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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时刻 过年前，亲家送给我两盆鲜花。这是他亲自培育的，
一盆是紫色花盆中嫩嫩的枝干托起厚实的绿叶，和一团
团鲜艳的小花，名为长寿花。每团十余朵，粉红可爱、香
气袭人。另一盆是红色瓷盆中养育的七株金黄色的含苞
待放的迎春花，高可盈尺，亭亭玉立。两盆鲜花安放在窗
台上，满屋生辉。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盎然。我亲切地
称之为迎春绽放的“姐妹花”。

多年来由于儿子儿媳志同道合、和谐相处、恩爱有
加，使得我们亲家之间互相关照，没有任何隔阂。每年节
庆之日，总会在儿女筹划下聚会几次。或去饭店聚餐，或
一同旅游，或在家吃饭、交谈娱乐，相处得其乐融融，成为
人生美好的回忆。

亲家原在饺子馆工作，退休后每到节日，总要为我家
送来她精心制作的饺子馅儿和她亲自做的几道菜，让我
们现成包饺子，吃得津津有味，香甜可口。她爱人心灵手
巧，干活认真细致，木工泥工样样在行。我家居室装修全

部是上门的服务，不讲任何代价。虽然忙乱中浑身污泥，
但他从不介意。

前几年，儿子购买了一套百余平方米的新居，想让我
们老两口去享受高层生活。我们觉得还是住在老地方舒
服，就让亲家两口去住。因为他们多年住在仅有30多平方
米的旧房中，他们为了儿女操劳一生也该享享福了。起初
他们不好意思去住，后来在我们的说服下，才住进去。

亲家的孙辈初为人师，我们是老教育工作者，常交谈
教育经验。得知孩子还写书法，我们就将参观漫画展的
资料以及保存的书法绘画书刊赠送给她，使她不断增长
知识，提高绘画水平，增强教学效果。

从前有句古语：“亲家上门，不值半分”，言外之意就
是亲家之间要有独立的尊严，不往来不相求，讲究面子。
而我和亲家之间却相处十分融洽，没有条条框框上的讲
究。互相往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使得亲家一家亲，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欢乐幸福。

老家的村边有棵老榆树，记得小时
候，我们常嫌弃它的老迈和丑陋。每当
这个时候，父亲就对我们说：“别怪它，
爸爸将来也会老的。”

30多年后的今天，父亲果然老了，
他再也无法用肩头扛起我们，甚至无法
扛起他的孙女和孙儿。小的时候，我常
常坐在父亲肩头，记得三四岁的时候，
父亲还常常将我扛在肩上，在暮色里，
从村子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最难忘一
个暮春的周末，4岁的我随着父亲外出
打猎。转悠了一个上午，我走累了，于
是，同样疲惫不堪的父亲把我放在了他
的肩头。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醒来
时，已经躺在了母亲身边。岁月悠悠，
我渐渐长大，父亲的肩头又依次换上了
我的弟弟和妹妹。

如今，父亲已两鬓如霜，退休后，我
们把他和母亲从农村接到了城里，但父
亲却闲不住。父亲年轻时就有修自行
车的手艺，进城后，他便在家附近支起
了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儿。父亲说：

“只要我能动，就不会拖累你们。”
看着父亲已不再宽阔的肩头，看着

他满脸老榆树一样的皱纹，我的心中不
免有些发酸。真希望再回到童年难忘
的岁月，真希望父亲仍然年轻，真希望
再一次坐在父亲宽阔的肩头……

当兵时，整天摸爬滚打，不是磨破身上的衣服，就是
磨掉衣服上的扣子。不像在家，有母亲缝补。在部队全
靠自己，于是，我学会了针线活，时间长了，便养成了缝缝
补补的习惯。

转业到地方后，我在铁路施工企业工作，长年在外开
山放炮、修路架桥，衣服、鞋袜比在部队破损得还快，缝缝
补补更不可少，年轻人见了感到新鲜，我对他们说：“在部
队做习惯了。”

退休了，从火热的工地上突然撤下来，犹如机器高速
运转后戛然而止，一种眩晕和不适感使我变得郁闷起来。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习惯地拿出了针线包，在缝补之
中，心中的郁闷得到了释放，精神状态也慢慢好了起来。

起初，儿女们看到我戴着老花镜坐在床边艰难地穿
针引线，以为我是为了节省，便劝道：“老爸呀，都破成那
样子，还缝补个啥，买个新的吧。”我笑着对他们说：“不是

不舍得花钱，是我做习惯了，做起来快乐。”孩子们听了我
的话，都很理解。后来，他们有时还会有意地带来一两件
穿破的衣服让我缝补，帮助我尽快地适应退休生活。

尝到甜头后，我便把缝缝补补看成生活中的绿洲，平
时看书写字累了，或遇到什么烦心事，我就会来到床边，
从容地缝补衣服，身心很快就轻松了。有时缝到高兴时，
我还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我是一个兵》，老伴听到就会说：

“你看，缝补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我对她说：“何止带来快
乐，还有利于健身呢。第一，缝补要双手配合，手、脑、眼
并用，尤其是缝补过程中的穿针、引线，一连贯的动作重
复多了，能活络筋骨，是很好的健身运动。第二，只有慢
工才能出细活，缝补能培养人心平气和的性格，调理气
血，有利于修身养性。第三，每缝补好一件衣物，就是一
件作品，一份劳动成果，给人一种成就感，一种享受。”

缝缝补补真是好处多啊！

随着年龄的老化，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幸运地得到女
儿和女婿以及孙辈们的关爱，犹如加装了两道关爱生命
的双保险。

还是在我退休的那一年，女儿为我购买了一辆电动
助力自行车。不论是探望亲友、采买东西，还是送小外孙
读书，我骑着电动车，都能顺利地完成。一种惬意自得之
情，总是写在脸上。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大家的反对声越来越多。尤
其是女儿女婿，总是劝我赶快停止骑电动车出行。他们
好像是专门搜集交通事故的专家。关于电动车的事故问
题，他们耳熟能详，一一地在我耳边诉说不尽。我总是点
头表示感谢，但事后仍然我行我素。我觉得自己虽然年
龄大了，但不至于思维迟钝，手脚僵硬。左右邻居们也苦
口婆心地劝说我：“你不撞人，并不等于别人就不会发生
意外呀！”我简直成了众矢之的。终于有一天，我感觉到
自己不能太执拗了，老年人骑电动车，确实存在着极大的
安全隐患，我不应该给家人和亲友们带来不必要的担
心。于是，在我 82岁的生日家宴上，我郑重其事地向大家
宣布：“从今天开始，我接受大家的劝告，外出时再也不骑
电动车了。”我的决定赢来了一片掌声。有一天，听到了
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一位老同事，不慎骑电动车与汽车

相撞，处于昏迷状态，不久便离世了。我深深地感到，家
人对我的劝诫，无异于给我加装了一道生命的保险。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女婿打来电话：“爸，我们要过去
帮你们清理家中的卫生。”听到女婿的声音，一种喜悦即
刻涌上心头，但想到日常家庭卫生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打
理，不必给他们增添负担，就告诉他不必早早回来，中午
回来吃饭就好了。女婿快言快语地说：“我们已经在路
上，很快就到家了。”

女儿和女婿一起回到了家中。女婿手里拿着一只漂
亮的吸尘器，高兴地对我说：“我买了一只充电式吸尘器，
可以很方便地将高处和屋顶的尘土吸去。以后你千万不
要踩梯子或凳子清扫高处了。”女儿接着说：“爸，你的年
龄一天天地增加，腿脚也一天比一天僵硬了。以后千万
不要再爬高就低了。万一摔一跤，那可是再后悔也无济
于事了。”说话之时，女婿已经手举吸尘器伸向屋顶和墙
壁，之后又踩在人字梯上，将客厅与房间的吸顶灯也擦拭
得干干净净。

午饭时，全家人又一再反复叮咛我以后再也不用登
高擦拭家具了。我高兴地说：“好了！谢谢大家对我的关
爱。一不骑电动车，二不登高做事。这岂不是给我上了
生命双保险吗！”

母亲没有进过一天校门，却用她朴素的家风影
响了我们三兄妹。

儿时，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
缝补补再三年”。在母亲心里，一件衣服最少也要穿
9年。那些年，我们很少穿新衣，做一件衣服，会穿得
遮不住屁股时，母亲才会给我们添置新衣。而她自
己，一件衣服，可不是仅穿 9年，有些衣服已经洗得掉
了颜色，袖口都磨烂了，母亲也没有丢掉。她说：“惜
衣有衣穿，惜饭有饭吃，惜钱有钱用。”

曾经，我不理解母亲。总觉得母亲过于小气。
记得每次上街回家，母亲就会脱下新衣，洗好收纳起
来。“妈。不就一件衣服吗？”我说。

“在家穿新的，走哪儿就没有新衣服穿。况且万
一哪天有事出门，拿出来也是干净的。”母亲说。

事实证明母亲的话是对的。多年来，无论谁通
知红白事情，母亲都有拿得出去的衣服。

“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辈子穷。”这是母

亲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语。春天，母亲总是天还未亮，
就拉亮灯，起床给猪煮猪食，给家人做早饭。天亮就
去地里忙活。拔草锄地，深挖细平。母亲常说：“春
天不播种，别指望秋天收获。”那些土地，经过母亲一
锄锄地挖、种、灌、管理，到了秋天，土地回报了母亲
满满的收获。

曾经有一婶娘，种地时总是只管快，土坷垃大块
大块的，播下的种子一块有一块无。也很少去管理，
等收割时，收成总有限。每年粮食总不够吃，就东家
借，西家借。母亲总会对我们说：“你哄土地，土地哄
肚皮。”因了母亲的教导，回归农村后，对土地，我不
敢马虎。对每一寸土地，都深怀敬畏之心，拔草、挖
地、播种、灌溉、打药。而土地也用丰收回报我付出
的汗水。

母亲常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因为母
亲的教导，多年来养成我们三兄妹要强的性格。做
农民，不认输，让土地上的植物长得欢欢的；做工人

不认输，份内工作做得妥妥的。
“积善之家有余庆”。母亲常常这样说，她也是

这样做的。那些年，总有走乡串户的手艺人在乡村
游走，母亲总会留他们吃饭，母亲常说：“就一双筷子
的事儿，谁不出个门？”谁家遇上难事，母亲也会尽力
相帮。母亲说：“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生活中谁
都会摊上事。”

感谢母亲的教导，让我们能正确地行走好人生
的每一步。

难忘母亲的教导

父亲的肩膀
黄惜弟

亲家一家亲 王之保

我的生命双保险 张仲杰

周海德缝缝补补好处多

我家家风

家事琐记

老有所乐

闲庭漫笔

刘桂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