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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作品2·话说孩子》

前言

　　温暖，这词儿，像新棉花絮成的靠垫，让人安适柔软惬意放松怡然舒展。　　若干年前，我收到
一个厚厚的信封，内装一位中文系教授所写的关于我的作品的研究论文。对于此类文章，我素来有一
种敬而远之之感。文中分析的观点都显玄奥，好像深于我写作时的本意，受之有愧。刚开始对此颇困
惑，后来想想也就放开了。因为那是人家的工作与口味，如同吃了一条红烧鱼的美食家，说咸道酸，
都可理解。和那正在水里游动的鱼群，没有多大关系。　　不过，这篇文章中有个说法，让我新奇。
教授说把我作品中描绘景物和感觉的词汇，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我对寒冷特别敏感，很喜欢用“温暖
”一类的字样。　　这倒是我不曾留意过的。　　我首先感谢这位教授的细致，而且教授还不厌其烦
地为我分析了原因。说大概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北京到西藏阿里当兵，从海平面一下子升到海
拔五千多米，对气候严寒感触深刻，所以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人家西藏当地的作家，就没有
这般敏感。　　用句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我曾被“冻怕了”。用句学术点的话来说，就是我对寒冷
，有一种“创伤性的体验记忆”。总之，毕淑敏于温度的变化特别“锱铢必较”。(这词儿是我自己加
的，人家教授说的很客观。)　　这个发现，初看有趣，细想有理。　　真真是冻怕了。那种冷，痛彻
心肺啊。零下40度的严寒，呼出的热气，在第一时间就变成了锋利的冰凌，挂在发丝、眉梢和嘴角的
微细汗毛上，豆蔻女生也如同垂垂老翁，须发皆白。手脚先是抹了辣椒水一般的烧灼，马上就进入到
僵硬阶段。从这以后，倒并不是特别地难捱了，神经末梢已然麻痹，它们欲哭无泪，索性成了沉默的
绝大多数了。如果这个阶段很快结束，重新回到温暖的场所，神经们就会得理不让人，喧闹着返回火
烧火燎疼痛的阶段，狠狠地折磨你一顿，之后才是极缓慢的复原。　　如果出现了上述情况，你是应
该由衷庆幸的，因为事情还不算太坏。如果寒冷持续进展，麻木的手脚偃旗息鼓，反倒再也不给你找
麻烦了。它们无声无息地变黑，最后焦炭一样干燥地脱落。它们以果决地离开你作为彻底的反抗，这
当然是极端情况，不过在阿里高原，也并不罕见。那些因长时间冰冻而截下的肢体，恩断义绝地离开
了主人，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　　好了，不说冷的事了，说说温暖吧。　　温暖是寒冷的反义词
。经历了酷寒的人，格外珍惜温暖。　　细细追究起来，温暖两字还是有区别的。我不是文字学家，
所以，对这两个字，凭的是直觉，也许不可靠。它们的共同之点——“温”和“暖”都是指让人感觉
舒服的温度。不同点——两者的标的物不同。“温”是三点水旁，估计主要是指水温恰到好处吧？我
在妇产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老护士问我，你知道给新生的宝宝洗澡要多高的温度吗？我那时二十岁
，未婚未育，大大咧咧地说，和体温一样就行了。老护士说，不行。因为水是液体，它对体温的传导
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水盆很容易变凉，所以宝宝的洗澡水以比体温略高为宜，大约是40－42度，并且
一直要保持这个温度，万万马虎不得。太热了，会烫伤宝宝。太凉了，宝宝会感冒，病重了就会转成
肺炎，死亡率很高的。试水温的时候，不要用手指，因为有的人手指肚上有糨子，感觉不灵敏。也不
要用手心，因为成人的手心常常有汗，会让水稀释，测得的温度就不可靠。　　我吐吐舌头说，难道
要用嘴巴尝尝洗澡水吗？　　老护士说，用手背。适宜温度的水淋在手背上，有一点点温烫的感觉⋯
⋯记住了吗？　　年轻的实习医生大声回答，记住啦！　　“暖”，是个日字边，说的应该是和太阳
有关的事。想那早期的原始人，没有防寒服，没有火把，没有房屋⋯⋯最本初的和煦感受，只有来自
天上的太阳。它是一丛永远燃烧的干柴，不知道从哪里长出来的，也看不到丝毫灰烬，周而复始，满
腔热情尽职尽责。面对着如此慷慨的馈赠，原始人只有充满感激之情地顶礼膜拜，尊为神圣。所以在
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光焰万丈灿烂辉煌的太阳神，比如中国的“金乌”，外国的阿波罗。在
汉语中，也为它量身度作一个美妙的词儿，叫作“暖”。盯着这个字看上一会儿，我想你的鼻子就开
始发痒，想打喷嚏了，浑身的汗毛也暖洋洋的反射出金光。这是人看到太阳时的正常反应，暖字让我
们安宁。　　如果无色无香的文字，让人有周身温煦的感觉，我想，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期待
自己笔下的文字，先能暖一暖自己日渐僵硬的手脚，再次是暖一暖自己迟钝的内心。最后，是暖暖自
己淡漠冰冷的额头。　　人生是需要温暖的。当我们诞生的时候，那震耳欲聋的哭声，其实并不仅仅
是因为脱离了母腹的保护，更主要是因为外界的寒凉。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失去
了维持一生的体温，身体无可挽回地变作钟乳石般冷硬。生命和温暖息息相关，有温暖存在的地方，
就有活力。　　面粉在温暖的地方才能膨胀，我们方有馒头吃。种子在温暖的地方才能发芽，我们才
能看见绿茵。冰冷可能适宜保存原态，但是不利于成长。　　为了传达彼此间的善意，我们需要传递
温度。为了抵御孤独，我们需要彼此结成一体面对辽阔宇宙。　　于是多年以来，我力争让写下的文
字，能将暖意放大，好像一个暗红色的煤球。收入这套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已经被反复地印刷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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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作品2·话说孩子》

很不好意思。以前多是按年代或主题分集，这一次，从温暖的角度出发，做了调整。还包括了我
在2007－2008年写的一些短小篇章，(这两年，我主要在写小说，散文作品不多，非常抱歉。)算是有
一点点新意。　　这些如蒲公英的种子一般细小的文字，被我的手心焐热过，我不知道这温度是否仍
在？它们如今又一次被放飞，是否能透过纸张将依稀存在的暖意传到你的手中？如果是那样，就好比
咱们在风中，轻轻地碰了碰手指，如同两只蝴蝶的翅膀在飞翔中相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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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孩子在被他人需要时，感觉到了一个幼小生命的意义。成人注视并强调了这种价值，他们就感悟到深
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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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淑敏，祖籍山东，1952年生于新疆伊宁。十七岁赴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服役十一年。历任卫生
员、助理军医、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1990年成为专业作家。
著有《毕淑敏文集》八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
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内科主治医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博士方向课程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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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婴孩有不出生的权利佑护灾难中的孩子附耳细说优点零请为你的夸奖道歉哦，我相信你你究竟说了些
什么面具后面的脸谁毁灭谁从六岁开始“想也没想”可不行啊，原来你是一只老虎第六千次回答谁是
你的闰密好脾气的悖论 痛苦王子为什么不是花生或大米 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 白雪下的暴力星王子探
秘儿子的创意孩子，请闭眼 在儿子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 下午去开家长会教你生病进当铺的男孩儿子
方程式混入北图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妈妈，“请跟上” 爱的回音壁孝心无价爱是不能比的娘间谍额
头与额头相贴蓝色萝卜青虫之爱母爱的级别当我们想家的时候母亲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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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婴孩有不出生的权利　　假如我是一个婴孩，我有不出生的权利。世界，你可曾听到我在羊水中
的呐喊？　　如果我的父母还未成年，我不出生。你们自己还只是一个孩子，稚嫩的双肩怎可能负载
另一个生命的重量？你们不可为了自己幼稚而冲动的短暂欢愉，而将我不负责任地坠入尚未做好准备
的人间。　　如果我的父母只是萍水相逢，并非期待结成一个牢固的联盟，我不出生。你们的事，请
你们自己协商解决，纵使万般无奈，苦果也要自己嚼咽。任何以为我的出生会让矛盾化解关系重铸的
幻想，都会让局面更加紊乱。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肉质的筹码，要挟另一方走入婚姻。　　如果我的
父母是为了权力和金钱走到一起，请不要让我出生。当权力像海水一样退去，你们可以驾船远去，只
有我孤零零地留在狰狞的礁石上飘零。对于这样的命运，我未出世已噤若寒蝉。当金钱因为种种原因
不再闪光，你们可以回归贫困，但我需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你们无法以自己的双手来保障我的
生长，请不要让我出生。　　假如我的父母结合没有法律的保障，我不出生。我并不是特别地看重那
张纸，但连一张纸都不肯交给我的父母，你们叫我如何信任？也许你们有无数的理由，也许你们觉得
这是时髦和流行，但我因为幼小和无助，只固执地遵循一个古老的信条——如果你们爱我，请给我一
个完整而巩固的家。我希望我的父母有责任感和爱心，我希望有温暖的屋檐和干爽的床。我希望能看
到家人如花的笑颜，我希望能触到父母丝绸般的嘴唇和柔软的手指。　　我的母亲，我严正地向你宣
告——我有权得到肥沃的子宫和充沛的乳汁。如果你因为自己的大意甚至放纵，已经在我出生之前，
把原本属于我的土地，让器械和病毒的野火烧过，将农田荼毒到贫瘠和荒凉，我拒绝在此地生根发芽
。如果我不得不吸吮从硅胶缝隙中流淌出的乳汁，我很可能要三思而后行。　　我的父亲，我严正地
向你宣告——如果你有种种基因和遗传的病变，请约束自己，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和昏庸。你不应有后
裔，就请自重和自爱。人类是一个恢宏整体，并非狭隘的传宗接代。如果你让我满身疾病地降临人间
，那是你的愚蠢，更是我的悲凉。并非所有的出生都是幸福，也并非所有的隐藏都是怯懦。　　我的
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我要亲切地向你们表白。我知道你们的希冀，我也知道血浓于水的传说。我
不能因为你们昏花的老眼，就模糊自己人生的目标。我应该比你们更强，这需要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努
力。不要把你们的种种未竟的幻想，五花八门地涂抹到我的出生计划书上。如果你们给予我太多不切
实际的重压和溺爱，我情愿逃开你们这样的家庭。　　我的父母，如果你们已经对自己的婚姻不抱期
望，请不要让我出生。不要把我当成黏合的胶水，修补你们旷日持久的裂痕。我不是白雪，无法覆盖
你们情感的尸身。你们无权讳疾忌医，推诿自己的病况，而把康复的希望强加在一个无言的婴孩身上
。那是你们的无能，更是你们的无良。　　我的父母，我并非不通情达理。你们也可能有失算和意外
，我不要求永恒和十全十美。我不会嫌弃贫穷，只是不能容忍卑贱。我不会要求奢华，但需要最基本
的生存条件。我渴望温暖，如果你们还在寒冷之中，就缓些让我受冻。我羡慕团圆，如果你们不曾走
出分裂，就不要让我加入煎熬的大军。　　我的父母，请记住我的忠告：我的出生不是我的选择，而
是你们的选择。当你们在代替另外一条性命做出如此庄严神圣不可逆反的决定的时候，你们可有足够
的远见卓识？你们可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忍？你们可有足够的智慧和真诚？你们可有足够的力量和襟怀
？你们可有足够的博爱和慈悲？你们可有足够的尊崇和敬畏？　　如果你们有啊，我愿意走出混沌，
九炼成丹，降为你们的儿女。如果你们未曾有，我愿意静静地等待，一如花蕊在等待开放。如果你们
根本就无视我的呼声，以你们的强权胁迫我出生，那你们将受到天惩。那惩罚不是来自我——一个嗷
嗷待哺的赤子，而是源自你们千疮百孔的身心。　　佑护灾难中的孩子　　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
事。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三岁的女儿，乘坐长途汽车。旷野的高速公路上突然起了浓雾，气团
包抄过来，好像牛奶翻滚。司机就把车靠在紧急停车带，耐心等待。过了许久，雾渐渐稀薄些，为了
赶时间，司机就上路了。雾大，管理站封锁了高速公路，路面上几乎没有一辆车。司机就很放心地加
快了速度。惨案就在此时发生。当司机发现前面有一辆货车抛锚时，尽管把刹车全力踩死，客车车头
还是拱入了货车车厢。　　货车上满载着的钢筋，在客车巨大的惯性之下，化成锋利的长矛，将客车
前三排座位齐刷刷戳透，无数鲜血喷溅而出⋯⋯　　那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当场死了。也许是生命的
本能，也许是冥冥中的神灵指点，总之在那电光石火的恐怖刹那，母亲把女儿猛地往下一压，一根钢
筋擦着小姑娘的头皮刺了过去，小女孩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着。　　客车停住了，后排座位上幸免于
难的人们，在庆幸自己命大的同时，竭力抢救着前排的乘客。　　听人说，那三岁的小姑娘，爬起来
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母亲，第一句对别人说的话是——我妈妈流了这么多的血，她死了。　　她默默
地看着人们翻动妈妈的尸体，过了一会儿，当人们放弃抢救的希望，抱起孩子时，听到她清清楚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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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妈妈死了之后，我不要后妈。　　给我转述这个悲剧的朋友发着感慨：你看看
如今的孩子，真是小精灵！当时就知道她妈妈死了，也不哭。然后马上就想到了后妈的事，心眼可真
多啊！都是看电视学来的。大伙听说了，都不信这么大的孩子，就这么能琢磨。有的人不信，后来见
了面就当场试验。问那孩子，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说，那孩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朋友
说，还真像别人学的那样，你一问，那小姑娘就说，我妈流了好多好多血⋯⋯一下子就死了⋯⋯我听
见头顶上轰的一声⋯⋯我不要后妈⋯⋯　　我说，后来呢？　　后来问的人太多了，小姑娘好像觉出
了什么，就不说了。什么都不说，充满仇恨地看着你。　　我说，事件怎么处理的？　　朋友说，客
车和货车打官司，都说对方的责任大。死者家属不让火化尸体，人就一直在冰柜里冻着。为了催促解
决，死者家属联名上访，拖家带口地集体告状⋯⋯　　我焦虑地问，在大家做这些事的时候，那个小
姑娘在哪儿呢？　　朋友说，她在哪儿？她还能在哪儿？当然是跟着她爸爸了。大伙说什么，她就听
着呗。上访的时候，大伙教她跟领导说，要是不赔我们家钱，就不把我妈妈从冰柜里拉出来。　　我
说，小姑娘说了吗？　　朋友说，她说了啊。她爸、她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让她这么说，她哪
能不说啊？你还别说，这孩子一出动，哀兵动人，就是管事。领导当时就批了——从厚抚恤。家里人
领了一笔钱，后事就办了。　　我说，后来呢？　　朋友说，还有什么后来？后来就一切都结束了呗
！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各就各位。　　我说，那个小姑娘呢？　　朋友说，不知道，可能
一切都好吧。　　我的心，被搅得深深不宁。直觉告诉我，绝不是一切都好！在那个女孩身上，发生
了巨大的断裂和混乱。　　我相信那聪慧过人的小姑娘，会对她三岁时经历的这一惨案，留下刻骨铭
心的记忆。　　也许她会遗忘，忘得一干二净。从此，不记得那喷溅流淌的滚烫鲜血，那呼啸而过的
恐怖之声，那骨肉横飞的悲惨场面，那被人传授的鹦鹉学舌⋯⋯这些悲怆的恐惧和无与伦比的失落，
被人体的本能的保护机制，不由分说地压入了混沌的潜意识。　　一片空白。因为这种猛烈的负面刺
激早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幼童的心灵所能承载的负荷。然而，空白之下，依然汩汩地流淌着不息的血流
。未经妥善处理的哀痛，绝不会无声无息地消解。它们潜伏在我们心灵的最底层，腐蚀着风化着灵魂
的基石，日日夜夜睁着一只怪眼，折磨得我们永无安宁。　　也许她什么都记得，但她什么都不说。
对一个孩子来说，顿失母爱，是多么严酷陡峭的跌落！没有人能够替代母亲温暖的怀抱，没有人能够
补起塌陷的太阳。孩子的世界，在这一瞬永远地变了颜色！从此，她沉默寡言，自卑自弃或是自怜自
恋，她怨天尤人，不能从容接受别人的爱，也不能慷慨施予他人以爱，乖戾暴躁喜怒无常⋯⋯世上游
荡着一个冷漠孤寂的独影，到处洒下点点凄苦的清泪或是——永不流泪。　　当然，事情也许会有另
外的可能性，但我不敢盲目乐观。上述的发展趋势，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曾在无数成人的心理障碍中
，看到幼年不幸的浓重阴影。　　天灾人祸之中，谁是最痛楚的受难者？是失去丈夫的妻子？还是失
去妻子的丈夫？是失去子女的父母？还是失去父母的子女？　　这样比较，也许最终是无法完成的，
漩涡中的每一个都椎心泣血。但我还是要说，那个三岁的女孩，是最最需要佑护的人啊！　　因为她
稚弱，因为她敏感，因为她聪慧，因为她是惨案的最近目击者，因为她的心灵是一朵刚刚孕育的蓓蕾
。　　也许她的身上没有血痕，但我知道，她的心被洞穿。也许她的神经没有折断，但我知道，她的
大脑激烈震荡。也许她的视力依然完整，但我知道，她的眼前出现了拂不去的昏暗。也许她的呼吸并
不困难，但我知道，她的灵魂一次次地窒息⋯⋯　　我由此呼吁，在一切灾难的现场，我们不但要在
第一时间，全力救助孩子身体上的创伤，而且要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稚嫩的心灵。尽快地将他们从恐
怖的现场抱离，给他们以温暖的安全的庇护。不要诱发他们对悲惨处境无休止的回忆，不要出于成人
的功利目的，将未成年人拉入处理后事的复杂局面。要由训练有素的人员，对突发灾难中的孩子，进
行系统的医救和后续的治疗⋯⋯　　我不知那个三岁的女孩，现在何处？我希望她的家人能给予她无
尽的关爱。我希望她能从悲怆中站起来，我希望她安宁享有明媚的人生。　　附耳细说　　韩国的古
书，说过一个小故事。　　一位名叫黄喜的相国，微服出访，路过一片农田，坐下来休息，瞧见农夫
驾着两头牛正在耕地，便问农夫，你这两头牛，哪一头更捧呢？农夫看着他，一言不发。等耕到了地
头，牛到一旁吃草，农夫附在黄喜的耳朵边，低声细气地说，告诉你吧，边上那头牛更好一些。黄喜
很奇怪，问，你干吗用这么小的声音说话？农夫答道，牛虽是畜类，心和人是一样的。我要是大声地
说这头牛那头牛不好，它们能从我的眼神手势声音里分辩出来的我评论，那头虽然尽了力，但仍不够
优秀的牛，心里会很难过⋯⋯　　由此想到人，想到孩子，想到青年。　　无论多么聪明的牛，都不
会比一个发育健全的人，哪怕是稍明事理的儿童，更敏感和智慧。对照那个对牛的心理体贴入微的农
夫，世上做成人做领导做有权评判他人的人，是不是经常在表扬或批评的瞬间，忽略了一份对心灵的
抚慰？　　父母常常以为小孩子是没有或是缺乏自尊心的。随意地大声呵斥他们，为了一点小小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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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唠叨不止。不管是什么场合，有什么人在场，只顾自己说得痛快，全然不理会小小的孩子是否承
受得了。以为只是良药，再苦涩，孩子也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吞下去。孩子越痛苦，越说明对这次
教育的印象深刻，越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力。　　这样的父母，实在是想错了。　　能够约束人们
不再重蹈覆辙的惟一缰绳，是内省的自尊和自制。它的本质是一种对自己的珍惜和对他人的敬重，是
对社会公有法则的遵守服从。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在无穷心理折磨中丧失了尊严，无论他今后所受的
教育如何专业，心理的阴暗和残缺都很难弥补，人格将潜伏下巨大危机。　　人们常常以为只有批评
才需注重场合，若是表扬，在任何时机任何情形下都有是适宜的。这也是一个误区。　　批评就像是
冰水，表扬好比是热敷，彼此的温度不相同，但都是疗伤治痛的手段。批评往往能使我们清醒，凛然
一振，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失，迸了挺进的激奋。表扬则像温暖宜人的沐浴，使人自脉贲张，意气风
发，勃兴向上的豪情。　　但如果是在公众场合的批评和表扬，除了对直接对象的鞭挞和鼓励，还会
涉及到同时聆听的他人的反应。更不消说领导者常用的策略往往是这样：对个别人的批评一般也是对
大家的批评，对某个人的表扬更是对大多数人的无言鞭策。至于做父母的，当着自家的孩子，濒濒提
到别人孩子的品行作为，无论批评还是表扬，再幼稚的孩子也都晓得，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沙射
影。　　批评和表扬永远是双刃剑。使用得好，犀利无比，斩出一条通达的道路，使用我们快速向前
。使用得不当，就可能伤了自己也伤了他人，滴下一串串淋漓的鲜血。　　我想，对于孩子来说，凡
是隶属天分的那一部分，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不必过多地拘泥于此。就像玫瑰花的艳丽和小草的
柔弱，都有浓重的不可抵挡的天意蕴藏其中，无论其个体如何努力，可改变的幅度不会很大，甚至丝
毫无补。玫瑰花绝不会变成绿色，小草也永无芬芳。　　人也一样。我们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特质，每
个人都是不同的。比如相貌，比如身高，比如气力的大小，比如智商的高低⋯⋯在这一范畴里，都大
不必过多地表扬或批评。夸奖这个小孩子是如何美丽，那个又是如何聪明，不但无助于他人有的放矢
地学习，把别人的优点化为自己的长处，反倒会使没有受表扬的孩子滋生出满腔的怨怼，使那受表扬
都繁殖出莫名的优越。批评也是一样，奚落这个孩子笨，嘲笑那个孩子傻，他们自己无法选择换一副
大脑或是神经，只会悲观丧气也许从此自暴自弃。旁的孩子在这种批评中无端地得了傲视他人的资本
，便可能沾沾自喜起来，松懈了努力。　　批评和表扬的主要驰骋疆域，应该是人的力量可以抵达的
范围和深度。它们是评价态度的标尺而不是鉴定天资的分光镜。我们可以批评孩子的懒散，而不应当
指责儿童的智力。我们可以表扬女孩把手帕洗得洁净，而不宜夸赏她的服装高贵。我们可以批语临阵
脱逃的怯懦无能，却不要影射先天的多病与休弱。我们可以表扬经过锻炼的强壮机敏，却不必太在意
得自遗传的高大与威猛⋯⋯　　不宜的批评和表扬，如同太冷和的冰水和太热的蒸汽，都会对我们的
精神造成破坏。孩子的皮肤与心灵，更为精巧细腻。他们自我修复的能力还不够顽强，如果伤害太深
，会留下终生难复的印迹，每到淫雨天便阵阵作痛。遗下的疤痕，侵犯了人生的光彩与美丽。　　山
野中的一个农夫，对他的牛，都倾注了那样的淳厚的有心。人比牛更加敏感，因此无论表扬还是批评
，让我们学会附在耳边，轻轻地说⋯⋯

Page 9



《毕淑敏作品2·话说孩子》

精彩短评

1、不错
2、也算是提前做功课
3、字大看起来很舒服
4、字很大哦
5、每个小片段都有自己的影子，甚至开始幻想有这样一个温柔的母亲⋯⋯
6、印象最深的 《请为你的夸奖道歉》，《第六千次回答》，《好脾气的悖论》，《儿子的创意》，
《进当铺的男孩》，《混入北图》，《妈妈，“请跟上”》，《娘间谍》，《青虫之爱》
7、孩子是未来
8、梦幻小屋和蓝手镯/一厘米/同你现在一般大/雪花糯米粥/悠长的铃声....-@毕淑敏 妈妈推动摇篮的手
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一个合格的妈妈更是一个聪明的哲人 Yo也想未来能做一个用彩笔为孩子描绘五彩
斑斓画面/用声音为孩子讲述丰富多彩世界的好妈妈、

9、孩子的世界是最美好的。
10、很多看哭了。
11、在我不能选择的时候，请替我认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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