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同桌在追我的“初恋”
我看好他们，祝福他们
失落的星星：

我高中同桌在追一个曾让我心动的女生。

主持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失落的星星：
前几天，这位老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他

说话支支吾吾的，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

主持人：
他是想告诉你，他在追你曾喜欢过的女孩？

失落的星星：
对呀。最后，他还是跟我说了。他正在追

她，而且两人关系发展得还不错。

主持人：
既然都是认识的人，同桌去追她也没什么

了。

失落的星星：
他两年前就和我透露过这事，只不过我当时

没放在心上。估计他是“蓄谋已久”。

主持人：

看来你们关系还不错，否则也不会在意你

的态度，先跟你打招呼。

失落的星星：
他也算是学生时期一起共患难的同学吧。

他人品还是很好的，没什么坏心眼。

主持人：
你看好他？

失落的星星：
是的。从他找我说这个事，很多不理解的

外人会认为是“炫耀”，但我不这么认为。他可

能是怕他俩如果真在一起了，再遇到我可能会

很尴尬。

主持人：
确实，同桌追你的“初恋”，有些人可能心里

多少有些不自在。年轻人就应该有这种豁达的

心态，并祝福他们。

失落的星星：
嗯嗯。如果他们在一起了，我会真心祝福

他们。到时候肯定给双份份子钱。

进来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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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说要养动物
受累的往往是家长

一切安好：
周末，在花鸟市场逛，两位家长的对话

引起我的注意。

主持人：
他们说了什么？

一切安好：
一位家长说，孩子要养蚕。可蚕吃的桑

叶在城里摘不到，必须到乡下去。

主持人：
蚕天天要吃新鲜的桑叶，确实很麻烦。

一切安好：
是啊。还说孩子想到蚕了，就去瞄一

眼。这采桑叶、喂蚕、换叶子，孩子问都没

问，好像不是他的事。

主持人：
孩子养动物，很多事都是家长在代劳的。

一切安好：
嗯。另一位家长说，他家孩子养狗，但

狗的吃喝拉撒一概不管。为了养狗，他每天

喂狗粮、清理狗窝，还不时地要带狗出去散

步、洗澡、打疫苗、剪狗毛。家里真像多养了

一个孩子那样累。

主持人：
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切安好：
是的。家长可能同意孩子养小动物，是

想孩子通过日常相处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

感受它们活泼可爱的天性。

主持人：
初心是好的。但对于孩子来说，养宠物

可能是三分钟热度，这股劲过了，就变成了

父母在养宠物。

一切安好：
对。孩子想到了去逗逗，家长几乎包揽

了剩下的事。于是孩子在这种纯粹的享受

中非常开心，而家长则心力交瘁。

主持人：
孩子抚养小动物，他们享受与小动物的

相处之乐时，家长也要让他们适当地承担责

任，比如喂食、清理窝舍等。孩子能做的也

让他们承担一些，让他们从中感悟生命成长

不易，背后需要辛勤的付出，由此感受父母

养育的辛苦，这也是抚养小动物的意义之所

在。

一切安好：
确实如此。让孩子主动照顾宠物，本身也

是教育的一个过程。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别

将他们应该承担的包揽太多，这其实是一种

放手，更是让孩子从父母羽翼下慢慢走向独

立。长大后，孩子也能用一种主动担当责任

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毕业在即，大学友情如何不变味
微信、电话，都是很好的保质方式
南沐青城：

今天，我被大学同学的一个问题问倒了。

主持人：
问了什么问题？

南沐青城：
他问，大学毕业各自回老家发展，还会像往

日一样开开心心地做朋友吗？

主持人：
你老家在哪里？你朋友老家又在哪里？

南沐青城：
我是永康的，他是山西长治的。我们都是

在安徽合肥读的大学。我们是大学最好的朋

友。可能都是外省去合肥读书的，在很多事情

上，我们都相互照应。

主持人：
那挺好的。他为什么突然问你这样的问

题？

南沐青城：
他在微信上突然这么一问的时候，我也懵

了。他说这是一个哥们问他的问题。因为他不

知道怎么回答，就想着听听我的答案。

主持人：
你是怎么回答的？

南沐青城：
我说，以后各自回老家发展了，交集肯定会

变少的。地域的阻隔，这是无法改变的，但过年

过节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微信、电话一定能让这

份大学友情不变味。

主持人：
你的朋友是怎么认为的呢？

南沐青城：
他还是比较同意我的观点的。

主持人：
你说得对。进入社会后，参加工作，别说是

跨省朋友，就算是同城的小伙伴都很少见面。

等到你们建立起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就更

是如此了。偶尔的问候，或许也是最好的保质

方式。

我放假了啦：
前几天同事团购医疗器械，我给妈妈买了

一个按摩器。

主持人：
真孝顺。你妈妈一定很开心。

我放假了啦：
嗯。但她非要把钱转给我，我不想收。

主持人：
按摩器贵吗？

我放假了啦：
不贵，200 多元。我妈妈却给我转了 1000

元。

主持人：
你参加工作了吗？为什么转给你这么多？

我放假了啦：
参加工作了。可能是因为我上个月初给她

买了一辆电动车。

主持人：
难怪。应该是怕你不够花。

我放假了啦：
她转钱给我，我觉得怪怪的。

主持人：
怎么说？

我放假了啦：
之前，她和我打趣，如果是女儿，一定会时

时想着家里，给父母买衣服的。显然，作为儿子

的我，有点不上心呀。

主持人：
然后你就放心上了，所以经常给妈妈买礼

物，让她觉得儿子也不比女儿差。

我放假了啦：
是的。但静下来心来一想，我也只是在能

力范围内给他们买点小礼物。这是天经地义的

事，他们不需要算得那么认真。

主持人：
是的，父母永远舍不得花孩子的钱。相反，

他们会为孩子付出一切。

我放假了啦：
我觉得，工作以后的男生，虽然起步艰辛，

但自己的账与家里的账一定要分清。最好是不

向父母伸手，保证自己日常开销的同时，还能适

当给家人购置一些“小惊喜”。

给妈妈买了一个按摩器
可她一定要把钱转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