怕儿女搂不
住。拿捏好度，与儿女开诚
布公地交底家庭经济实力，
倒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作为父母，儿女的恋爱
婚姻，除了正确的引导管
束，父母自身婚姻的经历也
是儿女们的生动教材。父母
在婚姻生活中的继续练爱，
会帮助儿女认识婚姻的本
质，了解婚姻的务实，学习
和提高未来在婚姻生活中需
要具备的能力和素养。反
之，父母吵吵闹闹、父母的
算计自私、父母的好吃懒
做、父母对自己父母的轻慢
不孝，都会给儿女的心底投
下深深的阴影。每一个家庭
就是一所恋爱婚姻的学校，
父母就是儿女的高年级校
友。

所 以 我 想 说 ， 大 学 期
间，父母不妨积极和儿女互
动，帮助他们在恋爱中练好
爱，这样“毕业之后好结
婚”才有可能成为父母期待
的现实。

练好爱
好结婚

■ 朱 煦■ 朱 煦

“又到一年毕业季，找工作难，
还面临着被催婚。”小康无奈地说，
恋爱嫌早，结婚又嫌晚。父母让我的
压力好大。

刚毕业不久的小康大学毕业之
前，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女孩子，当
时他上大三，那个女生上大一，父母
觉得他与那个女生的年龄相差太大，
逼他分手，当时他极其不愿意。父母
为了逼他分手，就断了他的生活来
源，同时找来七大姑八大姨来说服
他。最后无奈之下，他只得和女友断
了联系。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小康
说，毕业之后不久，父母就让他去
相亲。他很不愿意，因为每次相亲
的对象他都不喜欢，直到现在也没
有合适的。他心里很怨恨妈妈。“父
母可以引导我，但不能控制我，不
能代替我去经营我的人生。”小康
说，刚开始的确不好受，因为之前

20 多年的人生中，父母给我的一切
要求都是以学习为主，没谈过任何
其他的事。结果大学刚毕业，他们
突然态度一转，认为现阶段最关键
的是找对象，然后结婚生子，其它
反而都成了次要的。

“我想我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教
育制度和家庭环境之下肯定不是少
数，人们觉得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的
样的事，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最重要且
唯一的任务，若非在恰当的年龄做该
做的事，在常人眼里便是不正常，也
不为社会所容忍。比如在读书时谈恋
爱，那就会被扣上‘早恋’的帽子，
被老师和家长严厉打压。”小康说，
父母要相信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
择，与其让他必须做什么、不做什
么，就应该从小培养好我们的价值
观。

“妈妈总是说，24岁结婚，26岁
生孩子。这样以后的生活会很好。但
是他们总喜欢把他们的成功经验移植
给我，认为自己的人生经验可以抛弃
现实条件套用在孩子身上。”小康说
道。

“有一天晚上我整晚没回家，因
为忍受不了父母给我的压力。妈妈一
直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就不停抱
怨，我一回来就催婚。妈妈着急地
说，可以托媒人再找别的合适的女孩
子。但我和爸妈在这件事上的矛盾其
实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化解。”小康
认为，父母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前，承袭了那个年
代的传统观念。改革开放后崇尚自由
的我们，思想和父母完全不同。父母
想凭借经验凌驾于我们之上，而我们
想突破条条框框。

“我现在的压力好大，不只是工
作，更多的是父母给我的压力。我想
说，我的恋爱我做主，这样的人生才
是我的人生。”小康苦笑着说道。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妈跟我
说：“儿子，别太早谈恋爱，大学
学习也很重要。”我爸估计也是这
么想的，他们俩是典型的中国传统
父母。

我知道爸妈的顾虑，是怕影响
我学习，尤其是对于我这种高中专
心学习的学生来说，他们更怕我到
大学就松懈了。大概还怕我刚离开
父母，心智不太成熟，不会处理感
情问题。我们班一些女生的父母不
想让女儿太早恋爱，还因为担心女
生会吃亏。

但是很有缘，我大一下学期就
找到了女朋友。半年之后才跟父母
说，当时他们有点儿不高兴，也没
说什么。但是，知道我谈恋爱之
后，每次打电话都问东问西，今天

跟女朋友去哪儿了呀，女方家里情
况怎么样呀，问得我很烦。我开始
的时候赌气，不给他们打电话，但
是父母主动打给我，又很烦。再后
来我就想他们也就是怕我处理不
好，所以就转变策略，打电话时适
当提及一些我跟女朋友相处的事
情，让他们放心。慢慢地，他们也
就不问了。

到现在我跟女朋友已好了 6
年。大学毕业时，我爸就问过我结
婚的事情。等我考上了研究生，很

多同学连孩子都有了，我爸妈就有
点儿急了。现在硕士毕业，他们又
开始催。对于他们来说，给孩子办
婚礼是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所剩不
多的大事，办完了心理上就轻松
了。再说，我跟我女朋友都好这么
长时间了，我爸觉得要有个结果。
他还有一个考虑，想让我赶紧从学
生转变为社会人，毕竟结婚了身份
就不一样了。

不过，我现在还不想结婚。毕
竟我刚毕业，什么物质基础都没

有，我不太想完全依赖父母。爸妈
岁数也不小了，供我读书这么多
年，不想再让他们辛苦。看他们
急，我就把想法跟他们说了。他们
很理解，反而安慰我：没事，这些
事情是爸妈应该做的，你只需要把
你的事情办完。

现在，其实很多父母都希望孩
子毕业后尽快结婚，所以干涉大学
谈恋爱的情况已经慢慢变少了，我
觉得我爸妈的想法就有所改变，要
不然，毕业后哪儿能那么快找到合
适的人？我们虽然有过小的冲突，
但是还好，我主动跟他们交流沟
通，体谅他们，他们也就尊重我。
这样一来，我们双方的冲突就很容
易化解了。

丁 琪整理

大多数的中国父母似乎都遵从
一套“神逻辑”：孩子上学期间谈
恋爱就是早恋，但是大学一毕业就
得赶紧谈恋爱结婚。简而言之，恋
爱嫌早，结婚嫌晚。

然而我认为，恋爱和结婚，也
得遵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量变引起质变。但是我的父母似乎
很着急，想要一步到位地促成质变
的飞跃。于是，我和许多刚毕业的
学生一样，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
地：父母号召全家的亲朋好友帮忙
物色、介绍合适的相亲对象。

这是一场参与人员十分多的
“战役”：我的大姨、三姨、姑姑、舅
妈、我妈妈的同事和同学，甚至我姨
奶奶的儿媳妇都帮我介绍过对象。

最为奇葩的经历分别来自我妈

和我姨奶奶的儿媳妇的介绍：我妈
妈曾经在理发店聊天的时候，听闻
老板娘的侄子和我竟然是同一所高
中毕业的，认为这是极大的缘分，
于是两人热络交流起来，想要撮合
我和老板娘的侄子。然而他们在热
络的聊起来之前，都忘记问这个男
孩子是不是已经有了女朋友了。于
是，这段故事还没开始就画上了句
号。

第二个奇葩的相亲经历，更是
让我哭笑不得：我大伯母 （姨奶奶

的儿媳妇） 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和
一个第一次见面的舞伴聊了起来，
在迅速地掌握了这位阿姨儿子的生
辰八字、学历、工作等基本信息之
后，她立刻萌生了要把这个男生介
绍给我的念头。而恰巧这位阿姨的
儿子刚下班回家，路过了她们所在
的广场，于是被立刻拉过来，在这
两位热情爆棚的妈妈的监督之下，
给我打了电话，我俩在电话里支支
吾吾半天，场面十分尴尬。当然，
这段故事最后也是无疾而终了。

我相信，这场“战役”将是一
场持久战，而“参战人员”也将越
来越多。

其实我也理解，父母是为我
好，希望我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另一
半，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不过，老话说的好，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感情这种事情，终究不
是像考试一样，多模拟几次，分数
就会有提高。很有可能亲朋好友急
急忙忙介绍来的“试卷”是一份理
科试卷，而作为文科生的我，注定
不会得高分。我更希望的是，能够
在一种从容的心境之下，自己主动
选择一本“好书”，去慢慢品鉴。
目前来看，我还是得和我的两位

“监考老师”多多沟通，这样，才
能交上一份我们都能满意的答卷。

“鸭梨山大”
■ 李志慧

““鸭梨山大鸭梨山大””
■■ 李志慧李志慧

在我小时候，算命先生就给我
父母预言道：“这个孩子在中学时
候会有早恋，你们注意一下。”

果然到了中学，父母就对我的
“早恋”保持高度警惕，隔三差五
地就到班主任那儿探听我的感情动
向，“风声”很紧。当时自己觉得
学习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使碰上了
心仪的女孩，也没敢迈出那一步。

恋爱经历能让人成长很多，“早
恋”没成，其实现在想想，我挺后悔
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假想再回到那
个时候，去谈一场“情窦初开”的恋
爱，同时我也自信能做到恋爱与学
习的双丰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
可追。”我现在大学毕业了，父母也
就把“催婚”提上了日程。

回到家，父母在饭桌上经常会

谈到：“你的同学某某在几月几号
结婚了”；“你同学某某生了一个大
胖小子，他的父母这么年轻就当上
了爷爷奶奶”；“你同学家的孩子学
东 西 真 快 ， 这 么 小 就 会 叫 奶 奶
了”。爷爷奶奶辈儿的催得就更直
接了：“啥时候把你对象领回来给
我们看看啊？”

我一直是理解我的父母的。不
管是中学时的“防早恋”，还是现
在的“催婚”，都是在为我操心、
着想。他们从过来人的经验给我提

供了可靠的建议。所以面对父母的
暗示和提问，我都是比较理性地回
答他们：“刚毕业，需要安定住自
己的工作和生活，感情问题的解决
还不是第一位的任务。但我也是时
刻准备着的，给我时间吧。”

时代不同了，三代人的恋爱结
婚观念有较大的差异。爷爷奶奶辈
儿的那个年代，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大，结婚生子的年龄都比较小，成家
立业是“赶早不赶晚”。到了我父母
这一代，再到我这一代，观念有了更
多元开放的变化。如今，每个人通过
网络就可以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新鲜事物和新鲜观念，每个人对恋
爱和结婚这种大事都会有自己的考
量，所以儿女与父母之间应该有更
多的选择与包容。 凌 波整理

一毕业就相亲
■ 项 月 北京某公关公司职员

理解父母催婚
■ 毕贞昌 烟台大学2015级毕业生

沟通化解隔阂
■ 王 浩 中国人民大学应届硕士毕业生

中国父母
“神逻辑”

恋爱嫌早？结婚嫌晚？恋爱嫌早恋爱嫌早？？结婚嫌晚结婚嫌晚？？

中国父母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孩子高
中大学谈恋爱是早恋，大学毕业后不立马结婚生孩
子是不孝。如今又到大学毕业季，听听刚刚踏上社
会的职场“小菜鸟”们心中是怎样吐槽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