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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对婴孩充满耐心，而
面对老人时却常表露出不耐烦。当
老人因一件简单的事反复问孩子们
时，听到最多的却是厌烦和抱怨，包
容父母成了一个最常面对却最容易
被忽略的问题。近日，一家媒体微
信公众号发布一则关于“这些年，儿
女说的哪句话让你最伤心？”的问卷
调查，吸引了众多网友和读者的参
与。据调查结果显示，“嫌弃式”的
话语是最让父母伤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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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低估了
“嫌弃式”话语的伤害

67岁的乔女士表示，刚学习
用智能手机的时候，曾一度被孩
子嫌弃“教也教不会”，“买了智能
手机，让孩子教一些基础的操作，
一开始，孩子还有点耐心，教了没
几天，孩子就没耐心了。让他教
我网上购物，他说，学微信都学不
会，学什么网购啊。听孩子这么
说，心里确实很难过。后来，我就
不用孩子教了，去老年大学报了
一个智能手机学习班，班上同学
跟我情况相似的有一大批。”

62岁的林女士则表示，让自
己最伤心的也是孩子嫌弃自己的
想法跟不上时代了。比如，她在
伺候女儿月子时，跟女儿在育儿
观上的不同，两人就产生过争执，

“我原本觉得我的思想已经够跟
得上时代了，可是在孩子眼里，还
是早就过时了。她们这一代年轻
人养孩子完全是跟着网上、书上

专家的话做，我们一些生活中总
结的经验，她们不相信。”

69岁的苏女士说，自己最伤
心的事情是自己费心费力给孩子
收拾家，打扫卫生，孩子却丝毫没
有感谢，而是让她以后不要进自
己的房间了，甚至说东西找不到
了。“我听了孩子这话十分寒心、
委屈，甚至偷偷落泪。我觉得这
房子还是我给他们买的，我看孩
子忙，好心帮他们收拾家，可孩子
却说这房间我不能进了。”

伤心过后是包容
渴望得到孩子理解

虽然孩子的许多或嫌弃或冷
漠的话语让父母伤心，但是，几乎
所有参与调查的父母都表示，虽
然当时伤心、生气，但过后就会原
谅孩子。

64岁的王先生表示，自己的
孩子是80后，也是快四十岁的人
了，有时自己与孩子交流，总能看
到孩子不屑一顾的神情，这种神

情让自己感到伤心。可反过来想
想，“当年我们年轻如儿子的年龄
时，不是也曾‘血气方刚，自以为
是’地对待过父母吗？处在什么
年龄，有什么年龄时段的思维和
处事方法以及世界观。想想我们
的当年，就理解了当下孩子的所
为了。”

66岁的焦女士则表示，孩子
说的话有些要看家长怎样去理解
的，比如孩子说“说了别吃剩菜，
怎么老不听？”仔细想一想，实际
上孩子是在关心父母，为父母的
健康着想，只是说法让人一时接
受不了。65岁的战女士也表示，

“我炒菜时经常会有剩余，如果下
顿饭只有我们老两口吃饭，便会
把剩菜加热再吃。如果被儿子看
到便会说上一通吃剩菜有如何如
何的坏处。虽然也明白其中的道
理，可我们是吃过苦的一代人，就
是舍不得扔啊，希望孩子也能多
理解我们的做法。”

来源：老年生活报

“说了你也不懂”“你那一套早过时了”……

“嫌弃式”话语最让父母伤心

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节
目主持人沈力因病于今年7月28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她被
称作“中国荧屏第一人”。沈力的
离世，让“第一代播音员”群体在
赵忠祥之后再折一员大将。

说到“第一代播音员”，很多
人都会说：“我是听着他们的声音
长大的。”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费寄平、齐越、夏青、林田
合称为广播播音史上的“四大名
牌”。其中，夏青（2004 年去世）
是赵忠祥的老师。1954年，全国
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夏青宣
读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全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夏
青播送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书》。在广播时代，夏青被誉
为“祖国的声音”。

夏青的夫人葛兰是中国第一
代女播音员之一。她回忆，当时
全国交通不便，《人民日报》送到
重庆、成都等地要用一周甚至半
个月。所以，就靠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上午4小时和夜里6小时的
播报，各个地方报馆安排抄收员
抄收后再出报纸。如今，葛兰仍
旧活跃在播音舞台上。疫情期
间，葛兰和演员孙俪等语言艺术
工作者们，联袂推出隔空对诵《武
汉，生命在呼唤》，为武汉加油。

沈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电
视播音员。1958年，天津无线电
厂试制出我国第一台国产电视机

——“北京牌”黑白电视机，电视
节目的播出也被提上了日程。这
一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
身）筹备组建，招播音员。在电视
台初创近两年时间里，只有沈力
一名播音员，一个人要播报新闻、
社教、文艺、体育节目。1983 年
元旦，中国电视首个专题栏目《为
您服务》和观众见面。15分钟的
小栏目，开办后5个月就收到1.3
万封观众来信，其中 90%的信件
是寄给沈力的。“观众朋友，您
好。”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为您服
务》节目，到上世纪90年代的《夕
阳红》，沈力都是用这样质朴的开
头向观众问候，成为几代中国人
温暖的记忆。来源：快乐老人报

“第一代播音员”逐渐凋零

杭州的李先生两年前买了一台
某品牌的智能电视，可运行速度越
来越慢，有时播个广告都卡，“传
统电视一般用个七八年没问题，难
道智能电视要像智能手机一样，两
年就得一换？”

“10 年前电视机的换购频率
相比现在要低得多。”杭州苏宁易
购黑电采销经理季金金认为，智能
电视的使用频率不如以前，产品不
耐用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智能电视
为什么卡顿，她把智能电视跟智能
手机做了类比。“主要是系统问
题。就像我们用的手机一样，系统
更新、软件安装，如果硬件本身配
置较低，CPU 和内存跟不上，使
用起来就会卡顿。这是安卓系统智
能电视避免不了的问题。”

“一分价格一分货。硬件设备
跟成本关系很大，高售价当然不意
味着好品质，但便宜的智能电视确
实很难有突出的性能。”季金金
说，比如一款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某
品牌，它的防抖动功能弱，播放一
些快速运动的镜头，画面可能会跟
不上，另外，它的防蓝光效果也一
般，看久了眼睛容易疲惫。

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智能电视
时，可以多看看运行内存和内存存
储的参数。运行内存决定速度，内
存决定存储空间大小。一般电视的
运行内存是2G和3G，内存存储是
8G 和 16G。从价格上来看，以 55
英寸电视为例，在 1399 元至 1999
元这个区间的，几乎都是 2G+8G
的“低配版”。考虑性能和性价比
的家庭，可选2GB+16GB和3GB+
32GB，价位在 2000 元到 7000 元。
而 3GB+32GB 已经算是比较不错
的配置了，国产品牌价位大概在
7000元以上，合资品牌11000元以
上。最近新出的高端产品，有些已
采用运行4G、内存64G/128G的超
高配置。 来源：每日商报

买智能电视多看内存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