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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龄青年进一言
刘尚 文

男大 当 婚，女 大
当嫁。未婚 男 女找一
个称 心如 意、志 同 道
合的 伴 侣 ，是人之常

情；愿 天下有情 人皆 成 眷属 ，
也是世人 的共 同 心 理。

目前，为 了 解 决 大 龄 青 年
的婚姻 大 事，各级
党政工 团 组 织，引
线搭桥，做 了 大量
的工作。各 种报刊
也花 了 不 少 精 力 ，
造了 不 少舆 论。婚姻 介 绍 所 等
也争 相 举 办联 谊 舞 会，为 他

（ 她 ）们 提供社 交 场 所。这 使
一些 大龄 青年从 忧虑 、苦 闷 、
失望 的 困 境 中 走 了 出 来 ，一 对
又一对地结 成 了 终 身 伴 侣 。

对一 些 时 至 今 日 仍 举 棋 不
定，延 误时 光 的 大龄 青 年 ，我
也曾 产 生 过 “哀其 不 幸 ，怒 其

不争”的 情 感。分析 原 因：一
是对对方要求较 高 ，从 身 材 、
职业、文凭 等 诸 方 面 苛 求 ；二
是求婚者 多 借 亲 朋 之 口 为 其 求
婚，见 面接 触 不 多 ，难 以摸清
对方真 实 情 况；三 是 年 龄 偏 ，
高，心理 发 生 变 化，性格孤 独

古怪 ，不 易 合群。当 然 还 有 其
它一 些 原 因 ，笔 者 就 不 一 一 列
举了 。

近日 看 到 某婚姻 介 绍 所 的
两副 对 联，读 后 不 禁 击 节 赞
叹，请 大龄 青 年 好 自 为 之 ，也
算笔 者 对其 进一 言罢 。

其一：寻 寻 觅 觅 ，韶 华 转
眼飞逝 ；

犹犹豫 豫，知 音 再 度 难
逢。

横批：莫失 良机。
其二：白 玉犹有瑕，求

人十 全十 美 哪里 遇；青春 岂
无限，择友千挑 万 拣 几 时
休。

横批：看 剩 下谁。
这两 副妙联，有

劝喻，有鞭 策 ，有 激
励。也有 对 举 棋 不
定、求 偶 要求 过 高 者

的轻 轻一 刺 ，有 如 春 风 细
雨，滋 润 心 田 。

愿一 些 大 龄 青年 改 变 一
下自 己 以 往 的 孤僻 性格 ，大
胆坦率 地向 对方 交 心 ，再 把
过高 的 择 偶 标 准 放 低 一
些……我 想 ，
你们 是会 得到
幸福 的 。

借鉴篇

家，是这样被毁的
姚春锋　姜一 功

说是西安某
厂有一对中年夫
妇，丈夫刘某工
作踏实，常受表
扬；妻 子为人忠
厚，心底善良。夫妻相亲相爱 ，小
日子过得挺不错。再说刘家隔 壁，
也有一对 中年夫妇，丈 夫 是 个 司
机，常年在外跑车 ；妻 子黄某在城
南一家工厂做工。两家 人 常 来 常
往，关系十分融洽 。
谁知天长 日 久，却
闹出一桩 “风 流韵
事”来。

原来司机老婆
黄某 ，看上了 邻 家
男人刘某 。一天夜
晚，黄某假装肚 子
疼痛，喊 醒 了 刘
某。刘的 妻 子就让
刘某用 自 行车将黄
某送往医院 。

在医院里 ，刘某跑 前跑 后 ，忙
得满 头大汗，好不容 易 给黄某看完
了病 。黄某却坐在长椅上呻吟 着不
走。当 刘某 催她 回 家，黄 某 却 酸
溜溜地说：“急什 么呢 ，让我再 休
息一会儿嘛。”说着 ，顺势 倒在 了

刘某的 怀 里……
此后 ，他们失 去
了道德规范 ，干
起了见 不得人的
勾当 。

没有 不 透风
的墙 。黄某 和刘

某的卑劣行径干得久 了 ，风 传到了刘
妻的耳朵里 。一天下午 ，她借故离家，
半小时后突然返回 ，推开家 门，发现
了刘与黄的丑行……狠心的刘某不但
不知羞耻，反而将 发现“秘密 ”的妻子

毒打了 一顿。
一九八三年

十月 ，为和黄某
结为长久夫妻 ，
刘某以 “夫妻感
情不 合 ”为 由 ，
与其妻 离 了婚。
当他 拿着离婚判
决书 去找黄某 ，
得到的 回答 是：

“ 当 初 诺 言 我
没忘 ，只 是 我

男人不愿离……”此时 ，刘某方知上
了这个 “狐狸精”的 当 。思前想后，
只好找亲友去向其妻赔罪 ，软心肠的
妻子终于原谅了他 。
　复婚后 ，刘某思想走 了 下坡路 ，
整日 花天酒地 ，挥霍钱财。最后他竟
挺而走险，撬门 扭锁 ，干起了盗窃的
勾当 ，被公安机关依 法逮 捕 ，判处两

年徒刑。在监狱里 ，他 忏悔了 ，流泪
了。他痛苦地说 ：

“ 都是我把这个家
给毁了。”

（ 插图 世 霖 ）

后
娘
就
心
毒
吗
？

·

孙
万
雄
，

我二十 四岁那年 ，妻子
因病去世了 ，留下 了一个两
岁的 孩子。后来 ，经朋友介
绍我和一个姑娘结 了婚。婚
后，我们 的经济收入并不宽
裕。不久她又生了孩子 ，这
样家庭生活 负担就更重了 。
我爱人忠厚善 良 ，丝毫不 计
较这些 。她勤俭持家 ，把家
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一
直生活得很幸福。

我们的两 个孩子 ，她都
一视同仁，给 以慈母般的 温
暖和爱抚。对于 前 妻 的 孩
子她更疼爱关心 。她常对我
说：“孩子 虽不 是我生的 ，
但我有责任把他养大成人 ，
不能让人说闲 话。”

尽管 如此，由 于社会上
世俗 观念 的 影响 ，一些人认

为“有后娘 就 有 后 爹”、
“ 后 娘心最毒”，对我的家

庭抱有偏见 ，对我的妻子妄
加议论。一次 ，由 于前妻生
的孩子不好好学习 ，我一气
之下，狠狠地训 斥 了 他 一
顿。这使孩子很害怕 ，躲在
外面不敢回 家。结果 ，人们
议论纷纷，反说是妻 子虐待
了孩子。就连她生的 孩子也
对我说：“爸爸 ，人家都说
有后 娘 就 有 后 爸……”对
此，我心里很难过 ，妻子也
感到非常委屈 和痛苦，很长
一段时间 ，给我们 的 家庭罩
上了 阴 影，生活得 很不愉快 。

难道 世上真的 是后娘心
毒吗 ？难道世上真的 有了后
娘就有 了 后爹吗 ？我看 ，不
是的 。但 是，“人 言 可

畏”，我希望一些人摒弃
这种陈腐的 世俗偏见 ，不
要给我们 这样团结和睦 的
家庭，带来 苦恼或酿成 不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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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青 年 家 庭 观念

及家 庭 结 构 的 变 化

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前和战争
结束后不久，日
本经 济 还 不 发
达，国家 和 国 民
非常贫困 ，家庭结构 基本保持着封建
时期的原状。一家几代 ，祖父祖 母 ，
父亲母 亲 ，成群的兄弟姐妹 ，组成一
个大家庭。父亲在家庭 中 享 有绝对的
权威 ，母 亲肩 负 着养儿 育女的 重任 ，
青年人则处于从属地位 。
　五十年代后期，日 本经济开始腾

飞，进入了所谓经济高度成长时期 。
家庭结构也受到了冲 击 ，迅 速向着欧
化发展 ，一个个以小两 口 带着孩子的
小家庭从大家庭中 分离 出来 。大家 都
在各式各样的公司上班，父亲 失去 了
权威 ，子女按照 自 己的 意愿行事 。

近来 ，日 本家庭结构又经历着
新的变化：三世 同堂的 家庭有增无
减，小家庭化的趋势大大减弱。究
其原 因 ，是青年一代的 家庭观念发
生了改变。例如，富士银行对一千
六百三十 四名 单身男女职员进行 了
调查 ，表明 男 子结婚后愿意和 自 己
的父母住在一起的 占 了百分之五十
九点八，不愿意同住的只 占百分之
二十七点九，约是二与一之比。女
职员 中 ，虽然还有将近一半 的人 ，
（ 百分之四十五点七 ）因为对姑嫂
关系难以处理的观 念 很强 ，结婚后
不愿与公婆 同住；但愿与公婆同 住
的却超过 了这个比 例 （百 分之 四十
五点九 ）。

据调查 ，男青年 中 ，有百分之
二十三点八的人 ，愿意在父母年迈
需要照顾时和父母 住在一起。有百
分之二十二点三的人愿意一直和父
母住在一起。女 青年 中 ，让公婆照
顾小孩”、“侍 候 年迈 的 公婆”而
愿与 公婆 同住的 占 四 分之一，一直
愿与公婆 同 住 在一起的 也 占 百分之
二十二点八。说明 日 本青年关心老
人的人增加了，并
且在经济上独立自
主的信 心 有 所 动
摇。
（ 瑞璜　摘 译 ）无题　蒋 思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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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之 事是青年人 自 己
的事情 ，要依靠 自 己 的 力
量，量 体 裁 衣 ，略有节余。
要把婚事办得 既 热 闹 又 俭
省，既 朴素 大 方 ，又 有 意
义。有不 少 青年结婚时依靠
父母操办 ，也不管 家庭条件
怎样，要求父母把什么 电视
机、洗衣机 、收录机和各类
家俱 都 准 备得 样样齐全 ，
愁得 父 母 整天 紧 锁眉 头，哀
声叹气 。青年们应该懂得 ，
父母 的钱财，自 己没花一点
心血 ，用 起来 也不荣耀，还
会滋 长 好 逸 恶劳的 习气。在
婚姻方面 ，前人有许多好的
榜样。大科学 家居里夫妇，
结婚时只有一张桌子、一个
书架 和一张 床铺。我国数学
家陈 景 润 ，新房里只有一张
双人床 、一对沙法和一张三屉桌 。

他们 以 事业为 重 ，婚事 从简 ，不但没人耻笑，反
而成了学 习 的榜样。当 然 ，我们 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 ，也不 必把婚事办得 象 以上名 人那 么简单 ，
而应当 从实际 出 发 ，在 节 约的原则下，让婚礼热
闹而有意义。（解玉 秀 ）

育儿篇

如何对 待不在身 边长大 的 孩子

张永 芝

我的女
儿玲玲，今
年四 周 岁
了。她长得

活泼、可爱 ，我很喜欢她。
然而，、以前不是这样。由 于
工作关系 ，我一个月 只能回
一次家 ，所以 ，孩子是在她
姥姥身 边长 大的 。在她呀呀
学语和蹒跚着迈步时，就不
记得我 是她的 妈妈 了。等 她
稍大一点儿 ，会 说话了 ，一见
我就叫 阿姨 ，使我这个当母
亲的 ，别有一番 滋 味 在 心
头。

后来 ，我改变了 方法 ，
在空余时 间 ，常写信回去 ，
向她问好，教她认字 、尊敬老
人，告诉她我很想她，等 回
家时我 要检查 她认多少字了
等等 。孩子 生 日 时 ，我都及时

写信回 去 ，给她买礼物 。
当她姨姨把我写的信读给
她听时，她说：“是妈妈
写的吗 ？她爱不爱玲玲？”
以后 她姨又利用假 日 带她
上我单位来玩。她终于知
道了 ，她有个妈妈因在外
地工作，不能老回家。她
渐渐地开始和 我亲近了 。
我就趁热打铁，只要一回
家，就教她认字、唱歌、
跳舞，还给她讲有趣的故
事。这样一来，她跟我形
影不离了 。

现在，我回 到家里 ，
她就往我怀里扑，用她 那
柔软的小嘴唇亲吻我，不
停地喊 “妈妈一 ，使我这
个不能和孩子 长 期 相 处
的慈母 之 心 ，得 到 了 抚
慰。

明天　（木刻 ）　白 墨　李 力

名人轶 事 林则 徐 的 家 规

幼年 时 代 的 林 则《徐 ，家 境 非 常 贫 苦 。他 的 母
亲是个省 吃 俭 用 的 持 家 人 ，曾 规 定：“凡 吃一 口
饭，只 许 夹一次 菜。”他 家 经 常 炒 豆 佐 饭 ，而 且
是用 长 竹 筒 盛 豆。由 于 简 深 见 不 到 豆 ，一次只 能
夹到一粒，甚 至 夹 不 到 。林 则 徐 严 格遵 守 这一家
规，无论夹 或 夹 不 到 豆 ，从 不 重 夹 。　（无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