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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泠

缺失了亲子陪伴，谁痛？

在一档电视综艺节目中，说
到父母对自己的陪伴时，一个孩
子控诉道：“手机里到底有什么好
看的东西，竟然比我还重要？”在
另一档综艺节目里，一位7岁的男
孩哭着告诉老师，在他的记忆里，
只被爸爸牵过两次手，因为爸爸
只顾着玩手机。环顾周围，陪伴手
机比陪伴孩子时间还长的家长并
不鲜见。

中考结束，儿子没有考上高
中，韩硕恼羞成怒：“再叫你玩手
机、打游戏！考不上高中，你活
该！”儿子小港站在沙发边上，表
情木然。“行了，别吼了，你现在咋
呼有什么用？赶紧商量商量，是复
读，还是上职高。”妻子杨虹调解
道。“我咋呼，你倒是不咋呼，你看
把他惯成什么样了？商量？商量个
屁！爱上哪上哪！”韩硕一甩手准
备出门。

“你站住！”小港突然喊住爸
爸，“什么叫我妈把我惯得？我不
是你儿子吗？我妈是护士长，这三
年疫情她经历了什么你不知道是
吧？在她工作忙不能回家的时候，
你又在干什么？只要在家，你就只
认得你的手机。知道我是怎么迷
上网络游戏的吗？知道我为什么
会有今天这样烂的学习成绩吗？”

小港本来是个学习成绩不错
的孩子，初一上学期他还考过年
级的前30名。初一下学期，因为和
同学闹矛盾，他心情不好，很希望
得到心理援助。之前发生类似的
事情，都是妈妈陪他聊天，帮他出
主意，可当时因为医院病号多，妈
妈常常需要加班，不能回家。他也
不忍让妈妈分心，两人视频时，便
总是报喜不报忧。无奈，一天晚饭
后，他对倚在沙发上手眼不离手
机的韩硕说：“爸，能陪我聊聊天
吗？”“嗯，”韩硕嘴里应着，手眼却
还在手机上，“你作业都写完了？
聊啥？”见爸爸这般反应，小港突
然没了兴致，多少有些赌气地说：

“不聊了，你玩吧！”他本以为这样
回应爸爸，爸爸会从手机上抬起
头、跟过来，关注一下他的情绪，
可没想到韩硕并没有这样做。小
港一看，真的生了气，回自己房间
将书本一摔，也拿起手机玩起来。
他原本想就玩几天，等引起爸爸

的注意，受到关注后，再回到正常
的学习轨道上。哪承想自己的反
常举动不仅没有引起爸爸的关
注，还彻底改变了他的学习习惯，
以至于迷上了网络游戏，学习成
绩日益下滑。

今年，为孩子跌入低谷的成
绩而着急上火的杨虹，终于能抽
出时间盯盯孩子的学习了。然而，
离中考还有半年，就算她费尽气
力，生拉硬拽，小港的中考成绩离
排名最低的普通高中的指标生，
还是差了一个名额的距离。很遗
憾，但杨虹更多的是自责。如果自
己不大意，每天抽时间在视频里
多督促、关心一下孩子；如果在关
键时期，他们父母能多陪伴一下
孩子，小港不至于考不上高中。

听着儿子的控诉，看着他涨
得通红的脸，杨虹感觉心像被针
扎了一样痛。

疏远了至爱亲情，谁怒？

年逾古稀的田爸爸、田妈妈
来济南儿子家住了刚满一个月，
便提出要回烟台老家。儿子田科
没当回事，只是信口应道：“急着
回去干啥？再住段时间，等你孙子
放暑假，我送你们一起回去。”

没过几天，田妈妈在饭桌上
又一次提出回老家，这次她说了
理由：济南太热，刚进六月就这么
热，要是入了伏还了得。“外面温
度高，家里有中央空调，哪热了？”
田科反问道。田妈妈和田爸爸对
视一下，没再说话。又过了三天，
是个周末，睡觉前田爸爸叫住田
科，郑重地说：“明天我和你妈回
烟台，票都订好了。你要是没时间
送，我们就自己打车走。”“啊？”田
科显然没有心理准备，“这怎么还
真的要走？这到底是为什么？咱们
一家三代不是相处得挺好的吗？
怎么就不能再住一个月？”

这两年节假日田科很少回

家。终于等到今年，为了缓解彼此
的惦念，他便与妻子、儿子商量将
二老接到济南住段时间。妻儿都
表示赞同，尤其是妻子，通情达理
如她，没有丝毫异议。一个多月的
相处，三代人和和气气、相安无
事，这不就是人们口中的“家庭和
睦”吗？可是为什么父母急着要走
呢？

“田科，你当初为啥要接我们
来济南？”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田爸
爸决定和儿子好好谈谈。

“为啥？你们不是想我们吗？
我们也想你们啊！来济南我们住
在一起，不是享受天伦之乐吗？”

“好，天伦之乐！可是，乐吗？
乐从何来？你们要么上班，要么下
班回来大部分时间就是低着头、
抱着手机没完没了地‘煲’。来了
一个多月，咱爷俩面对面说过的
话，没有我上一节课说得多吧？人
心是需要沟通的，感情是需要交
流的，友情、爱情、亲情概莫能外。
你以为把我和你妈接来一起住，
就是孝道，就是天伦之乐，我们就
该知足？我不这样以为。我们更渴
望一家人能一起多说说话、聊聊
天；否则，和我们在老家有什么区
别？在老家我们还有一帮老友，时
不时聚在一起打打牌、摆个‘龙门
阵’，可是在你这儿，一天天的，我
这张嘴除了吃饭，说话的功能基
本可以不用。长此以往，不得老年
痴呆才怪。所以，赶紧送我们走
吧！”

听了父亲的话，田科立在原地
愣了半天。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
番好意却惹得父母生出这么多怨
气。但仔细想想，他又觉得父亲的
话全都正确。他必须承认自己忽略
了父母的感受，忽略了对父母的陪
伴和言语上的沟通交流。他记着爸
爸很喜欢听他叨叨工作上的事，可
是从何时开始，父母的地位被一部
冰冷的手机所取代了？

“爸、妈，实在对不起！在爸爸

说这番话之前，我真的没有意识
到不经意间正在疏远你们，疏远
咱们之间的亲情。都是手机惹的
祸！爸、妈，别生气了，我知道错
了，以后我改，一定改，只要和你
们在一起，就多陪你们聊天。”

“不是和我们在一起才这样，
和老婆、孩子、朋友、同事在一起，
也要注意手机的使用分寸。优秀
的人是不会被手机掌控时间、耽
误生活的。”好为人师的田爸爸为
这场谈话做了总结陈词。

冷淡了人际沟通，谁懂？

暑假，麦子外出参加一个专
业研讨活动。报到当晚，承办方设
宴招待与会人员。麦子推开就餐
房间的门时，已经围桌而坐的七
八个人，统一的标准动作是低头
忙手机——— 忙着翻阅、忙着刷屏、
忙着录入文字。只有一位还算年
轻的男士抬头起身问“你好”，向
她露出微笑。麦子后来知道，他是
承办方的接待员。向对方回礼后，
她找了空位坐下，男士则又继续
埋头于手机。麦子扫视了一下桌
边的人，全是陌生面孔。应该是人
还未到全，所以大家需要继续等。
寂静无聊之中，麦子也只好拿出
手机，但她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
另一个场景。

春天，麦子参加一个需要“没
收”手机、封闭管理的会议。与会
者有老友，也有很多新面孔。因为
没有手机，因为“与世隔绝”，工作
之余，大家就只剩下了彼此面对
面的沟通、交流。老友们嘘寒问
暖、嬉笑怒骂，你来我往中友情愈
深愈浓；新朋们天南地北、问长问
短，生熟转换中，了解渐广渐多。
那些三两成簇、三五成群一起畅
谈的情景，一起欢闹的场面，深深
地烙入每个人的心田，以至于分
别时，大家互相拥抱、互道珍重，
依依不舍乃至眼含热泪。

会议结束前的晚上，大家饭
后在住所园内散步，纷纷表示要
充分享受手机发下来之前最后一
个晚上的单纯、宁静。一位年轻人
感慨道：“原本还为没收手机而惴
惴不安，担心难以适应‘无电’生
活。没想到大家一起聊天，一起运
动，说说笑笑，简单而快乐。原来
没有手机的生活是这般健康、美
好。”

一位中年女士接着年轻人的
话说：“你们这代人生来就有手机
相伴了，我们还好，起码工作之前
没有手机打扰。童年时，没有网络
游戏让我们上瘾，楼下的空地便
是我们的游乐场，各种各样真实
场景的游戏，让我们乐不思归。发
小们在嬉闹中建立起的友情，纯
净、持久，也成为我们现在凡相聚
必提及的美好回忆。”

一位年龄大些的长者则说：
“手机这‘劳什子’，确实给现代生
活带来很多方便，但不可否认，它
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也是肉眼可
见。本来是亲人、朋友、同事、伙
伴，可彼此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
少，心好像也离得越来越远。微信
来微信去，电话来电话去，怎么能
比得上面对面、眼睛看着眼睛的
交流？那种一个微笑的表达、一个
眼神的会意，那种举手投足间的
言内之意、弦外之音，那些带着温
度、湿度的可感的高言低语，怎么
能是一个手机、一串机械的表情
符号所做到的？”

“大家好！”一位领导模样的
人推门而入，“呵，这么安静，都在
低头忙手机，互相都认识了吗？”
一众人急忙站起身，尴尬地敷衍
着领导的问话，环视着身边的陌
生人，似乎也没有多少想认识的
兴趣。

活动结束，临别前情浅意轻
的与会者互相加了微信。然而，麦
子知道，有多少加进微信圈的所
谓好友能真正成为好友？除非有
事相求，可能用得上这点人脉资
源，此外，最多也就是逢年过节不
痛不痒刷一下存在感的互相问
候，仅此而已。

电子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
手机成瘾的危机，而一旦沉迷手
机，无论是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对
学习和工作的影响，还是对各种
社会关系的损伤，抑或是对家庭
悲剧的催生，其后果往往都让我
们承受不起。我们是手机的主人，
而不是被手机主宰的奴仆。

曾有一家研究所做过一项调查：你觉得新时代最蛊惑人心的“毒品”是什么？在读者的反馈中，排在第一
位的选择答案竟然是“手机”。互联网时代，谁都无法否认手机带给我们的诸多便利，它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亲密“伴侣”，“一部手机走天下”已不是传说。然而，在拥有这个心心念念、形影不离的
伴侣的同时，我们又丢失了什么？鸡飞狗跳的亲子关系，剑拔弩张的家庭矛盾，淡然冷漠的人际交往，爱恨交
织的夫妻感情……是否都与无时、无处不在的手机有关呢？

当当手手机机成成为为亲亲密密““伴伴侣侣””
我我们们丢丢失失了了什什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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