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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伏羲、虞
舜的故乡，圣人孔子的诞生地。孝亲敬老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泗水人民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的地域文化。二十四孝中“虞舜孝感动
天”“仲由百里负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近年来，泗水县委、县政府将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
合，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着力打造
宜居颐养的长寿泉乡。号角声声，步伐铿锵。
通过开展孝亲敬老文化进乡村、进校园、进机
关等活动，人人敬老，全民践孝，使儒风孝道
之花盛开在泗水之滨。

孝亲敬老文化进乡村

乡风民风美起来

5月，穿梭在乡间山野中，走进春夏之交的
泗水县乡村，果树色泽葱翠，绿树青山沁人心
脾，远远望去，蓝天如洗，白云如絮，山岭起
伏，如诗如画。除了优美的田园风光，更让人
陶醉的是这里儒风孝道之乡的韵味。

5月10日，圣水峪镇椿树沟村儒学讲堂开
课，讲述孝德之义。坐在教室里的，基本都是
老人、妇女和孩子。在老师的指挥下，大家抱
拳，欠身，对着投影屏幕上的孔子画像三鞠
躬。这节课在欢闹甚至有些喜感的气氛中度
过。虽然有些古语听不懂，但大家还是津津有
味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这样的景象自2014
年初开始，每月在这里上演两次。

乡村儒学讲堂正是泗水县开展孝亲敬老教育
的创新之举。泗水县在农村以群众最关心、最易
接受的“孝道”为突破口，在孔子诞生地尼山脚
下的圣水峪镇试点开设乡村儒学讲堂，依托尼山
圣源书院师资，开展孝亲敬老文化儒学教化。讲
堂通过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讲课方式，为
村民讲解《论语》《弟子规》，传唱《跪羊图》
《道德歌》，展演儒孝文艺精品《借婆婆》《背
公公》《父亲的守护天使》，刊播以泗水孝亲敬
老原型拍摄的微电影《爱的奇迹》《坚守》等，
用贴近群众、灵活多样的形式让村民接受儒孝文
化的熏陶。实施“1+X”乡村儒学讲师志愿者运
行模式，面向社会招募讲师志愿者，集中开展学
习培训，确保每个乡镇至少和一名专家学者建立
联系。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努力将知识分子的
儒学转变成大众的儒学。目前，共建成一类讲堂
106个，二类讲堂120个，开课2000余场次，受众20
万余人次。

星村镇姜家村是泗水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体验村，这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展“好
媳妇好婆婆”评选的省级文明村，儒学和孝亲
敬老文化的痕迹在村里随处可见。一进村，首
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弘扬儒孝文化 打造孝善
星村”的展板，与乡村儒学讲堂、万福门、太
公湖遥相呼应。

村党支部书记姜怀新介绍，村里经常开展学
唱孝德歌曲、诵读孝德经典诗文等活动，以倡树
好家风好家训活动为抓手，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家
风家训教育基地，儒孝文化已在村里蔚然成风。
在他看来，儒孝文化的传播，增强了村民凝聚
力，团结了村民，为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助力。

姜家村妇女主任张荣阁连续5年被评为村里
的“好媳妇”，对孝亲敬老文化进农村这项工

作，她有自己的切身感受：“现在全村的媳妇
都争着孝敬自己的公婆，争当好媳妇，几乎见
不到婆媳吵架的现象。”

今年70岁，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姜恒
志退而不休，现在担任姜家村乡贤理事会会
长，说起孝亲敬老文化传播，他感触颇深：
“以前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婆媳关系、邻里关系
矛盾，现在随着儒孝文化的宣讲，这样的矛盾
几乎绝迹。”

和姜恒志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泉林镇青龙山村
党支部书记吴祥文，“开展孝亲敬老文化进农村
工作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只要孩子孝顺，家家户
户都和和睦睦，老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好了，穿得
干干净净，出门聊天都是面带笑容。”

泗水县还将儒孝文化的传播与乡村游、修学
游结合起来，打造乡村游品牌，在重要旅游线路
注入儒孝文化元素，打造经典乡村儒学游产品。
在省级敬老文化教育示范点泗张镇王家庄村，市
级敬老文化教育示范基地圣水峪镇椿树沟村、南
仲都村、星村镇姜家村打造孝亲敬老文化乡村游
路线。充分利用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影响力、辐
射力和带动力，以尼山圣源书院为载体，大力发
展儒孝文化的推广、体验和培训产业。

在圣水峪镇南仲都村，道路两旁墙面上宣
传孝德的优美图案引人注目；走入农家，淳朴
的村民说起自家的家风家训、村里的好人好事
滔滔不绝。这样的画面犹如春风扑面暖人心，
展现了一幅美丽乡村的和谐文明新画卷。

泗张镇王家庄民宿村建设的儒孝文化体验
馆，通过儒孝文化历史脉络展示、电子设备互动
体验、儒孝文化讲堂等集中展示儒家孝道内涵，
是全国首家在农村建设的以儒孝文化为主题的体
验式展馆。泗张镇党委副书记星炯浩对孝亲敬老
文化进农村工作十分认同，他说：“我们镇共有
65个村，组织每个村的村民到展馆参观学习，使
孝亲敬老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乡村文明
有了很大的提升，村里的孝心家庭数量稳步上
升，现在的泗张镇已经形成实践孝亲敬老文化推
崇孝亲敬老文化的热潮。”

2016年9月，泗水县创新开展“情进万家·
孝满泉乡”活动，建成一批孝亲敬老文化示范
镇街、示范社区和示范村居，激发了全社会崇
德向善的力量。今年3月1日起，泗水县在全县
597个村居同时启动“孝心家庭”评选活动，由
镇(街道)党委政府命名表彰。以此为契机，泗水
县儒风孝道之乡的建设动力强劲，阔步前行。

孝亲敬老文化进校园

传承孝道从娃娃抓起

“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孝子之养也，
乐其心，不违其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不孝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这些
名言警句张贴在泗水县洙泗小学教学楼的走廊上
方，抬头就能看到，让人不自觉地吟诵出声。踏
进教学楼，学子们每天都在浓郁的孝亲敬老文化
气息中开始新一天的学习。

自建校以来，洙泗小学一直致力于营造孝亲
敬老文化氛围，大力推进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和中
华传统美德教育，设立了孝亲敬老文化长廊、孝
亲敬老文化展板等，开设了地方传统文化课程，
两周一节。一二年级学习《弟子规》，三四年级
学习《三字经》，五六年级学习《论语》《孟
子》等古文。学校自2008年起，给学生和老师布

置孝心作业，学生回家给爸妈洗脚、做家务，老
师孝敬父母公婆，做睦邻友好的典范。十年来，
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师生。

“开展孝亲敬老文化教育后，学生从只知
道接受爱变成懂得了回报爱。”这是语文老师
胡囡最大的感触。她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一次上课时，我问学生，父母有没有给他们
过生日，学生们都非常高兴地说有。我再问他
们有没有给父母过生日时，很少有学生能做
到。通过孝亲敬老文化教育，孩子们在父母过
生日时会送上暖心的祝福，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看到父母收到礼物时惊喜高兴的表情，学
生们也明白了回报爱的同时自己也能收获更多
的爱和喜悦。”

“只有常怀一颗孝德之心，家庭才能更和
睦，校园才能更和美，人与人之间才能更和
谐。”当这句话从四年级学生王子涵口中说出来
时，大家看到了孝亲敬老文化教育取得的成效。

四年级一班的张晨明说：“我现在学会了
扫地拖地洗碗刷锅，还会炒几个小菜、包水
饺。”在洙泗小学，和张晨明一样懂事的学生
比比皆是，这得益于学校开展的“六个一”实
践活动，使孝亲敬老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浸润到日常生活学习中。

学生家长吕明丽感慨地说：“孝亲敬老文化
教育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一个个小朋友的口将孝亲
敬老文化带入千万个家庭，我们做父母的也受到
了教育，经常反省自己在孝亲敬老方面做得够不
够。”一次，吕明丽带着双胞胎儿子张明泽和张
明铎到姥姥家吃饭。当儿子的舅妈从厨房端出刚
做好的鸡翅给4岁的孩子吃时，明泽和明铎立刻
对小表弟说：“妈妈做饭很辛苦，先让你妈妈
吃。”说完这句话，回头看到吕明丽在笑嘻嘻地
看着他们，明泽和明铎立刻拿了一块鸡翅给妈妈
吃。吕明丽说：“我很自然地把这块鸡翅送给在
厨房忙碌的我的妈妈，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画面还
是那么温馨和美好。”

在洙泗小学校长陈效军看来，开展孝亲敬老
文化进校园十分有必要，“孝德是各种品德的基
石，也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开端，没有孝德其
他的优秀品德无从谈起。通过开展孝亲敬老文化
教育，给学生和老师带来的转变是全方位的。老
师对待学生更有爱心和责任心，学生们品德优良
讲文明，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百善孝为先，一个“孝”字，蕴含着我们
五千年的悠悠历史。讲孝道、守孝道、行孝
道，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美德。泗水县开展
的孝亲敬老文化进校园就是将这种美德传承下
去，为儒风孝道之乡培养更多的后继力量。

近年来，泗水县在全县中小学开展儒孝教
育，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编写特色读物，教育引
导青少年常说感恩话、读写孝敬文章、多做孝敬
事。在校园、教学楼区、教室等张贴弘扬儒孝文
化的格言、警句、宣传画等，人人背读《弟子
规》，传唱《跪羊图》，举办主题队会、书画
展、故事会、演讲比赛等；推进孝行实践，开展
周日“孝心作业”活动，倡导学生给长辈鞠一次
躬、端一杯茶、洗一次脚、做一点家务、制作一
件感恩小礼物，开展一次爱心志愿服务活动，养
成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的好习惯。

孝亲敬老文化进机关

好家风促进政风党风建设

泗水县儒孝文化展馆是孝亲敬老文化进机关
的一个重要载体。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百善孝为先”五个大字，除此之外，还展示了
中国孝亲敬老文化发展史、泗水丰厚的历史文
化，以及泗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儒
风孝道之乡的做法成果。泗水县委宣传部、县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办公室多次在这里开展青少
年德育、干部政德教育等活动，已成为普及优秀
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之一。

和儒孝文化展馆做邻居的泗水县国税局是
开展孝亲敬老文化进机关工程的佼佼者，做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泗水县国税局将儒家
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于家风建设之中，以弘扬儒
风孝道为切入点，扎实开展家风建设，犹如春
风细雨，由表及里，由脑入心。“大讲堂”传
递正能量。先后开设了《儒家文化与行政管
理》《弟子规》和《家风》等专题讲座，积极
培塑优良家风。组织干部职工及家属走上讲
台，让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大氛围”弘扬真善美。以县局综合办公
用楼为主体，选取儒家文化经典，制作文化展
板，打造了儒家文化建设展厅。在生活区内将
《弟子规》《新二十四孝》等内容做成展板，
在生活区每一个单元门口，都悬挂了同志们自
己提炼的家风楹联。“大孝道”构建大和谐。
通过开展家风促廉活动，与干部职工配偶签订
“家庭共建助廉承诺书”，引导家属当好“廉
内助”。成立局志愿服务队，走进敬老院、走
进社区、走进农村，为孤寡残疾老人送去温
暖。“大关爱”服务老干部。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走访、慰问活动，帮助老干部排忧解难。

现在，泗水县国税局各个科室都有自己的
“家风”，比如办公室的“家风”是团结小
家，服务大家，办税服务厅的“家风”是一言
一行彰显服务本色。泗水县国税局纪检组组长
刘强说：“全局掀起了家风党风政风建设，家
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纯。”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孝亲敬老文化进机关
给每个人的思想带来了转变，进而落实到行动
上践行孝道。泗水县国税局稽查局科员李彤就
是一个典型代表，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慰问老
人活动。她说：“通过大力倡导孝亲敬老文
化，我变得更加关心和包容他人，以前感觉孝
道是自己家的事，但在深入学习后觉得孝道应
该就像古人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一
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泗水县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志广说：
“长期以来，深受浓郁儒家文化的熏陶，泗水
县国税局干部职工乐观豁达、热情洋溢、积极
进取、团结友爱，‘小家风’带动了‘大孝
道’，在全局范围内营造了积极向上、大爱敬
孝、风清气正的优良环境。”

泗水县在全县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广泛
开展孝亲敬老文化教育，人人撰写心得体会，
要求干部职工与父母签订《赡养责任状》，每
月带父母理一次发、陪父母进行一次户外活
动，每年参与至少两次社会公益活动或爱心志
愿活动，人人建立“孝心档案”，以文字、图
片等形式记载活动，树立良好家风。

全民敬老践孝

打造儒风孝道之乡

5月9日，在泗水县泗张镇太平庄村86岁赵

理英和83岁乔瑞华两位孤寡老人家中，来了一
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志愿者们不仅带来了
米面油等慰问品，还给老人梳头、打扫卫生，
陪着老人聊天，把两位老人感动得眼含泪花。

5月10日，在泗水县金庄镇西岩店村，一群
穿着白大褂的志愿者来到81岁贫困老人王辉俊
家中给他复诊。王辉俊满含感激地说，之前摔
了一跤导致股骨颈骨折，引起股骨头坏死，腿
不能动，家里没钱做手术，泗水商业职工医院
免费为他更换了股骨头。王辉俊老人的老伴一
手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手拉着志愿者的手，
哽咽着表达谢意。

上面提到的志愿者来自泗水县两支有名的
志愿服务团。一支是“山东省十大孝星”马洪
伟带领的夕阳红助老服务团，另一支是泗水县
商业职工医院院长李逢珍带领的夕阳红医疗志
愿服务团。

夕阳红助老服务团团长马洪伟介绍，助老
服务团在县老龄办的指导下，以孤寡、五保、
贫困、失能、空巢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通
过开展生活照料、物资帮扶、健康保健等形
式，帮助老人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从最初成
立的17人发展到现在的300余人，每年计划走访
全县597个村的三千余户老人。马洪伟说：“下
一步我们将为全县的高龄、低保老人对接爱心
医院，免费给他们治疗。”

和马洪伟一样有奉献情怀的还有泗水县商
业职工医院院长李逢珍。他所带领的志愿服务
团定期下乡入户开展贫困老人医疗服务，对贫
困老人实行免费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减、
免、缓医疗费用，计划两年内为全县100名患有
股骨头坏死的贫困老人免费治疗更换股骨头，
目前已救治患者18例，收治贫困住院老人200余
人次，减免医疗费用80余万元。

泗水县还成立了夕阳红艺术团，深入基层、
村居开展孝亲敬老文化专场演出。联合工会、团
委、妇联、老干部局等部门广泛开展“我为老人
献爱心”等系列惠老工程，携手中诚办公、泗水
移动公司、齐丰村镇银行、博诚商贸等企业有针
对性地开展“关爱孝星楷模 情系百岁老人”等
孝亲敬老文化主题实践活动。

这一个个志愿者队伍将有爱心、懂奉献的
人聚集在一起，释放温暖正能量，是泗水县全
民践孝的真实写照。他们不求名利、默默奉
献，铸就了一座城市的底蕴，刷新了一座城市
的精神高度。

德润泗水，一个个凡人的孝举铸就了这座城
市的美丽风景。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身份，
不一样的故事，却唱响了同一曲崇德向善的时代
强音。先后涌现出身患重病依然照顾6位孤寡老
人的最美乡医刘庆民、背着婆婆改嫁的高长青、
8岁起就为患病父亲打针换药照顾爷爷奶奶的陈
长青等一大批感人至深的孝亲敬老模范和身边好
人。正是基于文化积淀和孝德榜样，泗水县才有
了打造儒风孝道之乡的信心。

泗水县老龄办主任王建星说：“下一步，
我们将突出抓好传统文化接续和生态文明建
设，广泛开展‘孝心家庭’评选活动，让良好
家风世代相传，大力推进敬老文化教育基地建
设，让儒风孝道遍行泗水大地，深入推进‘长
寿村居’创建活动，让金山银山造福更多老
人。通过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轮驱
动’，构建文明和谐美丽乡村，走出一条富有
泗水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泗水之滨 儒风劲吹
——— 泗水县打造儒风孝道之乡侧记

2017年山东省“读敬老书 做敬老事 写敬老文”有奖主题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和“敬老爱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
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的指示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树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2017年

10月，省老龄办组织开展了“读敬老书 做敬老事 写敬老文”有奖主题征文活动。活动
开展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至征文截止时间，共收到作品2500多篇。省老龄办先
后组织有关媒体和专家进行了认真评审，按作品评分得分多少确定了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本专栏将陆续选登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冬天的夜晚，给奶奶洗脚是爸爸雷打不
动的功课。

爸爸烧一大壶开水提到奶奶床边，把洗
脚盆倒好一点凉水，找个小凳子坐下，小心
翼翼地加上开水，等水温差不多了，他就扯
开嗓子来一句：“娘，洗脚！”奶奶就迈开
小脚颤颤巍巍地走过来坐在床沿上，享受洗
脚的惬意时光。

奶奶晚年得了老年痴呆，整日颠三倒
四，浑浑噩噩，唯独对以前相对久远的事情
却记得清清楚楚。洗脚时，回忆往事就成了
她的乐趣。通常奶奶谈兴越来越浓，偶尔听
到爸爸几句随声附和，嗯嗯嗯，是是是，轻
轻的极其温柔。

奶奶一共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在三
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爸爸是家里的老
大。听别人说爷爷是个不顾家的男人，整
日在外面混。爸爸在村里的学堂上过几年
学，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后来，家里孩
子越来越多，连填饱肚皮都是问题，像念
书这种事情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这么灵的一个娃，就是没捞着上学，瞎
了一个大学生呀！咳……”奶奶说这句话的
时候，用树皮般的手指好几次企图撩开眼角
的白发都没成功。

每当听到爸爸那一声“娘，洗脚！”我
也会搬个小板凳过来凑热闹。奶奶摸着我的
头说：“你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地里的活没
有不会干的，一年穿好几双布鞋还磨破
了。”爸爸就呵呵地笑起来。

“去当兵发的军鞋是塑料的，一双鞋
穿一年也磨不烂，多好呀！你爸爸总是把
新军鞋、新军服省着寄回家给弟弟妹妹
穿，自己穿旧的。这个娃傻呀，对我好，
对家好，就是不知道对自己好！”奶奶的
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嗔怪，爸爸的回应依然

是“呵呵”。脚盆里的水有点凉了，爸爸
将奶奶的小脚轻轻放在盆沿上，添热水，
再把脚放进盆里，奶奶居然像没有察觉一
样，继续说着：“要不是你爷爷，你爸爸
现在就是正经八百的军官了！跟人玩命，
自己搭上一条命还不算，把俺娃的大好前
程都搭进去了，咳！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呀！”

“什么？爸爸，爸爸，您原来还做过军
官呀！太厉害了吧！”

“厉害啥呀，认识几个字，部队的书
多，我就认真学习，只是被领导看中做通讯
员了，别听你奶奶瞎说。”

“马上提干了，你爷爷就……这都是命
呀，命中注定跟土地爷打一辈子交道。”

“娘，这不也挺好的嘛！您老人家这么
壮实，孩子们又听话，够吃够喝，这日子好
着嘞。”爸爸眼角的皱纹在灯光里闪烁着夺
目的光。

“各人有各人的命，咱娃种地也不差，
当大队书记，给村里打井、通电、盖学校，
村里人谁见了都要竖大拇哥。”奶奶越说越
兴奋，满足而快乐！

热水凉了再添热水，奶奶的小脚泡的精
致白皙。终于，奶奶说“好了，不洗了”，
爸爸才在腿上铺上毛巾，把奶奶的小脚放上
去，小心翼翼地擦着。

给奶奶洗脚见得多了，于是在我的印象
中，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如今，奶奶已经走了十几年了，爸爸
也在一天天变老。父亲节那天，我说：
“爸爸，以后我也要每天给你洗脚，好不
好？”“我身体还硬朗着呢，不需要！”
爸爸说这话时，眼神突然变得迷离了，他
似乎又沉浸在给奶奶洗脚的美好时光中
了。 （刘海霞）

娘，洗脚！报得三春晖
云儿那年才6岁，亲娘就撇下她，离开了人

世。云儿从不在爹面前哭闹，或者要娘，她怕爹
想起以前的事情，伤心。

她乖得让爹心疼，但爹却不能不找女人过
活。爹果真领了一个陌生女人回来，他将那个女
人指给云儿，说：“喊娘，从此以后，她就是你
娘了。”

云儿没有扭捏，痛痛快快地喊了。
那个女人说：“云儿，离娘近点，让娘好好

看看你！”
她迈着细碎的步子，胆怯地走近那个女人，

不敢抬头。女人说，抬起头来！她抬起了头，一
双晶亮黑透的眼睛，正好接住女人自上而下投下
来的目光。女人的身子一抖，心里叹道：“这孩
子的目光怎么这么清透。这样清透的女孩，却不
是我的亲生女儿，倒不知该恨还是该爱了。”

女人这样想着的时候，心里就做出了一个选
择，她让云儿去打扫房间。

矮小瘦弱的云儿，踩着凳子才能摸到橱柜
顶，而手中的笤帚几乎和她一般高。她摇摇晃晃
地拿着笤帚踩上凳子，颤颤巍巍地站在凳子上，
她努力地伸着细胳膊，前倾着身子，擦那上面的
尘土，但她还是不小心，咣啷一声，摔在了地
上……

爹想去扶她，但娘不让，娘的理由是摔打摔
打她。她默然起身，眼里竟然没有一滴眼泪，而
那目光却更加清透和坚定。她又竖好了凳子，又
一次慢慢地爬上去，两腿站直，伸着胳膊，拿着
笤帚，继续打扫……

趁娘不在家的时候，爹曾对她说：“云儿，
爹对不住你！”她淡淡一笑，说：“爹，您别说
了，这样挺好，我挺知足！”

在她渐渐长大的日子里，娘为爹又生下了三
个女儿。在娘的命令下，她不得不开始帮娘看孩
子、做农活、干家务。她经常在妹妹的鼾声中搓
洗衣服；经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等爹娘从田里归

来；经常站在比她还高的大锅前，踩着凳子，往
锅里贴玉米饼子；而在深沉的夜里，她还经常在
煤油灯下替爹娘推碾子磨豆……

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在无数的冬天
里，她没有棉衣和棉鞋穿，穿着单衣和单鞋或者
衣不蔽体地奔跑在街巷之间。而在春天里，她的
鬓间又没有春花可戴，更没有红头绳可扎，她草
草地收拾着自己，慌乱地掩藏着那些因冻疮而留
在身体上的疤痕，慌乱地迎接着秋冬或各种可怜
和哀叹的目光。

但奇怪的是，她的眼睛连同她的身心，始终
是清透的。她以为只有听话、干活，娘就会像许
多的娘一样，让她读书。但她还是错了，娘不但
不让她读书，还命令她放羊时不准靠近小学堂。
她将这话告知了她世上唯一存在的亲人，——— 她
的亲姥爷，姥爷拄着拐杖上门与娘争吵。但娘还
是不让她去读书，连听都不允许。这次，她偷偷
地哭了。

最终，她留在了家里，断了读书的念头。而
娘从此以后，却对她变本加厉，打骂无常。

都以为长大以后的云儿会是一个充满仇恨的
女子，但她没有。她在19岁的时候，经姥爷介
绍，嫁了出去，结束了孤独而多难的闺阁生活。
婚后，丈夫对她不错，日子虽清贫，但安稳多
了，身上和心上的伤痕也渐渐地弥合，她的脸上
渐渐红润，并且有了喜色。

娘是在她结婚四五年之后得了脑血栓的。
当时，她所在的夫家也是穷得揭不开锅，况且
还有一个小女儿嗷嗷待哺。但当听到这个消息
时，她没有丝毫犹豫，拉着丈夫，抱着孩子，
就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她看到了那个被她称作“娘”的
跋扈一世的女人。那女人被栓住了嘴唇，躺在病
床上不能说话，不能起身。医生说，她这样的躁
脾气，有可能一辈子呆在床上。听了医生的话，
她哽咽难抑，一声声地唤娘。

娘听到她的喊叫，睁开眼睛，抓住了她的
手。娘想哭喊，却不能出声，娘想和以前一样风
风火火，但却再也不能了。

风，透过医院的窗户，吹着她的眼睛，让她
瞬间蒙泪的眼睛，又清透起来。娘望着这双眼
睛，再也控制不住了，——— 娘双手伸出，抱住了
她，死死地抱着她，任由泪水湿了自己的脸，湿
了她的衣衫……

娘的眼泪，也催生了她的眼泪，泪水滚过脸
庞，她颤颤地说：“娘，您别难过了，您的意思
我懂！您放心，我会给您养老送终，绝不让您伤
心的！”

回来的路上，丈夫问她：“云儿，你受了
这么多苦，从来没见你在人前哭过，今天这是
怎么了，怎么在你娘面前哭了呢？你不恨她
吗？”

她望着高阔的天空，拉着丈夫的手，说：
“我不在人前哭，是因为我不奢求别人的可怜，
但我却一直深藏着可怜，时时刻刻准备可怜世界
上的人！多奇怪啊，我的心里应该恨，但却始终
恨不起来！但这就是我啊，我不恨娘，真的没恨
过她！”

多年以后，云儿的娘带着她的眷恋，离开了
人世。而她与她的妹妹们，从少年到老年，都情
同一心，相濡以沫，胜似亲姐妹。后来，她们一
起又送走了爹，让爹也带着阳光般的温暖，闭上
了历经沧桑的眼睛。

而她的小女儿呢，蹦蹦跳跳，一直生活在她
以及她的姊妹们中间，只一眨眼的工夫，那小女
儿就变成了现在的我。在我的成长中，我接受了
她的深情哺育，又亲历了她家庭的际遇。

此时，我将母亲的故事写下来，与所有的人
共勉。笔到深处，深情难抑，谁说寸草得有寸心
报？报得三春更无私，人之爱，当如高天厚土，
承载日月的光辉，虽九死一生，却永不改它的清
透和纯洁！ （钟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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