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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看到很多有关原生家庭的文章，原生家庭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儿女

还未成婚，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有的人觉得原生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

就此，我写了篇拙文《父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记录的是我真实的父亲。我

并没有像其他佳文那样描写父亲在人生道路上是如何启发我，如何教导我，如何陪伴我。

我文章中的父亲并不优秀，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甚至有些稀里糊涂，无厘头的父亲。这

么一个平凡的父亲，可能是每个家庭都有的。 

 

我选写父亲“冒雨来接我”这段，描写了稀里糊涂连雨伞都忘了带的父亲却唯独没

有忘记来接我。这是什么在驱动？对，爱的驱动！这就是一种没有被渲染过的原生家庭

生活的常态。然而，面对这样的父亲，为人子女的我，会有些抱怨，但更多的是学习对

于父亲的一种包容和理解。我们平时说的“包容”，都是一套一套大道理，可其实，“包

容”就是在平常生活的琐碎事情中就能做到的。 

 

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最先的理解为：父母做的、说的都是对的，（要

我们听从父母教诲）。可是我又听了第二种理解：天下没有不犯错误的父母，父母也会

犯错。我个人觉得第二个理解更为贴切。是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哪有十全

十美的父母呢？我们如今在探讨原生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力之大，作为父母的我们想给

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可是，我们都忽略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极致的事物，并且

事物其实是有两面性的。站的角度不同，看到也就不同。 

 

就父亲“雨中接我”这事而言，当我们的目光聚焦到“带伞”的问题上，我们会觉

得这个父亲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是个没头脑，十分粗心的父亲，下雨天接孩子都不

知道要带伞，万一孩子着凉感冒了怎么办？当我们的目光放到“接孩子”这件事情上，

可以看出，父亲对女儿的爱，雨天来接孩子，忘带伞也不忘接到孩子。这就是我们站的

角度不同，思考的方向就不同，前者可能会抱怨，会悲观；后者会感动，感恩。而父亲

马马虎虎的行为，也是很好的提供了孩子在生活中学习面对不如意事情的机会，学习共

同面对风雨的契机。你看，这就是原生家庭，事情还是原来的事情，可是看法不同，态

度就不同。我们在其中找到的教育价值就不同。 

 

我们可以在这些平凡到不起眼的事情中，学会磨炼自己，学会妥协，学会接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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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父亲对于女儿交上男友后”的一种表现，父亲先是表现出漠不关心，接着是

偷听，然后到发言。这几个转折，看出父亲其实是很关心女儿的事情，却又羞于表达这

种关心，最后还语出惊人。细细品，父亲吃醋了。我节选了父亲无厘头的话语。就是为

了对应当今社会为人父母“有话不敢说”的现象。 

 

我在抖音上看到一则视频，上小学的一个女孩子问母亲：“妈妈，你为什么要工作？”

妈妈说：“我是为了挣钱养家呀！”孩子就很不开心。而她跑去问父亲，父亲回答她说：

“因为我可以去结交朋友啊！”孩子就很开心。 

 

我想起，我女儿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孩子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向父母撒娇，想父母

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我的回答就和这个妈妈一样。我们上班本来就是赚钱养家，可

以给孩子买些物品，这是个事实。我家的孩子没有表现出不开心。有次，我早上去上班，

女儿很不舍的拉着我，叫我别去赚钱了。我知道这种行为是孩子对妈妈的依恋。我给了

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她：我很爱你，我会早点回家陪你，你好好读书。在我轻柔的

拥抱中，孩子放开手，点点头表示接受。 

 

我觉得抖音上这位父亲的回答对于一个已经上学的能懂事的孩子，是一种误导。孩

子已经长大，我们还要让她生活在童话世界，仅仅只能接受一些“美好的虚无”？细思

极恐啊！为了让孩子能接受，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活得多么小心翼翼，天天脑洞大开，编

造各种能满足孩子的“艺术性的答案”，以孩子的情绪来衡量父母回答问题的标准。是

要让孩子活在梦境中吗？ 

 

原生家庭中，我们确实要注意不使用语言暴力，不打孩子。但是，常态化的讲话还

是需要的呀!我们能保证我们的孩子一生都不会踏入社会去接触不同层次的人吗？这样

小心翼翼的原生家庭状态和社会接轨了吗？不管怎么说，人是社会性的高级动物。我们

更应该引导孩子融入社会，并在遇到语言暴力时，如何应对。当他来到社会，遇到 PUA

时，温室的花朵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再想想，当有一天，语言的艺术性技巧成为了一种模式，就如我们每个人都戴

上了冷冰冰的面具，我们语言的过分规范，还能感受彼此的温度吗？还能像《父爱》中

的父亲，让我们品出父母亲的不同情绪，从而更好的理解父母，懂得父母的关爱吗？  

 

 

再者，我节选了父亲在家不让我做家务，常言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可

是就父亲这个最为平常的举动，并没有体现出我父亲为女儿计之深远，而只是一种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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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纯朴到不能再纯朴的爱的表现。 

 

《父爱》这篇反应了我们 80 后独生子女承受了来自父亲和母亲过多的关注和关爱。

文中写到父亲多次不让女儿做事，是父亲对于女儿无言的爱。这点，我想，同为 80 后

的我们有着相同的感觉。但是它的弊端是剥夺了孩子在劳动中获取真知的机会。这样的

原生家庭状态，直到我工作之后，才开始有所好转。我们总是被父母保护的很好，我们

却还不自知。保护得过分好就是有利孩子的身心健康吗？ 

 

我们在养植物的时候，给予阳光，给予水分，它就活了。然而，要是我们不放心，

怕它营养不良，总给它很多的养料，或是给予它承受不了的热量，撑起不适合它的支架。

有的植物就会死亡。 

 

原生家庭的问题总是存在的，不是把我们的孩子保护到温室里，就不存在原生家庭

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通过《父爱》一文，我分析了面对生活不如意，面对语言暴力，面对被

过度保护的三个原生家庭问题。原生家庭不是孩子的全部，之所以影响着孩子的一生，

有一部分原因是源于我们强烈的焦虑感和保护欲。任何的平凡事，善用事物两面性，多

想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如若我们还能在生活中抓住教育的契机，那我们的

孩子在面对任何问题前都会获益匪浅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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