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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张文博

“一元小彩票”暗藏大问题

“你也真得理解你爸。我们这

代人是被安排惯了，小时候啥都得

听父母的，长大了在集体里得听领

导。我们这辈子身上都是有个圈

的，只能按部就班地活在圈里。”妈

妈罗美素希望王阳也能理解父母

的心境，“现在这个世界变化也是

快，哪代人都有哪代人活法。将来

你有了孩子，你也不一定能整明

白。”

成长环境不同、所处阶段不

同、人生经历不同，父母与子女间

的代际差异必然存在。但差异不

等同于矛盾，也并不一定指向分

歧。一段好的父子关系，是将“和

而不同”作为底色，双方都能够尽

各自的努力，在差异中看到同一。

很多人说，王响是在对王北的

教育上，弥补了他作为父亲的遗

憾，他们的相处总是温情的、有商

有量的、彼此顾及的。曾经那个居

高临下的父亲变得平易近人，即便

不支持，也不会阻挠。“这是一个父

亲从过往事件中的反思体现，是一

种进步与成长。亲子之间本应是

平等的关系，而非摆出父亲的架子

对待孩子。”袁成指出，“父亲的种

种改变，有利于融洽亲子关系，让

双方有机会关注彼此的内心世

界。也有助于使孩子成长为一个

有个性、有想法的人，而不是因为

不断地被安排、被强制，最后‘弄丢

’自己的人。其实，父子之间也需

要给彼此一定的空间，让父子关系

在尊重与平等中更有温度。”

英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赫伯

特·斯宾塞曾说：“父亲是孩子通往

外部世界的引路人。”一个更具智

慧的父亲也善于引导孩子，对此，

袁成也给出了他的建议。

从“ 我 觉 得 ”到“ 你 怎 么 觉

得”。袁成指出，先听孩子的想法，

关注孩子真实的感受，充分了解了

孩子的态度、情感、关注重点等再

做讨论。在与孩子交流时，找准自

己的定位：不做评论者，做探讨者，

可以更多地问问孩子“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看？”“如果是你，你想怎

么做？”“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没有

更好的方法或建议？”……在意见

不统一或面对孩子犯错时，要先调

节自我情绪，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

的问题。

当“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父亲

遇到“听话不听音”的孩子，结局往

往会是小事变大事，闹得两败俱

伤。袁成指出，我们常常在探讨父

母应该怎么改变、调整，对于孩子

而言，也需要为双方的关系尽一份

力。“换一个角度理解父母，提高自

己的共情能力，最柔软的一面其实

更应该留给最亲近的人。”袁成也

建议孩子们在遇到分歧时，对父母

采取“缓兵之计”，用恰当方式表达

和处理矛盾点，通过自己的实际行

动让父母慢慢接受你的选择。即

便确信自己是对的，也可以再多一

点耐心等他们想明白。

夏日来临，家长们在

为孩子防暑降温时也要

格外注意，稍不留神就会

掉进下面这些“陷阱”里。

误区一：补水速度
太快，饮水量过多

天气炎热，如果喝水

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

液，在肠内被吸收，使血

液变稀、血量增加，影响

心脏健康；饮水过多还会

造成胃肠道内消化液稀

释，影响消化吸收功能。

建议喝水应少量多次，每

次保持在150毫升以内比

较合适。

误区二：天热吃冷
食冷饮没问题

为了防暑降温，许多

家庭喜欢准备大量的凉

菜、冷食、冷饮等。专家

指出，烈日炎炎的夏天，

人体实际处于外热内寒

的状态，大量摄入冷食冷

饮，容易造成肠胃功能紊

乱，使身体健康受损。

误区三：满身大汗
吹空调、电扇

如果孩子刚刚从外

面大汗淋漓地跑进屋，千

万不要马上打开空调、电

扇对着吹。因为这个时

候，全身皮肤的毛孔为了

散热处于开放状态，要是

突然接触到冷风，毛孔来

不及收缩。最好先“冷

却”十分钟，等皮肤的温

度下降之后，再打开空

调、电扇。

误区四：穿化纤面
料衣服最凉快

化纤面料虽然较轻

薄，但吸水性、透气性不好，皮肤很难

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同时，汗液

的过多滞留，还会使皮肤分泌物腐

败、发酵，加之合成纤维在生产过程

中混入的单体氨、甲醇等化学成分对

皮肤刺激较大，容易诱发过敏和多种

皮炎。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是夏季

穿衣的最好选择。

误区五：天热用凉水洗脚
人体脚底的汗腺较发达，用凉水

洗脚，会使已经扩张的毛孔骤然关闭

阻塞，易造成肌肉疲劳、紧张度增

加。经常这样做，不但会使脚受凉遇

寒，时间长了还会导致排汗机能障

碍。

如何帮助孩子防暑？
1.避暑防晒：户外运动或晒太阳，

要选在早晨 7 点到 9 点，避开太阳最

猛最毒辣的时候。早上9点后到下午

6点前，尽量让孩子呆在室内或阴凉

处，外出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2.适当用凉席：在没有空调和风

扇的年代，人们会选择用凉席来解

暑。凉席带来的清凉，不及风扇、空

调带来的凶猛，不易损伤孩子的体

质。

3.正确饮食：相比起雪糕、冷饮，

孩子更应该吃一些应季的、天然的、

消暑解暑的食物。比如：冬瓜、西瓜

等。

孩子中暑了怎么做？
家长在发现孩子脸色潮红、呼吸

不适、出冷汗等等情况之际，应该快

速将孩子转移到阴凉地，仔细检查孩

子的身体状况，密切关注孩子的呼

吸、体温等变化。

还可以服用一些盐水、白开水等

进行补水，给孩子擦拭身体，减轻中

暑的症状。但不要擅自给孩子用药，

一旦孩子的中暑情况比较严重，应及

时送医就诊。

（本文转自首都教育）

近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全国

彩票销售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

1—4月全国累计共销售彩票1751.5

亿元，同比增加 578.33 亿元，增长

49.3%。多家媒体调查显示，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彩票店排队，贡

献销售额。

当年轻人在买房和买车之间选

择了买彩票，小学生也一跃成为了

购买“一元小彩票”的主力军。据

《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苏省无锡市

惠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多起未成

年人盗窃、聚众斗殴等刑事案件中，

发现部分涉案未成年人沉迷购买

“一元小彩票”，个别甚至走上违法

犯罪道路。6月2日，该院制发检察

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整改，

还未成年人以清朗空间。

这种在校园周边文具店、小卖

部售卖的“小彩票”，每张售价1元，

购买者根据号码兑换现金或者玩

具。对于多数手里有点零花钱的孩

子来说，其价格低廉，很容易产生买

一张试试看的心理。

但其实这种小彩票的中奖率很

低，往往需要花费数十元上百元才

能获得奖品，在赌博心理的刺激下，

一些孩子不断地投入金钱和精力。

零花钱一旦用完，为了筹集买彩票

的钱，就可能去偷拿父母的钱，甚至

走上偷盗的违法犯罪道路。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一

元小彩票”带有一定的博彩性质，对

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成长有害无

益，由此引发的问题和弊端，需要引

起父母的高度警惕。

笔者曾经在小区楼下的彩票投

注站，看见有父母带着孩子来购买

刮刮乐之类的即开型彩票，父母出

资，让孩子去挑选彩票刮奖，美其名

曰“试试孩子的手气，说不定就中

了”，一旦刮出奖来就夸奖一番。

也许父母想的是好玩，但对于

正处在成长阶段，心智尚未成熟的

未成年人来说，其心理无法承受这

种 具 有 挑 战 性 、 刺 激 性 的 “ 游

戏”，很容易产生投机取巧、不劳

而获，甚至一夜暴富的不健康心

理，以为可以不用好好学习、努力

奋斗，靠买彩票中大奖就能过上幸

福美好的生活。

无独有偶，新华网曾针对“95

后”“00后”的职业意愿做过一次调

查统计——“你未来的梦想是什

么？”面对这一问题，54%的“95 后”

不约而同地填上了主播与网红；有

近80%的小学生选择将“网红”作为

目标职业。问其原因，不外乎“当网

红收入高”“网红赚钱轻松”等等理

由。

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金钱已

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但凡事皆有度，在社会风气

日渐浮躁的今天，诸如“何以解忧，

唯有暴富”等言论层出不穷，无论是

用于自我调侃，还是将之奉为“至理

名言”，都折射出人们对待金钱的焦

虑和迷茫。

对于财富，古人有其独到的见

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父母作

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应该肩负

起引导孩子形成正确价值观和消费

观的重任。比如帮助孩子认识金钱

的重要性，培养孩子的节约意识和

理财能力，给孩子提供正确的消费

和理财示范，让孩子认识到赚钱的

正确途径是通过努力奋斗等等。只

有这样，孩子才能从小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消费观，不至于在未来的

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

强监管，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出售

“一元小彩票”的行为，加大对不良

商家的处罚力度，合力为孩子打造

一片清朗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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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豆瓣评分9.4分的悬疑剧《漫长的季节》横空出世，剧集完结后热度不减，引发讨论热潮。由范伟饰演的主人

公王响，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在他的这本“父子经”中，有许多需要引以为戒的教训，也有许多值得学习和总结

的有益经验。经历的种种创痛与变故，逐渐改变了王响的教育方式，两个儿子截然不同的人生，也直观地体现出不同家

庭教育氛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影响。

王阳是个不令父母“省心”的孩

子：没考上大学、不愿意进厂、理想是

当个诗人。他和父亲王响一直像是两

个世界的人，总是无法相互理解。当

头发斑白的王响终于能够理解儿子

时，他身边却只剩下了一张黑白相片。

一个中年丧子的父亲对儿子的死

因的追查，构成了剧集《漫长的季节》

的情节主线。时光流转，王响在铁轨

上捡到的弃婴王北也长到了和王阳相

似的年纪，这对养父子间的相处却少

有冲撞，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话虽不多

但满是温情。

两段不同的父子情似乎把王响的

一生一分为二，同时将“父子关系”的

更多维度展现出来。在父母与子女间

的血缘关系下，爱以一种无所顾忌的

形式表达出来。父亲的表现有时是蛮

横的、独断的、无礼的，儿子的做法也

可以是任性的、冲撞的、叛逆的。

“所谓的父子关系，也不仅仅表现

为血缘关系。”成都市优秀班主任、成

都市优秀德育工作者袁成指出，“父子

之间也应该是教学相长的关系、信任

依赖关系、兄弟朋友关系。”

袁成认为，一起学习、向彼此学

习，父子之间才能建立起一种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的亲子成长氛围。剧中

王阳的悲剧和王响的抱憾，很大程度

上来自于父母与孩子成长的错位，孩

子渴望向前追逐，父母的观念还没有

更新，即便是无私的爱与付出，也成了

关系的阻力。

王北的出现给了绝望中的王响一

线生机。一个孤零零的弃婴和一个想

要自绝于世的父亲，他们之间并没有

血缘做纽带，但王响的“成长性”在他

作为王北的养父时体现了出来。

他不再觉得做服务生是不务正

业，允许王北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在便

利店打工；他不再像对王阳那样限制

王北的发展，反而鼓励他去大城市寻

找更广阔的天地；他开始懂得“边界

感”，尊重儿子的想法，保护儿子的隐

私；他不再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要求

儿子凡事都要听老子的……

在对王北的养育中，王响扮演了

一个可谓称职的父亲。“在亲子相处过

程中形成信任感，及时沟通，相互体

谅，在关心和反馈中增进亲子感情；建

立更加平等的关系，像对待‘兄弟’‘朋

友’那样，尊重彼此不同的观点或看

法，互帮互助、共同进退。”袁成指出，

只有父亲的身份与角色相统一，所形

成的父子关系才是良性的、和睦的，有

利于双方共同成长的。

“爹味儿”一词一度和《漫长

的季节》一起冲上热搜，不少人

吐槽剧中人物的“爹味儿”太重，

而首当其冲的，莫过于王响。

“爹味儿”常见于网络用词，

一指“充满父爱的男人”，周身散

发着“老父亲般的慈爱”；另一则

带有较强的讽刺意味，指的是以

自我为中心，热衷于教育别人，并

且常用“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

得”的说教口吻指点江山。

20 年前的王响正是这样一

位丈夫和父亲，他挑剔、爱抱怨，

还爱显摆、窝里横；对待儿子缺

少耐心，以否定打压式教育为主

……有观众真情实感地发弹幕

指责王响：“如果以对王北的态

度对待王阳，孩子也许根本不会

出事。”引发讨论和反思是一个

好的故事必备的特质，也有剧迷

评价称：尽管有“爹味儿”，但爹

是好爹。

不同的观点指向了同一个

议题：“爱孩子”究竟是重在爱的

出发点，还是重在孩子的感受

上？

所处身份不同，关注重点也

各有差异。做父母的总想给孩

子最好的条件，担心孩子在外面

被欺负、受委屈，希望他长成比

自己更有出息的人。为了达到

这些目的，哪怕用威胁的方式强

迫孩子、不讲道理地拒绝孩子，

或者像王响和罗美素那样因为

担心王阳，直接拿绳子把他捆起

来，都只是“爱”的手段而已。大

多数父母相信“再苦再难，等到

孩子长大了就能懂得自己当初

的良苦用心”。

“可以负责任，但不能以‘对

你好’为名进行绑架和过度干

预。”袁成指出，孩子也是独立的

个体，即便是与父母之间，也应

该有一定的界限。哪怕是基于

“为你好”的立场，也应先保有对

孩子的尊重再表达，一味地否定

孩子的想法、灌输自己的观念，

只会让亲子之间越来越无话可

说。

剧中王响给王阳改诗的片

段，也印证了这一点。王阳正在

卧室写诗，王响却不由分说地拿

过本子念起来，并行家似的做出

点评：“诗要讲究合辙押韵。”建

议儿子把诗改成：打个响指吧，

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二

人的表现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话

不投机半句多，原本希望的“好

好商量”，以父子俩一个要离家，

一个摆臭脸收场。

其实，透过王响的“不懂装

懂”，也能看到一个父亲试图接

近儿子世界的心。他是一个很

爱孩子的父亲，只是在爱的表达

上，有些粗糙和笨拙。“对待‘爹

味儿’，我们应辩证视之，如果下

意识地排斥所有来自父亲的建

议或管教，不仅是一种偏见，同

样会失去许多珍贵、智慧的见

解。”袁成认为，择其善者而从

之，有的“爹味儿”也是值得我们

回忆和追寻的。

“爹味儿”背后，看见父爱

好
的
父
子
，一
定
有
好
的
沟
通

《
漫
长
的
季
节
》
中
的
家
庭
教
育
启
示
：

爱
子
莫
若
父

爱
子
莫
若
父

爱
子
莫
若
父
，，，如
何
念
好

如
何
念
好

如
何
念
好
﹃﹃﹃
父
子
经

父
子
经

父
子
经
﹄﹄﹄

父与子，究竟是什么关系

资
料
图
片

■ 张文博
“一元小彩票”暗藏大问题日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