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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爱亲情

灯下漫笔

童年时看了电影《苦菜花》
后，剧中勤劳善良的母亲给了我
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一直认为苦
菜花代表了母亲。

后来从朝鲜故事片中知道
了一种花叫金达莱，还有电影里
阿妈妮的称谓。白发勤劳的阿
妈妮手捧着一大捧金达莱花，站
在朝鲜的上甘岭上。于是我有
了一种特殊的认识——这种花
就是朝鲜的母亲花。其实金达
莱又名无穷花，即中国的兴安
杜鹃花。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花
是萱草花，又名“丹棘”“疗愁”

“宜男草”“川草花”“忘忧草”
等。《诗经》称：“北堂幽暗，可以
种萱。”“北堂”就指母亲。萱草
称宜男草，因民间有一传说：妇
女怀孕时在胸前插上一枝萱草
花，就会生男孩。萱草称金针
花，是广东人的习惯叫法，《本草
纲目》中也有记录：“今东人采其
花而货之，名为黄花菜。又其花
丝细长，状如古时金针，又名金
针菜。”

关于萱草花的诗文很多。
唐朝的孟郊《游子诗》写道：“萱
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
堂门，不见萱草花。”元朝王冕

《偶书》：“今朝风日好，堂前萱
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
哗。”东晋陶潜也有一首写萱草
的《饮酒》诗：“泛此忘忧物，远
我遗世情。”另外苏东坡、曹植等
文化名人，也纷纷为萱草花写诗
作赋——萱草花所蕴含的慈母
之意和游子之情，相得益彰地成
为一种文化情结。

另一种母亲花叫石竹花，
也就是西方许多国家推崇的母
亲花——康乃馨。这种花的品
种有中国石竹、美国中竹（又叫
五彩石竹）、香石竹等。石竹花
之所以成为许多国家纪念“母
亲节”的标志和慈母的象征，主
要与 1934 年 5 月美国首次发行
的“母亲节”纪念邮票有关，在
邮票图案里画有一位慈祥的母
亲，双手交放在膝上，默默地凝
视着面前插在瓶中的一束鲜艳
美丽的花——石竹花。从那以
后，有些国家还规定：“母亲节”
这一天，母亲健在的人佩戴红
石竹花，母亲已去世的人佩戴
白石竹花。

在中国，早就有文人写石竹
花了。唐朝诗人司空曙有诗云：

“野蝶难争白，庭榴暗让红。谁
怜芳最久，春露到秋风。”写出了
石竹花争芳吐艳的繁花多色之
美。宋朝著名文学家王安石《石
竹花》一诗写道：“春归幽谷始成
丛，地面芬敷浅浅红。车马不临
谁思赏，可怜亦能度春风。”借石
竹花表达了悠然的人生情怀，也
显示出一种春风花海中的诗美
境界。

前几天，母亲来电话告诉我，马上就要春
耕，想让我抽空买两把铁锨送回家。我深知父
母腿脚不灵便，进城一趟不易，便满口应承。可
哪承想，正赶上工作忙，迟迟没能完成母亲交
办的任务。一日偷闲，上街买了两把崭新的铁
锨，没打招呼便回家送去“惊喜”。到家时，父母
已经下地，追到地头一看，父亲正挥着铁锨挖
坑，母亲忙着种花生。

我略带埋怨地问：这不是有铁锨嘛，还让
我买？母亲笑了：一直等不上你，我便让人捎着
买了。你回来就好，新铁锨留着再用嘛！父亲插
话：没告诉你，就是怕你不买，不回家送，又见
不着你。你娘想你了！

我一时语塞，深感愧疚。回想过往，母亲的
确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不在盼着我，甚至为
了能让我回家，想出了各种“理由”。

那次母亲说，电视卫星接收天线支架因
多年雨淋锈蚀断了，看不成电视，两人成天
闷得慌，便试探着问我有没有空儿回家修一
修。抽个周末，我买了新支架赶回家。我在房
顶修理，母亲边做饭边抬头和我高声聊着家
常。天线修好，看着我调出了清晰的电视画
面，母亲乐得合不拢嘴。恰好邻居大嫂串门，
见情景笑着说：你娘哪是想看电视呀，是想
看她儿子了。一语逗乐大家，我却羞得满脸
通红。

其实，母亲想我，想让我回家，用得最多也
最有效的“理由”，就是对我这个吃货说“做了
好吃的”，用美食作诱饵，钓我这条游鱼上钩。

春天，母亲会举起长杆，打下香椿叶，裹了

鸡蛋面糊，炸成香
喷喷的香椿鱼儿，
并包了鲜美的春
韭菜柴鸡蛋馅饺
子，叫我回家；夏
天，母亲会用自制的
红薯粉，做了颤丢丢
的凉粉，加醋加葱花拌
好了，叫我回家；秋天，母
亲会煮一锅五香的花生、一锅
甜香的玉米，备一袋鲜红的大枣、一袋
味足的花椒，叫我回家；冬天，母亲会卤一顿极
具家常味儿的腊肉，摊一摞味道一直没变的煎
饼，叫我回家。自从母亲有了孙女，便长年攒着
鸡蛋，叫我回家取。我若以工作忙推托，母亲就
教训我：你想亏待我孙女呀？我一个鸡蛋不剩
全拿走，她才开心。

应时的果实、蔬菜、吃食，节日的粽子、月
饼、年糕等，美食串起四季更迭，更串起思念情
长。渐渐地，我也读懂了“母亲喊我回家吃饭”
的潜台词：母亲想我了。我对母亲的想念，也渐
渐从舌尖转到了心底。想母亲了，便以嘴馋为
借口，携妻带女回家，心照不宣地排解母子相
思之苦。

母亲耳朵越发背了，说话总打岔。那次我冲
着电话“吼”：吃饭了吗？母亲愣了半天，回应：咋
不想你呀！一句打岔的话，道出了母亲的心声。我
泪如泉涌。此后，每次打电话，我都会调皮地问：
娘，想我吗？母亲也随声附和：想，你回家吧！我便
带着大包小包，回家与父母团聚。

生活空间

□马亚伟

□鲍安顺

看到她，我吃了一惊。这张脸，面目
全非，实在是有点儿惨不忍睹。
她来为儿子汇款，小心翼翼，仿佛在完成

一项神圣的使命。
提起儿子，她很自豪，儿子考上重点大学了，

给她寄来了照片，那学校就像画上画得一样漂
亮，她连做梦都不敢想呢。
我们很好奇：“那你去过儿子的学校没有？”
她似乎吃了一惊：“我这样子，哪敢去啊，他的同学会

笑话他的，不瞒你说，这么多年，我没参加过一次儿子的
家长会，也从没去过儿子的学校，我不想让他的老师同学

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妈。”说到这里，她用手抹了把眼泪。
我们不知该说什么好。
一位卑微的母亲。

后来，我们偶然得知她脸部受伤的真相，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那一年冬天，寒冷难耐。她在屋里生了盆火，后来，邻居叫她，她出

去了一会儿，回来时，屋里竟燃起熊熊大火，只听她撕心裂肺地大喊一
声：“我的孩子！”等她抱着在屋里熟睡的五岁儿子出来时，她已是面目全

非，孩子毫发无损。
一位伟大的母亲。
这就是母亲。有时，她是那样无畏，无畏到可以用生命去保护自己的孩子；有

时，她又爱得那样卑微，卑微到只能躲在一边默默分享孩子的欢乐，却不敢走上去
说一句，我就是他的母亲。
这就是母亲。她们给予我们的，永远是最无私的爱。这种爱，有时，气冲霄汉；有时，

又低入尘埃。我们做儿女的，要懂得并珍惜这份爱，而且，千万不要辜负。

尘世写真

□沙漠黄杨

前阵子，和几个车友骑行到城郊，一阵甜
蜜的芳香袭来。原来，是路边的槐花开了，一

串一串，白晃晃地挂在枝头。
闻着槐花的香味，我想起了老家的母亲。母亲

不愧为“烹饪专家”，她能用槐花烙出香甜可口的槐
花饼来。
老家门前的池塘边有一棵老槐树，每年四月，槐花盛

开时，我们兄弟几个总会跑去告诉母亲，池塘边上的槐树
已经开花了。母亲却逗我们：“我怎么没看到呢？别不是你

们想吃槐花饼了吧？”天真的我们还以为母亲真的没有看到槐
树开花，于是很认真地说：“不是我们想吃槐花饼，是槐花真的开

了。”母亲笑着说：“那好，我烙槐花饼你们可不许吃。”她笑呵呵地
拿着小笸箩去摘槐花了。
摘来槐花后，母亲把槐花用水清洗干净，盛在一个盆子里，然后舀出

一些面粉，拿出两个土鸡蛋，把面粉、打开的土鸡蛋和槐花混在一起，加
些清水、少量的食盐等，搅拌成糊状后，就准备烙槐花饼了。

锅烧热了，母亲倒一些食用油到锅里，待锅里冒少
许烟时，用勺子舀起槐花糊，整勺倒在锅内。油吱吱作
响，母亲用锅铲把槐花糊压平呈圆饼状。很快，圆饼的周
边就有了淡淡的焦黄色。母亲左手捏住锅柄，把锅端了
起来，摇一摇晃一晃，圆饼便在锅内滴溜溜地转了起来。
母亲的手再一抖、一颠，圆饼便翻了个面儿。翻过来的饼
焦黄焦黄的，透着绿白相间的槐花花蕾。

再烙上几分钟，槐花饼就烙好了。母亲把槐花饼
盛在盘子里，烙好的槐花饼色泽诱人、香气扑鼻，我们
馋出了口水。看着母亲把槐花饼端到桌子上，贪吃的
我们抓起饼就往嘴里放。母亲则在一旁提醒：“慢点
吃，别烫着。”

自从离开老家后，我再也没吃到过母亲做的槐花
饼。当看到盛开的槐花、闻着甜甜的槐花香时，我就想
到了母亲，想到了母亲烙的槐花饼，思乡之情便愈加浓
烈起来。

流年碎影

□李丽仙

母爱是一首小夜曲，那
是母亲为哄孩子睡哼起的
歌谣；母爱是一首进行曲，
那是母亲为守护孩子奏响
的音符……母亲的臂弯是
我们成长的摇篮，母亲的怀
抱是我们避风的港湾。你
可以暂时离开母亲的港湾，
却 永 远 驶 不 出 母 爱 的 长
河。后天是母亲节，请对深
爱着我们的母亲说：妈妈，
我爱您！ ——编者

母亲想我了

“虚荣”的母亲

母亲花

卑微的母亲

母亲的槐花饼

□白万伟

那次我回家，看到母亲正坐在门口和一
群邻居聊天。母亲说话声音很大，我远远就
听到她在说：“老大上次回家，给我买了套衣
服，瞧，就是我穿的这套，还给她爸买了降压
药，走的时候还非塞给我三百块钱。老二刚
给我们安了空调……”见我回来，邻居们都
说：“你妈刚说你们姐妹呢！你妈有福啊，有
三个孝顺闺女，比十个儿子都强！”我冲邻居
们笑笑，招呼母亲回家。

回到家，母亲说话的兴致还很高，不停地
说：“你婶子她们都说，我没有儿子咋了，有三
个闺女，比她们都有福……”我打断母亲说：

“妈，你咋这么虚荣呀？”“虚荣？”母亲有些疑惑，
不大明白“虚荣”是啥意思，也许压根儿没想到
自己是“虚荣”的，只是在把女儿们的孝心广而
告之，引来别人的羡慕，她自己也有满足感。

我说：“家里的事还嚷嚷得让街坊四邻都
知道，人家背地里说不定笑话你爱显摆呢。”
母亲有些不高兴地说：“都是你婶子大娘的，
怎么会笑话我呢？你想得太多了。平时有啥
可说的，可不就说你们姐几个那点事儿，怎么
还成了爱显摆了？”

我赶紧开玩笑说：“爱显摆就是虚荣嘛。
妈，以后您呢，低调一点，别净说我们怎么孝顺
啦、有出息啦，会招婶子大娘嫉妒的。”母亲也
笑了：“我不虚荣！我知道你说的低调是啥意
思了，我这个人呢，一辈子就爱高调。”

就这样，母亲否认了爱显摆就是“虚荣”，
依旧喜欢“高调”地“显摆”。

那次，我的一篇文章上了一本杂志，文章
写的是有关母亲的内容，我就把杂志拿回了
家。母亲见了，激动得戴上老花镜，看了好几
遍。没多久，我回老家，邻居婶子见了我就
说：“你妈给我们念你写的书了，写得真好，还
写到村西的树林了。要我说啊，咱村最有出
息的就是你了，写的书都印出来了。”我听得
有些纳闷儿，继而恍然大悟，一定是母亲又

“显摆”我写文章了。
回到家，我又开始“批评”母亲“虚荣”，

怪她把我写文章的事儿到处宣传。母亲也
不恼，自顾自地说：“别人都夸你呢，我心
里那个美啊……”我看到母亲神采飞
扬的样子，突然明白，母亲的所谓

“虚荣”，都是因为爱。因为爱，她
会把女儿们的一点点好，放大
无数倍，到处讲，就像一个孩
子炫耀他无比珍爱的宝贝
一样。

既然这样，就满足
母 亲 的“ 虚 荣 心 ”
吧。而且，我们都
要好好生活，多
给 母 亲 一 些

“ 虚 荣 ”的
资本。

剪纸 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