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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在孝道。孝
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老是
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物质上的奉养，精
神上的关爱，以反哺之心孝敬父母，才能促进
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形成尊老、爱老、敬老、
助老的浓厚氛围。

愿天下儿女用心敬老，祝天下父母幸福
安康！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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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出一片阴凉。一些

老人，喜欢聚在这儿聊
天儿。聊家常，自然离不

开儿女，大家都说，徐老伯是
个有福人。

徐老伯有俩闺女、一个儿子，
都已成家。自老伴去世后，他就一

个人过，孩子们这个不来那个来。那
天，大家正唠着，老大闺女来了，掂着一

兜火龙果，还有一箱奶。大伙说，看看，闺
女来看爹，手都没空过。徐老伯却对闺女

说，别乱花钱，我吃啥自己买。闺女嘴一撇，
看您说的，给您买东西咋叫乱花钱？大伙也

说，对呀，这叫孝顺。徐老伯乐呵呵地看着闺女
说，我知道，我知道。闺女把东西放进冰箱，跟他

爹打个招呼，就匆匆上班了，临走还嘱咐他：别舍不
得吃呀。大家都说，多好的闺女。

每到开工资，儿子就来了，总要给他爹塞点儿钱。
徐老伯说不要，我有退休金。儿子说，您的是您的，我的

是我的。徐老伯知道，这孩子直杠杠，不会拐弯，像自己，
就说好吧，我给小明存着。小明是他孙子。说着，他掂出

一兜火龙果，让儿子捎回去。儿子说您留着吃呗。徐老伯
说，我不吃这东西，没啥味不说，还像嚼芝麻似的，嘎巴嘎巴
响。儿子说，那您买它干啥？不是我买的，你大姐拿来的，你

捎走，别放坏了。儿子捎上火龙果，骑上摩托，嘟嘟嘟地
驶出了小区。

说起儿女，有人说多了好，这个不来那个来，热闹；有
人说少了好，多了搅不匀，老被说偏心；有人说，10个手
指，有长有短，关键是对脾气……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徐
老伯，问他喜欢哪个？徐老伯说，一个孩子一个样，都喜
欢。大家都笑徐老伯，说他没说真心话，大家看得出来，
他喜欢老二闺女。

老二闺女，回家就是回家。饿了，打开冰箱就翻，一
边翻一边问：我下面条，您吃不吃？跟没出嫁前一样。徐
老伯爱吃黏豆包，她蒸了，用个保温饭盒掂着，热气腾腾
地送来，父女俩又说又笑。徐老伯血压有点高，她买了个
电子血压仪，时常帮他爹量。徐老伯说，我自己会，别来
回瞎跑。前几天，徐老伯血压又有点高了，老二直接就把
他接走了。

过了七八天，那老槐树下，还不见徐老伯的身影，
我就去他二姑娘家看他。他一个人在窗前看书，很是
悠闲自得。我说很悠闲嘛。他说上学的上学，上班的
上班，就我一个闲人。我说你愿意住到这儿，说明还
是老二贴心。他想了想，说也不能那样说。都说闺女
是爹的小棉袄，其实，子女都是棉袄，只不过有里面穿
的，有外面套的，款式不同，稍有差异罢了。棉袄，就是
棉袄。

我说您这几天，不仅血压高，水平也高了。他哈哈笑
起来，顺手把书放到桌上，去给我沏茶。我一看，那页有
一段《论语·为政》的话，还有他画的一段波浪线，上面写
着：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
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孔子就是孔子！

在新区安了家，感觉一切都是新的。
以前我住的公寓房，只有一室一厅，厨房还是阳台改造

的。老家来个人只能打地铺，就连公公婆婆也只是我们结婚的
时候来住过一次。现在我们搬了新家，公公却看不到了。所以
搬新家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接婆婆。

婆婆站在高耸入云的楼房前，抬头看着天说：“房子盖这么
高，都快戳到天上去了，咋上去呢？”一句话把我逗乐了。我牵着
婆婆的手走进家门，婆婆迷迷糊糊地说：“感觉像做梦一样，咋上
来的俺都不知道。”

为了给婆婆接风，我们决定带她出去撮一顿。在泉舜附近找
了一家火锅店，婆婆第一次吃自助火锅，很喜欢。因为在老家，
她一直烧土灶，火锅也是烧木炭，这儿不烧柴不烧炭，既干净又
卫生，实在是好。

吃罢饭出来，我们围着开元湖散步。此时的开元湖，灯光
璀璨，这厢优雅模特秀，那厢热辣健美操，还有一板一眼唱戏
的。一群孩子趴在湖边的栏杆上吹泡泡，引得小鱼儿都跃出

了水面。
我看时间还早，决定带婆婆去泉舜买衣服。一进泉

舜，婆婆就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耀眼的灯光照得她脚下有
些飘忽。来到服装区，一位青春靓丽的服务员吸引了我
们的注意，只见她正对着手机直播，她站在展台上，一边
解说，一边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商品。看见我们参观，她热
情地招呼我们。当知道我的来意后，她一个劲地对婆婆
说：“阿姨，您真有福气，娶了个好儿媳。”我虽然不好意
思，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在她的帮助下，我给婆婆挑了
短袖和裤子。婆婆怕我们花钱，抢着要掏钱。我告诉她
已经付过了，可婆婆不相信，她说没看见我们掏钱。服务
员在一旁说道：阿姨，现在都是微信扫码付款，用手机扫
一扫就好了。

婆婆到后来还是没整明白扫码付款到底是怎么回
事。回来的路上我笑着说：《红楼梦》里有个刘姥姥逛大
观园，今天俺婆婆也逛了一回大观园。

和好友一块儿散步时，忽听她手机响了一下，我
瞥一眼她的屏幕，是个写了“祝妈妈快乐”的红包。

她说：“孩子真是长大了，知道给我发红
包了。”

一阵凉风吹来，我禁不住想：不知道我
妈今天加衣服了没？此刻她有没有觉得冷？

每年母亲节的时候，大家都在朋友
圈里晒鲜花、晒红包，她们晒的是幸福，

也是祝福。可我觉得，平常的日子更
应该向母亲表达自己的爱意，以便

换来母亲的惬意。
记得母亲曾对同事说：

“这电动车是二闺女给我买
的，她还给我买过手机、

手镯和黄金吊坠。”母
亲说这话时，浅浅

淡淡的笑容在
她的脸上绽

放，开出
幸 福

的花朵。
我就是母亲的二闺女。
姐姐喜欢给母亲发红包，妹妹喜欢给母亲送美食，而

我总能投其所好地买到母亲喜欢的东西。
母亲是个挑剔的人，为了讨她的欢心，我常常满街寻

找适合她的衣服。每次给母亲买衣服，她总是很生气地
说：“买来我也不要。”真正买来之后，她一定满心欢喜，说
白了她就是心疼钱。

已经早上9点了，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妈，咱逛街
吧？”她说：“又不是什么节日，我既有衣服，也不缺吃的，
不逛。”

我这个聪明的女儿，自然对妈妈的一切了如指掌。
我说：“妈，你外穿的衣服确实不少，但内衣有几件像样的？”

绵软的衣服紧贴皮肤的舒适是一种浅淡的享受，节俭
的母亲为了生计一直将就，她买的内衣价格便宜，舒适度
自然差些。给母亲买了两套内衣和一件上衣、一条裤子，
我和母亲都很开心。

我猜到，母亲一定会和往常一样，在和朋友们聊天时
满脸幸福地炫耀：“我家二闺女给我买的内衣很舒服，她
还给我买了上衣和裤子。”

红包也好，衣服也罢，美食也行，在母亲眼里都是艰
辛岁月里穿越而来的幸福与满足。身为儿女，应该经常
表达一下对父母的爱，让他们在平淡的岁月里多一些

“炫耀”的资本，感受一下为人父母的踏实和满足。

做核磁共振时，年轻的女医生接
过轮椅推父亲进检查室，让我在门口
等，一会儿又喊我进去，说她无法把父
亲弄到检查床上。

我站在轮椅侧面俯下身，让父亲
双手抱住我的脖子，我用“公主抱”的
方式，熟练地把腿脚不听使唤的父亲
抱到了检查床上。

其实，抱起父亲时，我内心是崩溃
的，久病的父亲瘦得让人心疼，但我只
能忍住眼泪，做出风轻云淡的样子，告
诉父亲很快就会好起来，我准备带他去
三彩小镇看工匠烧制仿古唐三彩、去平
乐参观牡丹画创意园、去龙门石窟看看
变化。

我出生在孟津麻屯的一个偏远农
村，我始终认为我的父母是天下最好
的父母，我的原生家庭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家庭。

父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过八
年学，在那时的农村算文化人。他写的
毛笔字可以作临帖，花鸟画与猛虎图画
得栩栩如生，很多街坊家挂的中堂画都
出自父亲之手。父亲还拜师学艺，掌握
了仿古唐三彩的制作技术，靠技术转
让，使我家在村里率先致富。

小时候，父亲忙了一天无论再累，
晚上都要在灯下给我读四大名著，教
我背唐诗宋词，还让我和他一起“啃”
全是繁体字、文言文的中医典籍。和
父亲一起读过的书多了，我上学后，从
来都不怕写作文。父亲也在三十多岁
时，靠自学考取了行医资格证，成为悬
壶济世的中医师。

那时农村交通不便，旅游还很奢
侈，我在学校听老师说洛阳有个龙门石
窟，就回家和父亲说想去看看。一个星

期天，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走了七八里
山路，赶到一个公交车站坐上车，中途
转车三次，才终于看到了龙门石窟。

我出嫁时，找的对象家在县城，来
迎亲的大都是他同事，甚至有人嘲笑
他在县城工作，怎么会找了个农村女
孩。结婚当天，他们看到了我家宽敞
气派的四合院和我父母待人接物彬彬
有礼的风度，都开始羡慕起他来。

结婚后，在柴米油盐做饭带娃的
烟火生活中，我经常感到心力交瘁。
有一个下雨天，不到半岁的儿子在家
里哭闹不止，我只好打着伞抱着他去
雨地散步。突然一不小心脚下一滑，
就在身体失重即将倒地的一瞬间，我
凭着母亲的本能，把儿子护到了身体
上边，自己却以最危险的角度，重重地
跌倒在地上。

那一刻，我感到悲观绝望，却不想
求助父母，怕他们知道我婚后的日子
过得这样凄苦，只能自己偷偷地哭。
仿佛有心灵感应，父亲突然打来电话，
问我在干什么，说他一直心跳不安，准
备来县城看我。本来想对他报喜不报
忧，但接听电话时，我还是忍不住泣不
成声。很快哥哥就开车和父母一起赶
到了我身边，照顾我度过了人生最艰
难的时刻。

时光匆匆，岁月无情，如今父亲到
了耄耋之年，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
曾经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父亲，开始
像个孩子一样，需要我的照顾。虽然
我奋斗至今，仍然没过上理想中的生
活，但与他情深似海父女一场，为报他
的养育之恩，我将竭尽所能，做到像他
对我一样，对他有求必应，在他面前，
装作无所不能。

爸，您把一个锅盔馍掰开，一半泡
在羊肉汤碗里，一半放在面前的盘子
里，然后一口一口地吃馍、喝汤。等把
碗里的馍全部吃完，又一口气把汤喝
个碗底朝天，吧唧吧唧嘴说：“走吧，我
吃完了。”我指指盘里的半个馍，您孩
子似的笑了：“我忘了。”立即拿起来就
啃。我说再给您加点汤。您不让：“麻
烦人家干啥呢。”“可是，您的胃不好，
怎么能不喝汤干吃馍呢？”您不再理
我，站起来就往外走。

您晚上总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起
来把空调关了。待我热醒后，把您叫
起来问您，您脸上淌着汗说：“电费多
贵呀！”“咱家这点电费还是能付起的，
以后不要关了啊。”您嘴上答应着，还
是要关。我再说您，您就嫌烦不理我。

您这厌烦我的情绪，让我想起年
轻时我对您的厌烦。

“车门锁了没？轱辘挡住了没？”
咱家门前的一片斜坡空地，是我

下班到家停车的地方。不知什么原
因，我不是忘了锁车门，就是忘了挡车
轱辘。所以，当我走进家门后您常常
追问我。

最初，我回答一句：“锁了，挡了。”
慢慢地就有些不耐烦了：“您咋总是
问？我又不是小孩子！”

一天我回来得有点晚。您听着我
进屋关了门，出去看了看回来喊我说：

“车门没锁，轱辘没挡。我用砖头把
轱辘挡住了，你出来把车门锁住。”

“一晚不锁能咋啦？叫叫叫的！”
“轱 辘 不挡，万一刹车失灵了
呢？车门不锁，万一车里的东
西被盗了呢？”

我早上好睡懒觉，总是
快到点儿了，才起床胡乱
洗把脸，匆匆开车去上
班。您怕我路上开车太

快，万一出点儿啥事，就常常早早喊我
起床。您第一遍喊我，我说：“知道
了。”第二遍喊我，我不理您。第三遍
喊我，我看看表，三下五除二起床出门
去了。

我总是边看手机边吃饭。您说：
“能不能吃饭时就只管吃饭呀？”“我看
手机咋啦？”“饭都凉了，吃到胃里会伤
胃的。”“我的事，您别管！您真是我
爸，要是换了别人……”

“别人会管你吗？别嫌爸烦你。如
果我老了，你也能这样烦我就好了！”

爸，当初我不懂您的心，把您对我
的关心当作烦我，您不与我计较，仍然
对我关心。您说等您老了，我能像您
烦我一样去烦您就好了，可是，我现在
来烦您，您却嫌我烦了。

爸，我是在您不停的烦我中长大
的，我也要在不停的烦您中陪您度过
晚年。

贴心棉袄
□郭德诚

婆婆进城
□朱三英

老二闺女
□吴欣丽

父女一场
□庄小艳

爱的唠叨
□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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