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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女儿起床、给她穿衣服、帮

她收拾书包、喂她吃饭、风风火火

送她去学校、匆忙忙忙赶着去上班

……每天早上，我都跟打仗一般紧

张，哀叹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从容

不迫、游刃有余地拥有一个明朗的

早晨。

某天，跟朋友抱怨，朋友说：

“你那么紧张，全是自己造成的，你

本来可以不紧张的。”“全是我自己

的错？我没有听错吧，为了节省时

间，我替她把一切都收拾好，我不

就是为了让自己上班不迟到吗？”

我有些不高兴了，语气也重了些。

朋友说，她也曾经像我一样，

出力不落好，焦灼而紧张，后来放

手让孩子自己来，没想到她不仅让

自己从容不迫，还让孩子的自理能

力得到了提升。现在的她，已经不

需要每天心急火燎地催促孩子了。

从朋友那儿取了经回来，我开

始对6岁的女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

做法，我不再事无巨细地帮她把一

切都收拾好，我开始“强迫”自己对

她说：“你可以自己来。”

先从收拾书包开始，晚上做完

作业之后，我让女儿学着自己把铅

笔和橡皮放进文具盒，把书本整整

齐齐地放进书包，我只负责提醒

她，不再动手参与。

从一开始的不熟练到后来的

熟能生巧，在这件小事上，她已经

不再需要我操心。更美妙的体验

是，她自己收拾好以后，会骄傲地

对我说：“妈妈，我已经全部弄好

了。”这简直是培养自信的另一个

法宝，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初见成效后，我开始有意让女

儿学会自己听闹铃起床，我只负

责把时间定好，就去厨房准备早

餐，告诉她听到闹铃就自己起

床。虽然刚开始，女儿还需要我

提醒，慢慢地，她已经适应了这

样的节奏。

就这样，每一件我曾经“越俎

代庖”的事，我都学着温柔地对女

儿说：“你可以自己来，试一下，妈

妈相信你。”于是，女儿学会了自己

起床、穿衣、洗漱、坐在餐桌旁吃饭

……我渐渐也把自己的时间调配

开，不再“凶神恶煞”地催促女儿

“快一点”了。

现在的我，也日益心平气和，

每天全部收拾完毕送女儿去学校，

不再那么心急火燎。送完女儿去

上班，也不再需要风驰电掣地往单

位赶。我甚至有了亲近一朵花的

时间，有了欣赏一朵云的心情，于

是，“凶神恶煞”的妈妈成功“变

形”，火速切换成平和温婉模式。

我们完全不用低估孩子的能

力，他们都拥有自己的魔法，可以

把自己的一切做得很好，而指挥这

一切的魔法棒，其实只是妈妈的一

句“你可以自己来。”

看见 孩子眼中“令
我佩服的妈妈”

“我妈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

人。”提起自己的“硕士”妈妈，万昕

乔很是自豪，妈妈最近痴迷于研究

《易经》，他连连感叹：“我现在已经

赶不上妈妈的境界了。”

硕士学历不是万昕乔佩服妈妈

的原因，打动他的是妈妈学习的过

程。“她当时因为怀了我，所以放

弃了去读书的机会。但她一直没有

放弃深造，在我上小学以后有了

空，便从头学起，又自己考上了翻

译专业的硕士。”因为看到妈妈特

别努力学习的样子，万昕乔也深受

感染，学习也特别认真、刻苦，如

今也在自己的领域里保持着出色的

学习能力。

“她做事特别有主见，而且特

别有韧性。”谈到妈妈身上的闪光

点，莫季妍不假思索地说。在她眼

里，妈妈有时会“突然”做决定，

一个灵光乍现就会马上去实践，尤

其是在莫季妍长大成人后，这种情

况越来越多。不过，妈妈看似“上

头”的行动，却从没有三分钟热度

后“下头”，而是长久地坚持了下

去。

“有一天，我妈碰巧看到附近的

瑜伽课在搞活动，就说想去试试。

第二天就拉着自己的几个姐妹一起

去报了名。没过多久，妈妈的几个

姐妹陆续退出了‘瑜伽团队’，没想

到妈妈一个人也坚持了下来。”莫季

妍说，“因为坚持练瑜伽，妈妈的身

体越来越好，体态轻盈了起

来，人也看着越来越年轻了，

她的几个好姐妹又因此受到

鼓舞，继续去练瑜伽了。”

看似格外开放甚至有些

跳脱的妈妈，却也有对孩子

“控制欲”极强的阶段。在莫季妍

的记忆中，她小时候最爱和妈妈说

的话就是，“你看 XX 的妈妈多

好，多么开明！”在压制与反抗

中，母女关系一度处于僵局。“好

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争吵，我和她

都有了成长。”莫季妍说，“我渐渐

学会了如何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诉

求，妈妈也慢慢明白需要给我一些

个人空间，在彼此的理解和包容

中，我俩的感情越发像姐妹了。”

她从不是一个以“好妈妈”的标

准要求自己的母亲，她在女儿心中

是一个“任性”的同伴，甚至不能算

作好友。陈思雨对妈妈的评价是：

特八卦、记性还好，至今都还能记住

她幼儿园小伙伴的名字；凡事讲究

公平，从来不会随便给孩子特权，也

不会允许孩子平白无故受委屈；没

有架子，在树立权威母亲的形象上

屡败屡战，这反倒让陈思雨觉得妈

妈有些可爱。

“理想中的妈妈是温柔、体贴，

有时候可以溺爱我一点的妈妈，但

她并不是。我妈从不会‘让’着我，

她更像一个比我大的室友，会管教

我。所以小时候我真的很想要一个

温温柔柔、通情达理的妈妈。”随着

年龄的增长，陈思雨也表示，“回望

妈妈身上的那股‘孩子气’，觉得特

别宝贵，对于一个成人而言，可以一

直保有一分真挚和任性是一件特别

美好的事，她很开心妈妈能够拥有

这些特质。”

“我期待她作为一个母亲能够

更大胆、更自信一些，我也会支持她

的选择，包容她的缺点，像她对待我

一样，扮演一个值得信赖的小伙

伴。”陈思雨说。

对话 想成为怎样
的妈妈

早上6:00起床，给一家人准备早

餐，然后叫醒孩子，陪他读规定每天

必读的绘本和读物。趁孩子自己玩

玩具的时候为他准备午餐，一边做饭

一边听着客厅的声响，如果孩子有一

阵不发出声音，就需要赶快去看看他

在干什么。等到孩子午休，自己再吃

饭，涮洗锅碗。下午再重复早上的内

容，直到把孩子哄睡，再去收拾好他

玩耍后的“战场”，才会有属于自己的

时间，这时已是深夜。

这是一位保姆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的日常，她表示自己想要辞

职，因为感觉到很大的内耗，这份工

作重复、琐碎，而且除了包吃住外，

拿到的薪水并不算高。而网友们纷

纷评论：除去薪水，这不正是许多

“全职妈妈”的日常吗？

其实，当这份“工作”交给妈妈

时，她们会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会

更加任劳任怨、无微不至，因为母爱

本就不需要任何人来“买单”。只是，

当这份爱和付出变成理所应当时，便

会变成枷锁反向禁锢住妈妈们。

“繁忙”“操心”“量入为出”是孙

楚对自己 20 多年来“作为妈妈”的

概括。“刚进入‘妈妈’这个角色时，

我也经历了一段过渡的时期。”她坦

言道，“我在少女时代是一个行动力

很强的人，想到什么就去做，虽然这

点到现在也还保持，但随着孩子的

到来，我会更多地去做一些长期规

划，尽可能地去规避孩子成长中的

不确定性、不安全性。”

时间上如此，经济上也不可避

免地面临再分配。李文慧表示，自

己的孩子出生时，家庭条件并不富

裕，除了要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上班

外，还需要好好计划开支，生活的开

销逐渐偏向孩子。“我们给不了她最

多的，但一定会给她能力范围内最

好的。”李文慧说，“一开始谁也不知

道怎样当好妈妈，哪怕是提前去学

习、做功课，当那一刻真正来临，还

是会有些无措。”

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她们

的智慧、经验和方法都是在一次次

的“实战”中积累起来的，在她们的

回忆里也不乏情绪失控的瞬间，也

会忍不住拿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比

较。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冷

静、睿智、豁达的妈妈，能时刻给

孩子作表率。”孙楚觉得在和孩子

沟通时，自己还是太急躁了，一着

急，“朋友”便会做不好，她理想

中的自己要变得更加冷静、可信

赖。“作为妈妈，我其实也很需要

孩子的信赖。有时候自己的能力达

不到，就尽量为他提供更好的资

源，搭建更好的平台，这也是我努

力工作、敦促自己继续成长的一个

重要原因。”孙楚说。

“双赢”之路 “好妈
妈”不是唯一标签

所谓“双赢”，呈现出的是一种

不割裂的状态，一个称得上“双赢”

的妈妈，能够享受于妈妈的身份和

自我的社会身份，没有顾此失彼或

相互剥夺的感觉。

这样的状态是每个妈妈都希望

实现的。如何走上一条“双赢”之

路，成都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学院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管理

师培训课程执行教师商雪梅结合自

己作为妈妈的经验，从专业的视角

给出了她的建议。

“妈妈的身份是神圣的，它不是

一次突然的造访，是对生命特别的

期待。”商雪梅指出，早在成为妈妈

之前，“准妈妈”就已经在为即将到

来的小生命做准备了。孩子从不是

妈妈的累赘与拖累，不管是认知、身

体、环境还是物质储备，任何妈妈都

会希望做到尽善尽美。

全然的准备并不等于万无一失

的现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总会有

一些突如其来的情况，令妈妈猝不

及防。孩子会涉险、会受伤，没有一

个妈妈能逃过诸如此类的担心。“而

承受住压力和痛苦以后，我们才会

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为母则刚’，

内在的潜能将在那一刻被无限激

发。它伴随着痛苦，但也是一种历

练。”商雪梅说。

为子女操心是妈妈的常态，但

商雪梅也提醒妈妈们，在亲子关系

中，不能给自己设下“索取者”与“牺

牲者”的身份圈套。处于“索取者”

的位置，会将养育变得功利，似乎孩

子的生命必须要为父母的人生添光

加彩才算成功；而处在“牺牲者”角

色中时，会不理智地、单方面地倾注

情感、时间或金钱给孩子，并理所当

然地觉得“牺牲”一定会换来回报。

在这样的关系中，孩子是首当其冲

的“受害者”，而妈妈自己也会陷入

负价值感的泥沼。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妈妈也

要学着逐渐退出孩子的人生，回归

自己的轨道。”商雪梅指出，作为妈

妈并不需要为孩子负无限的责任，

智慧的妈妈有选择地实现好妈妈的

功能，比如做孩子“负面情绪的稳定

器”“信息接收的过滤器”以及“探索

冒险时的安全网”。

“如此，妈妈给到孩子的才不仅

仅是衣食住行、事无巨细的照料，而

是对孩子人格的养护、心灵的支

撑。不是无所不能，而是相伴相

长。”商雪梅说，“在这样的定位之

下，我们也会欣喜地发现，自然的、

立体的、真实的自己，才是孩子最需

要的妈妈的样子，也是我们自己最

舒服的形态。”

把摆在妈妈面前的“单项选择

题”变成“不定项选择”，需要更好的

社会支持来助力，其中很大一部分

源于孩子的爸爸。“孩子成长的风水

是妈妈的情绪加上爸爸的格局。”商

雪梅指出，一个家庭里的分工不是

要男女均同，而是要父母双方“打配

合”，妈妈的情绪既来自于她对自我

的关照，也来自于爸爸的爱、整个家

庭的氛围。拥有很多爱的妈妈，才

能更好地爱自己、爱家人。

我们希望妈妈们不要给自己贴

标签、划定位，找到属于自己人生更

多的可能性，同时也要积极地鼓励、

帮助她们抛开刻板印象，将心中的火

苗付诸行动，“无视任何约定俗成的

界限，永远走她们选择的人生路”。

璞，你曾表示过对妈妈过去的好

奇，我一直遮遮掩掩不肯向你露底。

说来好笑，当我还不是你妈妈

时，路边的一只死老鼠，楼道里蹿出

来的猫，都足以让我又跳又叫。在即

将生你的那些日子，你爸调侃我“你

生娃，我不担心医生技术，我担心医

院的楼板。”虽是戏言，但不得不说你

爸是了解我的。

可哪个女孩在做妈妈前不是胆

小鬼呢？

剖腹产吓得我浑身

颤抖，原本说好的“每日

一歌”（瘪嘴歌——方

言，长哭当歌）变成了

“想唱就唱”。短短三

天，我成了整个妇产科

的明星，走到哪里都会有“慕名者”跟

在身后指指点点。

可我并不在乎他们笑话我。

因为脸上哭着，心里甜呀！胖乎

乎的你，粉嫩柔软，小帽帽戴着，小棉

被裹着，活像一只熟睡中的蚕宝宝，

多可爱啊！

生个男宝是我一直的期盼。并

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妈妈自己是

女儿身，知道女孩有太多不可避免的

痛楚，不愿自己的孩子也吃同样的

苦。

直到才二十八天的你住进了医

院。医生说你患了肛周脓肿，发病原

因尚无定论，男性感染率普遍比女性

高。当初有多想你是男孩，如今就有

烈其数倍的悔恨。医生从我手中抱

走了不足十斤的你，这次，我没哭，心

里恨不得替你去挨这一刀。原来，所

谓勇敢，不过是心里有了重要的人。

再说说妈妈小时候，那时的妈

妈，还不如现在的你。没有主持人的

光环，没有播音员的荣誉，每年的“六

一”表演，全班都上台了，也没有妈妈

的一席之地。多奇怪，现在的你比起

小时候的妈妈绰绰有余，可妈妈还经

常嫌弃你。

毕业后，你爸希望妈妈能通过公务

员考试。奈何为娘数学基础太差，为了

我的行测不和别人落下太大差距，你爸

准备良久，打算手把手地教我。

刚开始他还循循善诱、温言细语

地引导我画图、分步、解答。直到他

第 N 次讲路程问题后，望着我数秒，

我顿住笔也愣愣地回望着他，他长吁

了一口气，往后一仰，瘫倒在床。也

许是对我比较了解，也许是他的心理

建设做得足够强大，他思虑良久后，

一把拉过我，

“现在你是甲

车，我是乙车

……”后 来 以

我的撞墙让他放弃了最后挣扎。

璞，多么熟悉的场景，像极了现

在的我和你。你爸戏称：“当年我辅

导你，欲哭无泪；如今你辅导我儿，撕

心裂肺。”

辅导作业的时候远比你上台或

是播音的时候多，就像天上的星星远

比月亮多，妈妈只顾着数星星，却忽

略了身边的月亮那么大、那么亮、那

么温柔可爱。

常言道：“为人父母，谁不是望子

成龙？”可半夜为子做赋的陶渊明也

没能将他的一身才学传给儿子们，

“成龙成凤”不过是父母

带着世俗的枷锁对孩子

进行的“爱的绑架”，既

然爱之深，何苦责之切？

一日参加市上的书友会，回来的

路上，妈妈忍不住问你“诗歌那么美，

你为什么不爱呢？”“我就是不爱，那

只是你喜欢的东西。”你说得理直气

壮，妈妈心里由衷地为你高兴——我

的孩子有了遵循内心感受的勇气。

加缪在《局外人》里说：“一切特立独

行，都意味着内心强大。”这个时代向

来有底气兼容更多的存在，“你不能

作我的诗，正如同我不能做你的梦”

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你不是我，不必

像我，不必为我。

与子书 ■ 王蕾

妈妈
“变形记”

■ 苗君甫

好妈妈好妈妈，，不该被定义不该被定义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各种各样的“兴趣圈”逐渐变成了“妈妈圈”；那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繁琐

的生活而一拖再拖；只接受短程出差因为担心孩子需要照顾；看到想买的东西会犹

豫再三，省下来的钱可以更好地养育孩子。……

“很多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就会把母职和自由两个词语天然地割裂开来，做一

个工作上靠谱的合作伙伴，同时是一个不够全心全意的‘坏’妈妈；或是成为一个称

职的妈妈，然后放弃许多让自己更加优秀的可能性。”播客节目《文化有限》的主播

超哥曾在一期节目中这样概括许多母亲面临的痛苦。如何走出这种“非此即彼”的

困境，给予“妈妈”这个身份更多的可能性？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们也想和大家一

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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