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手让孩子走出去
倪萍接受专访：孩子并非一直呆在父母身边才孝顺

“如果有下辈子，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人。”从山东走出去的著名主持人倪萍日前就家庭和家风的
话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她的开场白让人大吃一惊。倪萍解释说，“照顾家庭是个巨大责任，我本性上
更愿意是一个人。”但骨子里，她仍是一个顾家爱家、疼老人爱孩子的山东女人。

倪萍，著名主持
人、演员和作家。1979
年进入山东艺术学
院。1990年进入中央
电视台，主持了十三
届春节联欢晚会和各
种大型晚会。1997年
出版的《日子》一举迈
入畅销书行列。2002
年与杨亚洲导演首次
合作电影《美丽的大
脚》，拿下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女主角。此
后主演的电影屡获国
际大奖，其中包括蒙
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
佳女演员。曾担任全
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和
第九届、十届、十一届
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 杨新会

和姥姥、妈妈一起生活

了那么多年，倪萍真的能放
下家庭不管不问吗？她笑了，

“我是落了个孝顺的名，但是
麻烦死了。我能胖成这样，就
是跟我妈一起吃出来的。”

习惯过“集体生活”

我们的话题就是从倪萍
家三代女人在一起生活聊起
来的。。她一开始就抱怨，“你
不是我，不能理解这事，这一
辈子前呼后拥太多了。你说
跟老人一起生活麻烦不？说
句实在话，真是挺麻烦。”

倪萍说，她的工作就适
合自己一个人过，“直播完了
很累，回家就想洗个澡，喝杯

红酒放松一下，但是不可能，
就是你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特
别不衔接。”倪萍也承认，她
们这代人想摆脱家庭是不可
能的，山东人是这样，一个人
出来，全家人都跟着出来。

对她来说，“集体生活”
是幸福的烦恼。“刚开始挣钱
的时候就往家里寄，哪怕挣
一点儿。我那时一个月挣26
块钱，给家里寄16块，自己只
留10块钱。我妈对姥姥也是
如此，整天往家里寄东西，一
包洗衣粉、一盒点心、一听罐
头。大舅从淄博也往荣成寄
东西、捎东西。那时候就是一
家人搅和着一起过，最多的
时候，家里有十几口子人。”

一家人互相支撑

倪萍坦承，自己一路走
到现在其实没受过苦，因为
一直有家人照料，大家相互
支撑，谁也离不开谁。“我现
在带着她们一起过，也必须
让她们跟着我过，小时候是
姥姥拉着我的手，现在是我
拉着她们的手往前走。”姥姥
去世后，倪萍很伤感，一本

《姥姥语录》根本说不尽她对
老人的哀思和想念，“我从来
没想过姥姥先撒了手，让我
一个人走。”

放手让孩子走出去

倪萍对姥姥的评价是
“一个非常开明的母亲”，“我
姥姥的想法就是孩子能走多
远就走多远。她的思想很超
前，孩子有出息都送出去，当
兵的上学的，能走的都走。”

为人母的倪萍受姥姥的
影响很大，她也认为，只要孩
子有出息，去哪里都行。“像
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受社
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儿女
赡养老人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事，他们也不习惯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可现在的下一代
真的不一样，山东人讲‘父母
在不远游’，其实父母的真实
想法是，只要孩子过得好，去
地球另一边生活都没问题。
孩子留在身边反而耽误了。”

倪萍说，孝顺父母是什
么，在家里呆一个钟头和一
百个钟头是一样的。“你问我
的想法，将来就看孩子自己
的选择，他觉得留在父母身
边好，我们特别欢迎。他要远
行，我也为他高兴，生命是个
体的，现在的孝顺拿过去的
标准来衡量是不准确的。一
个人如果具备最基本的善
良，这就不是个问题。”

倪萍的孝顺在圈里很有
名。对此，倪萍说：“我领着妈
上趟医院就叫孝顺？陪着妈
吃顿饭就叫孝顺？这都是应
该的啊。”姥姥的智慧对倪萍
影响很深，倪萍说：“面对困
难也好，挫折也好，包括冤枉
和委屈，姥姥说想不开的事
转个弯就想开了，想不通的
人倒个个儿就想通了。”

大人怎么做 孩子都看着呢
倪萍的儿子已经上初三

了，她说平常没怎么教育，大
人怎么做，孩子都看着呢。

“父母如何对老人、对保姆，
他都会看。你如果说一套做
一套，他一眼就能看穿。有一
句话说得特别对，大人下了
班不读书，凭啥要求孩子放
了学还要做作业。”

“我没有特意要把这个
传给孩子、把那个传给孩子，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周围
的影响对他很重要。”倪萍向

记者讲了最近发生在儿子身
上的一件事，“他去街上给篮
球充气，回来以后跟我说，
妈，今天碰到一个牛人，给他
一块钱不让他找了，非要找
给我五毛钱。我对孩子说，你
说了无数次牛人，这次总算
用对了。他把这个师傅看得
很重，觉得人家很牛，人家没
把钱放在眼里，有骨气。”

倪萍说，诸如此类的家
庭教育都是很自然完成的，
所以儿子现在是一个很正常

很健康的孩子。“按照我们家
的情况，他应该早有手机了，
但直到他14岁才给他买了一
个，因为过去他不需要，学校
里就有电话。”倪萍去年才买
上车，一是因为要教育孩子
不能攀比，另外她也没把自
己当名人，“我拍电影，演的
都是最底层的人，一个演员
不知道老百姓怎么挤地铁，
怎么买盒饭，怎么去菜市场，
那还怎么演，演出来也是装
模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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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了 千万不要嫌它小
倪萍与姥姥的感情很

深，“从懂事开始，我就觉得
姥姥料事如神，在我心里她
就是神。但随着年纪增长，我
才发现，其实姥姥只是善于
总结反思，一件事过去了，她
都要用心反思。在教育孩子
上，姥姥尤其有智慧，比如我

跟姥姥说，我怎么改了错误
后还会再犯？姥姥就说，字典
上本来没有错误这两个字，
你不犯怎么能有这两个字？”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姥
姥对我的宽容，她还对我说，
字典上有个‘改’字，你看看
这个字，记着它，就改了。”

对很多人的幸福焦虑状
态，倪萍说，“幸福来了，你千
万别嫌它小。一天一个小幸
福，攒一块就大了。我曾问姥
姥什么是幸福，姥姥就说，你
跟我说话就是幸福。其实姥
姥的幸福就是有多大劲使多
大劲，上不了大山上小山。”

倪萍
向本报赠送
关于好家风
的著作《姥
姥语录》。

大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谈到对子女的教育，倪

萍先从自己在荣成老家度过
的童年讲起，“我记得小时候
家旁边有条大河，现在看就
像小水沟。家乡具备所有农
村最美的风景，有山有水有
沟有壑。”

倪萍说后来自己写的所
有关于乡情类的东西，都是
农村老家。“我7岁去青岛，17
岁离开，这么繁华的城市，我
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画的

第一批画全是我童年时姥姥
院子里的花，鸡冠花、牵牛
花……”童年时的那些美好
记忆影响了倪萍，她希望自
己的孩子也有机会亲近自
然，体验田园生活的美好。

“儿子9岁、10岁的时候，
我连续两个暑假都把他送回
老家，他印象非常深，下河网
鱼，上树抓知了，怎么捕蜻
蜓，怎么去农地里浇水，他回
来跟我讲，一个老奶奶怕蚊

子咬他，老给他扇扇子，这种
乡情让孩子一辈子都忘不
了。孩子想吃冰西瓜，家人把
瓜放在井里一冰，拿出来就
很好吃。一根海带从海里拖
出来，走十几米还没完全拽
出来。把麦子放嘴里嚼，最后
像口香糖一样放杆子头上粘
知了……暑假快结束了，你
拽他都拽不回来，开学写作
文笔下就很有东西，这种体
验是城市生活给不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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