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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朋友圈对父母
屏蔽的中青年不在少数。说起理由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与父母有代
沟，有时候有些事明明没什么，在父母
眼中却很严重。其次是不少父母通过
朋友圈了解到孩子的情况后，常常喜欢
遥控指挥，孩子们不愿意接受。最后就
是很多父母常常会因为并没有弄清楚
孩子所发朋友圈的意思，而生出不必要
的担忧，从而给孩子们带来困扰。

39岁的程静最近很无奈。不久前，
她参加了高中同学毕业 20年聚会。聚
会中，同学们少不了三三两两拍合影，
她也拍了不少，并且发在了朋友圈中。
有一条朋友圈是程女士和高中某位男
同学的合影和一起合唱卡拉 OK 的抓
拍。她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当
年可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男神啊，现
在终于能够合唱一首，也算是圆了梦
想。”没想到的是，程女士的妈妈看到这
条朋友圈后打来了电话，委婉地让她删
掉。理由很简单：“和男同学合影合唱
不要发在朋友圈里，更何况还称呼‘男
神 ’，不适合已婚女性。”对此，程女士
很郁闷：“我老公是我高中隔壁班的，我
们上大学后恋爱，然后结婚。他也知道
当年我的这位男同学成绩好，体育也
好，女同学们很欣赏。这条朋友圈我编
辑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还笑着说，岁月
是把杀猪刀，当年的男神现在一点也看
不出来了……明明老公很正常，我妈却
一惊一乍的。”

程女士告诉记者，这样的尴尬发生
了不止一次。去年她因公出差期间，老
公发了一个朋友圈，内容是自己做的两

个蔬菜，以及一句“老婆出差，我只能自
己动手”。结果老公的妈妈直接在微信
朋友圈评论说：“怎么没让程静在走之
前给你多做几个菜？”程静的老公看到
这一评论后，立马和程静打招呼，说自
己的老妈不会说话，老婆平时做家务已
经很辛苦了，他能解决。程静说：“我也
知道婆婆只是这么一问，也是心疼自己
儿子，但看了之后我还是会有点不舒
服。平时在家一直是我做饭，现在我出
差，老公学一学做饭又有什么不行的？
没有谁是天生就该做饭的。”

34 岁的毛先生两年前就不对父母
开放朋友圈了，因为怕被催婚。“从我27
岁起，我妈就各种催婚。开始还是偶尔
说说，过了三十岁，基本上是逮着机会
就要说。而这个机会，往往是我无意中
创造的——我参加同事或同学的婚礼
会发朋友圈。结果我妈每次看到都会
念叨。再后来，我参加同事或同学孩子
的满月酒、抓周什么的，我妈都会抓住
机会‘教育’我一番。为了让耳朵清静
一点，我就屏蔽了他们。”

父母频频出现在孩子们的朋友圈，
还会带来一些爱的担心和叨叨。加了
个晚班，发完朋友圈，爸妈的电话就来
了，路上要小心，晚饭吃了没，夜里冷不
冷，一一要关心到位；汽车发生刮擦，在
朋友圈里抱怨了几句，爸妈又紧张无比
地打来了电话……对于子女来讲，很多
时候已经事过境迁，但父母却还在担忧
着：前几天加了夜班，孩子有没有缓过
来？这几天路况依然不太好，车修好后
是不是暂时别开了。

你的朋友圈
为什么把父母屏蔽了

如今，微信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享，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也用起
了微信，并且还很热衷。然而，爸爸妈妈们却发现，不少儿女将自己屏
蔽在了朋友圈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爸爸妈妈是怎么想的，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为什么孩子会屏蔽父母

吃水不忘
挖井人
文/凌久勤

我住的村子坐落在句容市南部的
一个山岗上。

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山峦起
伏，高低错落。一直以来，我们村子吃
水用水都要从村边的水塘一桶桶挑。
如果夏天发大水，塘水混浊无法饮用，
我们就会在水缸里撒点明矾将水澄净
一下。

中专毕业那年，我看母亲挑水实在
费力，就自告奋勇帮家里挑水。我挑起
两个水桶，到离家两里外的小圆塘挑
水。我站在水塘里把桶装满水，但当我
想把水桶挑上水塘时，却左右摇摆差点
跌倒。好不容易上了岸，我晃晃悠悠地
往家里走，一路上总觉得腿不听使唤
——两桶水有一百多斤重，在这之前我
从没挑过担子。正当我快要被水桶压
倒时，站在村口等我的母亲急忙奔过
来，替我挑起了担子。看着母亲消瘦蹒
跚的背影，我既内疚又心疼。

在我们村，吃水是最大的问题——
不仅水质得不到保障，且吃水完全靠
挑。有一年大旱，村子附近的塘坝干
涸，吃水只能到五里之外的小水库挑
水。不仅如此，还曾有人因挑水时不慎
滑倒被淹死了。

2000年左右，有私人在二圣水库引
河的边上办了自来水厂，村民得知后纷
纷出了入户费安装——当时塘坝里的
水已经非常浑浊，完全不能饮用了。然
而，自来水安装后效果却很不好：因为
处在管网的末端，压力不够，村里经常
停水断水，不停水水流也非常细，如老
牛撒尿，而且水质也不佳，经常有线虫
在其中游弋。那时我家住在村最高处，
十天里有八天没水，只能到住在低处的
人家取水，非常麻烦。

此后，很多人家开始打井。不过，
因为井水高碱，饮用后会得胆结石等疾
病，还是不能饮用，只能洗洗衣服而
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受村民委
托，给《镇江日报》写了读者来信。《镇江
日报》的记者李恒等人收到信后来到村
子和自来水厂提取水样。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进入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
开放的攻坚时期，乡村公共设施均等化
成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题，我们村的饮
用水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一支队伍
开进了村口，那是句容市自来水公司的
建设队伍。他们叩石垦壤，机挖人抬，
不到十天，就完成了管道埋设和各家各
户水表龙头的安装。当年底，和城市完
全一样的自来水，流到了每家每户，流
到了每个村民的心田！

现在，我的家里一直还保留着一根
扁担和一副水桶，为的是用它们告诉自
己和后代，要珍惜今天的生活，吃水不
忘挖井人。

大家怎么看

采访中，绝大多数老人不能
接受子女的朋友圈不向自己开
放。上文记者采访的几位，他们
的父母都在努力与孩子沟通，希
望孩子们能重新开放朋友圈。老
人们认为，子女从上大学开始，与
父母相处的时间就慢慢变少了。
工作、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小世
界，再给父母打电话，基本都是老
三句。“吃了吗”，“身体还好吗”，

“最近天冷（热），衣服要注意添
减”，而父母们其实很想知道孩子
们生活、工作、交友的细节，希望
子女还能像小时候那样，对自己
叨一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酸甜
苦辣。于是，看孩子们的朋友圈
就成了很多父母生活中必修课。

“朋友圈不屏蔽父母，可以让父母
安心。父母把孩子养大，但随着
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与父母却
渐行渐远。我觉得朋友圈有利于
父母了解孩子的生活状况，看了
孩子的朋友圈觉得他们就在身
边，老人就会觉得心安，欣慰。”77
岁的冯文清说。

市民骆女士则分别给子女和
父母支了招。骆女士的儿子在外
地上大学，看儿子的朋友圈是她
每天必做的事。但她对自己的要
求是，多看，少说，基本不发表议
论。“去年，儿子和几个同学去爬
了四川的四姑娘山。我在网上一
搜，海拔五六千米。他们是自己
过去的，没有跟团，事先也没告诉
我。我看了儿子的朋友圈，还是
蛮担心的，但我一直忍着没说。
直到儿子旅游回来，和我通电话，
我才详细问了问。”骆女士说，她
建议父母们都跟她学一学，看朋
友圈可以，但看完了少说或者不
说，孩子有孩子的生活。此外，作
为女儿，骆女士还特意组建了家
庭微信群，专门发一些自己的生
活日常给 70 多岁的父母看。“我
会提醒他们，朋友圈里有一些内
容他们如果看了有问题，就在家
庭群里问我。不过，现在我在家
庭群里发的生活日常比较多，我
爸妈也不是那么在意我的朋友圈
了。当儿女的也可以试一试。”

也许正如市民高旻所说：“你
的朋友圈朋友都能看，父母有什
么不能看的？在强调与父母有代
沟、有思考方式上的差异的同时，
我们其实更应该做的是多和父母
交流沟通，减少这种代沟和差
异。想想看，当我们还小时，是他
们耐心地让我们与这个社会接
触，现在我们也可以耐心地让他
们跟上时代的步伐。”

（沙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