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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真情人间真情◎亲情无限亲情无限◎

□雷 亮

某杂志刊登了一份关于青少年
价值观的报告，其中的一些数据显
示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对“在公共
场所大声喧哗”“在公共汽车上不让
座”“过马路闯红灯”“竞争可以不
择手段”“诚实意味着吃亏”等行为
表示“难以评价”。为什么会这样
呢？我想，这是青少年对社会公德
和个人品德的认识模糊甚至错误所
致。

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
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
头顶璀璨的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
的道德。”星空因其寥廓而深邃，让

我们仰望和敬畏；道德因其庄严而圣
洁，值得我们一生坚守。

在充满诱惑的现实生活中，有的
人丧失了心灵的纯洁，放弃了道德的
底线，最终迷失自我、走向罪恶。原
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
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守住心中的
道德。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并非取决于
其容貌、衣着、金钱、地位等外在的
东西，而取决于他的头脑、观念、精
神、品格、爱心、气度等综合素质和
内在修养，取决于他的躯壳里到底装
了一副怎样的灵魂，取决于他是否坚
守了心中的道德。

1979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德兰修女说：“你耗费数年所建设

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
要建设。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遗
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将你
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哪
怕你会被踢掉牙齿。”德兰修女用自
己的一生，将爱心撒向世界，用善良
普度众生，用微笑去抚平人们心中的
伤痛。她的善行和义举，成为世界人
民心中的女神。这都是因为她始终坚
守着自己心中的道德。

“ 不 论 是 黄 昏 ， 还 是 晨 曦 初
露，茉莉花，总是洁白的。”正如
希腊诗人乔治·赛福斯的这首小诗
所说，我们要想有所成就，就一定
要坚守住自己的洁白，守住自己的
芳香。

守住洁白

□李 季

从出生到长大，我们经历了种种吓。还在襁
褓中哭闹哄不好时，妈妈会说：“再哭，妖怪来
把你背走。”妈妈还有一首专门吓唬好哭孩子的
童谣：“红眼大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嗵嗵
响，专吃哭孩子。”绘声绘色，吓死人不偿命。

满以为长大后会好一些，恰恰相反，受到的
吓更多了。玩火吧，大人会说，小孩玩火会尿
床。真奇了怪了，大人天天接触火，咋不尿床。
骑狗玩吧，大人会说，骑狗开裤裆。喝凉水肚子
疼，这个能理解。但是，用手指月亮，为什么会
烂耳朵？大人们心中的月亮很神圣，所以不让小
孩子不尊敬地指指点点吗？去地头玩吧，大人
说，别让那个搾虫爬到身上了，要是搾虫把你从
头搾到脚，你就活不成了。搾虫就是尺蠖，因为
这句吓人的话，我们小时候见到尺蠖跟见到死神
差不多，发现身上有尺蠖，准会吓得大呼小叫。
去水渠摸鱼摸螃蟹吧，大人会说，水里有蚂蟥，
从你腿上钻你肚子里，不几天就把你身上的血都
吸光了。可他们自己在水田里插秧、锄草，倒是
有说有笑，一点也看不出害怕蚂蟥的样子。倒是
我们去水渠里，要不时地抬腿，看看是不是趴上
蚂蟥了。

上学后，家长的吓已微不足道了，老师的种
种吓更可怕——再写错字写错题， 罚抄十遍；
上学再迟到，教室门口罚站；课堂上再讲话，讲
台罚站；再不写作业，请家长；再旷课，干脆就
不用来了。至于写检查、写保证，更是家常便
饭。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就等着回家种地吧；不
好好学数学，长大去卖菜连账都算不好；不好好
学语文，到城里去，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

上初中后，老师成天说，考不上高中，就等
着去捡破烂吧；再不好好学习，就等着去当二道
贩子了。好不容易考上高中了，继续被吓唬。高
中老师说的是，考不上大学，回家刨地都刨不
动，还不得受地痞的欺负呀；到时候一文不名，
谁看起你。等等，等等，说多了都是泪啊。

还好，我们终于被吓大了。懂事后，也终于
明白了，种种吓的背后，是怕，怕我们玩火被火
烧着，怕我们骑狗被狗咬着，怕我们不好好学习
没有好前程。而这怕的背后，是深深的爱。

天道好还，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于是也开
始吓。一代又一代，我们都是吓大的。

最后把我经常吓唬孩子的话，罗列如下：多
喝白开水，天这么干，要不回头又感冒了；多吃
点饭，下午放学晚，要不又该饿了，时间长了，
会得胃病；又不戴手套了，小爪子给你冻烂；骑
车子别跟机动车抢道，特别是出租车和公交车，
碰着了自己受疼；离大货车远一点，招呼着他们
翻车；说多少遍了，盛饭的时候，先把电饭锅的
插头拔掉，不怕电着你呀；别狠玩游戏了，眼玩
坏了；再调皮掏蛋，老师再喊家长了，我不会去
了；不好好学习，长大当啃老族啊？

我们是被吓大的

□李娜娜

前几天，我和母亲到距漯河数百
里的一个小城看望亲戚，回来时，我
们在候车室等车，母亲看到角落里有
个疯女人很面熟，定睛细看，我和母
亲倍感震惊：这不是英吗？

她穿着不知谁给的花格格衣服，
头发凌乱，眼神飘忽不定，手中摆弄
着一把破线头和几根一次性筷子，嘴
里喃喃有词：“孩子，妈妈又给你织
新毛衣了！”

眼前浮现出多年前的场景。那时
的她，年轻漂亮，白白的皮肤，黑亮
的头发，坐在村头那棵古槐下，给她
的孩子织毛衣。她的神情是那样专
注，嘴角浅浅地上扬，一针一针，毛
线在她的手中欢快地跳跃。她有两个
儿子，儿子们继承了母亲的美丽五官
和白皙的皮肤，粉嫩嫩的，很是可

爱。英抱着小儿子，轻轻地抚摸他，
冲孩子甜甜地笑。大儿子玩一会儿，
便跑到妈妈身边，俯下身，在弟弟额
头亲一口，又跑开了…… 这样的温
馨的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夫妻
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多。丈夫甚至开
始对她动手，她脸上美丽的笑容没有
了，只有伤。她还是会在天气转凉的
时候，坐在槐树底下给她的孩子织毛
衣，神情还是那样专注、认真，似乎
把所有生活的苦，都织进了毛衣里。

后来，家暴越来越厉害，丈夫甚
至用皮鞭抽打她，她白皙的皮肤上留
下了一条条血淋淋的伤痕。村里女人
可怜她，劝她一走了之，可她说：

“我走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这样
的日子，她坚持了好多年，直到小儿
子上学，丈夫对她的家暴丝毫未减。
不知从什么时候，人们发现她说话有

些颠三倒四，有时哭有时笑，有人
说，她大概是疯了。后来，就听说她
离家出走了。

车站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经
常坐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摆弄捡来的破
线头和几根一次性筷子，嘴里喃喃有
词：“天冷了，妈妈该给你织新毛衣
了！”如果有人走近她，她会歪着脖
子冲你傻笑，然后，认真地告诉你：

“我有两个乖儿子，我在给他们织毛
衣。”

母爱是一种本能。火车就要开
了，我们走进站台，我发现脸上凉凉
上，是泪。

织爱

□杨小平

在阿四的眼中，我母亲是他的贵
人。

我母亲仁慈、善良。虽然我们生
活也很困难，但她还同情那些家境不
如我家的人家，阿四就是其中之一。

阿四成分不好，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以前，成分不好是一件非常丢脸的
事情。

阿四在人前总觉得低人一等，大
家聊天都躲着他，干活更没有人愿意
和他做伴，他走路总是低着头。

母亲却没有嫌弃过他，母亲总是
说，成分不好，又不是阿四的错。在
生产队干活或在路上，母亲遇到他
时，总是先开口和他说话。这对孤苦
的阿四来说，就是心灵最大的安慰，
所以他与我们家很亲近。

他经常到我家串门，特别是快要
吃饭的时候。我记得上小学时，早自
习回家吃饭，多次看见阿四坐在厨房
的门槛上吸着烟，和母亲唠家常，他
辈分低，喊母亲许奶。母亲一边做饭
一边和他说话，劝导他不要想那么
多，要多做事；还告诉他，别家有了
杂活，要勤快，多帮助，让别人从心
眼里改变对他的看法。

母亲做好了饭，阿四就起身走
人，母亲让他吃个馍再走，他总是谦
让一番，最终还是接过母亲递过来的
馍，吃着走了。阿四走后，我就会责
问母亲：“他也有家，为啥经常到咱
家骗吃骗喝？”

母亲说：“他不是饿得慌吗！”
后来生产队分成了合助组，其他

社员都不愿和他一个组：他母亲是个
半傻子，兄妹年龄小，全家只有他一
个劳力，就连同门的叔伯也不愿接纳
他。母亲对愁眉苦脸的阿四说：“阿
四，跟我们一个组吧，没有走不过去
的路。”就这样，阿四跟我们一起干
活，一直到土地包干到户。

阿四三十多岁还没娶到媳妇，他
家一贫如洗，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母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母亲很会持
家，从记事起我家就没断过养老母
猪，下猪仔卖猪娃是我们家主要经济
来源。母亲就对阿四说，你养猪吧，
猪喂大卖了钱，也盖两间房子，娶个
媳妇。猪娃我先赊给你，等你卖了钱
再给我。

阿四就开始跟母亲学养猪。
阿四没有养过猪，猪一生病就往

我家跑。母亲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
活，就随他去。也许是急着卖猪娶媳

妇，他总是把猪食盆弄得满满的，把
猪喂得饱饱的，希望猪赶快长大。母
亲说：“常言说得好，只有胀死的
猪，没有饿死的，猪不能喂得太
饱。”母亲又传授给他很多养猪的经
验，后来他还学会了给猪打针。

过了两年，在母亲的帮助下，阿
四用养猪积攒的钱，在自己的宅基地
上盖了两间砖房。后来母亲又把娘家
侄女说给了他，阿四终于有了属于自
己的家。

现在阿四六十多岁，一双儿女也
已成家，孙子孙女绕膝，过着幸福的
生活。

一次回老家碰到他，谈起以往的
岁月时，阿四还不住地说：“许奶奶
是我一生遇到的贵人，我一辈子也忘
不了她的好。”

阿四的贵人

感悟人生感悟人生◎

世相百态世相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