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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好久没有回父母家了，网购时看到一件衣服不错，就顺手给
父亲买了一件，没想到刚好赶上老人生日。父亲十分满意这件“生日
礼物”，更感动于女儿的心意：“衣服我很喜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呢，我自己都忘了。”

随手而为的举动，造就了一个美丽的误会。想到每每自己生日时，
父母都会打电话叮嘱“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过生日买点好吃的”，
令没能记住父母生日的她惭愧至极。

这样的事我们没少遇到过。子女的一点点孝心之举，父母常常是
受宠若惊，哪怕是“偶然想起”，在父母心中，也自动脑补成子女的
“时时牵挂”。然而，父母为子女操劳半生，又有多少人会对他们道
一声“谢谢”？

在得到别人帮助时，我们会下意识地道声谢，连小孩也懂得这个
道理，但对父母的付出，子女却心安理得。

不少人认为，父母对子女的照顾是义务，子女成年之后也习惯了
父母单向付出的相处模式。他们或许觉得，父母至亲，何须言谢？放
在心里便好。父母一句“照顾好自己，我们不用你操心”更成了堂而
皇之的理由。更有甚者，一边接受、索取，一边无动于衷，甚至一旦
不合他意，便对父母横加指责。之前，一名留学生仅因父母负担不起
她奢侈的生活，让她“节省一点”，她便破口大骂，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试想，假如他们并不是父母，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或是
工作上的伙伴，或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暂且代入想一想——

你犹在梦中，他们已忙里忙外一个早上，为你张罗一顿热气腾腾
的早餐；你受伤时，他们日日牵肠挂肚，时时照料，恨不能以身代之；
你缺钱时，他们毫不迟疑哪怕掏出毕生积蓄；你忙碌时，他们千里奔
赴到你的城市，只为“能帮一点是一点”……

面对这样的“别人”，我们怎能不感激涕零、涌泉相报？
但是，当他们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父母，这份恩情便自然而

然地打了折扣，甚至忘了他们才是本该被照顾的那个人。
世间万物，自有平衡。但在亲子关系中，付出与索取，收获与回

报，便是这样失衡却稳固地存在着，令人感慨。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父母

慷慨给予，子女应知感恩；子女悉心关爱，父母却不必惊喜。舐犊跪
乳，互动之爱才最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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