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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桑洛

职业：企业主

八年家书
只愿你快乐成长

“ 这封没有回信的“家书”，
犹如一道关切的目光，一个深
情的拥抱，让心灵获得慰藉，重
新有了在尘世奔跑的力量。

姓名：黄绿澜

职业：医生

“
“长大后，我就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她隔空

给父亲写信10年，从青春岁月到如今，几十封家书，
记录着女儿对父亲的思念与爱，诠释着关于爱的信
仰与传承。

80 后黄绿澜是市一医的一名医生。在她房间
的抽屉中，保存着一封信。她说，这封信对她非常
重要，因为这封信，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黄绿澜 12 岁那年，她的父亲因病过世了。
对刚懂事的黄绿澜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但
她想到父亲在世时对她的期待，觉得父亲即使离
开了，她也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活成父亲期望的
样子。

黄绿澜选择写家书给天堂里的父亲，源于母亲
给她一封特别的“情书”。这封“情书”是父亲年轻
时写给母亲的。望着泛黄的信纸，仔细阅读着父亲
字里行间的情真意切。那一刻，黄绿澜明白了见字
如面的意义。“那时候，父亲的去世，就像晴天霹
雳。但我看见父亲写给母亲的信时，我觉得其实父
亲并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换个方式陪伴着我们。”黄
绿澜说。

于是，在黄绿澜成长的过程中，每每遇到学习
和生活上有困难时，她就选择给父亲写信。

黄绿澜说，自己有过两次困惑，都是给父亲写
信让自己找到了方向。第一次是自己面对大学学
业时的困惑。想写信与天堂里的爸爸好好聊聊天，
讲讲自己的生活现状。她说，她会想象父亲会怎么
开导她，指引她做正确的决定。“如果父亲还健在，
也希望每一个决定都是可以让我快乐的，就像我的
名字‘绿澜’一样五彩缤纷。”

第二次是在2016年，她的母亲生病住院。那时
候，黄绿澜既要忙着培训，又要帮忙照顾生病住院
的母亲。面对生活的压力，她想到了父亲。黄绿澜
在信里说：“爸爸，我长大了，尽管你离开了这个家，
但是再难过的事情我也会坚强，会把妈妈照顾好。”
那一刻，黄绿澜忽然觉得，自己必须勇敢起来，用力
充实自己，使自己更强大更独立。因为那时是母亲
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必须要逼迫自己成长，像父亲
一样好好地呵护母亲。

黄绿澜觉得，写信给父亲也是一种对父亲情感
的寄托，也是一种激励。“正是这些信，让曾经什么
都不会的我，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真正的换位，真
正的思考，也才能真正地理解父亲的爱。好在我的
感同身受还能有机会表达，好在还有这古老的传统
方式，让我能对父亲说说真心话。网络的传输是冰
冷的，只有写下这一字一句，才能真正理解文字背
后的意义。”

如今，黄绿澜成为了一名医生。她希望用自己
的医术，治愈那些因病痛折磨的病人。而一直来写
给父亲的信，都被黄绿澜好好地保存在抽屉里。她
说，这封信一直在提醒自己，只要努力勤奋，就能给
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满载着黄绿澜思念的信，静
静地躺在她的心里，这注定是一封无法找到收件人
的信件，但她仍旧向着阳光，不畏将来。

晚上加完班回家、出差的飞机上、在床上入睡
前，坚持强行挤出时间，给女儿写家书。自 2010 年
至今，几大本厚厚的家书，是桑洛对女儿成长点滴的
纪录和爱。桑洛说，写这些信与自己爱好文字写作
有关，而且书信可以永久保存时代的记忆，也可以伴
随着女儿快乐地成长。

谈起写家书的心得，桑洛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
完美的父亲。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帮助女儿塑造
健康的人格，一直是他需要做的课题。在他写的家
书里，除了记录一些细碎的小事，也会试着去表达作
为父亲对孩子将来为人处世方面的一些期许，他努
力做到的是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润物无声地沟
通。当然，在不同阶段，主题也会有些改变，他表达
的主题主要是“快乐”和“健康”。

从女儿识字便开始给女儿写信，在女儿读高中
之后，桑洛与她的书信交流更频繁。因为读高中后，
女儿上寄宿学校了。一方面，沟通的机会较少；另一
方面，用文字记录更不容易忘记，这也是一种美好的
回忆。

“作为书信，它们都在承载着人类最美好的沟
通。而且，当今社会信息如此发达，我不确定将来
孩子会不会回头去看当时留下的 QQ 聊天记录或者
微信朋友圈，但是写下来的这些书信，我相信在我
和我孩子的心里，一直会有它们的一席之地。”桑洛
如是说。

写信给孩子，也让桑洛看到自己的缺点。“其实，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身教重于言教。和现在的
大部分父母一样，我也有望子成龙的期望，所以我也
会责备孩子不努力学习而忽略她的心理感受。”

在坚持给女儿写信的过程中，让桑洛印象最深
刻的便是与女儿的第一次争吵。那一次，桑洛的语
气比较重，女儿就生气地跑进房间把门一关。他冷
静下来后，便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身上的
错误。第二天，女儿给他回了一封信，也反省了她
自己存在的错误。“有时候，书信的沟通更能有效解
决问题。当问题矛盾冲突很激烈的时候，书信可以
让大家都回到冷静的阶段，各自反省自己身上存在
的问题。希望这种言传身教能灌输到孩子生活中，
也希望因为我的努力，和孩子共同成长。”桑洛总
结。

与大部分的父母一样，桑洛每天的工作行程被
排得满满当当，忙起来时也是早出晚归。有时，晚上
回家晚，早上起得也晚。孩子起来的时候，他还在睡
觉。晚上回家，孩子又睡着了。这种“时差”，让父母
与孩子能在一起互动、交流的机会很少，所以，写“家
书”也算是一种情感陪伴。“现在的家长都忙着工作，
可能很少陪伴孩子去运动、聊天。其实，更多的时候
孩子需要的是陪伴。我能做到的就是，在我有限的
空余时间内陪女儿运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用书信
分享彼此生活与学习。”

截至目前，桑洛已经写了八年家书。这位父亲
坚持用最朴实的方式，纪录孩子的成长和自己对孩
子的爱。在被互联网压榨的时代，一封书信，总能无
限拉近我们与家人之间的距离。当有一天桑洛的女
儿长大成人，看到父亲曾经写下的书信，家，也就有
了更丰厚的意义。

情止于笔而溢于纸，轻
执笔，纵横撇捺流转处，皆是
对孩子拳拳之爱。几封简
素，最念，不过是牵挂。

一封家书
表达对亡父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