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晓霞

母亲今年71岁。
母亲把什么事情都当作享福，从来

不言及自己所吃的苦，在我和姐姐看
来，母亲就如铁人一般，什么时候看到
她的时候，她都是在忙碌。小时候，母
亲忙完家里的活儿，还要去村里参加会
议，晚上再做半夜的针线活儿，隔三岔
五就提着大包小包的鞋子、棉袄送到舅
舅家或姨妈家。对此，我非常不解：母
亲那么忙，自家的事情都照顾不完，还
要照顾他们家？可母亲总是说：“我没
事，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你姨也不
会。”为此，我总是吵母亲：“凭什么

呢？他们不会还有理了！”母亲总是笑
着说：“这是积福呢！长大了你就知道
了！”

母亲关于享福的理论有很多，什么
不生病就是福，不生气就是福，连走到
路上给她打招呼的人多她都会觉得自己
好有福。我们家是后来从农村迁到县城
的，说来也奇怪，我们住了没多久，家
里周围卖菜的，卖馍的，以及许多做小
生意的人都认识她，连走街串巷卖东西
的人都和她都很熟，父亲总是说：“你
妈太厉害了，周围没有不认识她的人，
都快成咱们这一片的名人了！”每次我
们回娘家的时候，她一会儿从集市上拿
回来几个南瓜，一会儿又拿回来几把韭
菜，回来就说，这是谁谁给她专门捎来
的，或者说这又是谁给她留着的。母亲
说的时候神采飞扬，还反复诉说，生怕
把其中的细节漏掉。年轻的时候，每次
听到她说这些，我和姐姐都很不耐烦地
打断她，因为在我们眼里，这些都是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必要一遍又一
遍地说，还批评母亲：“走路到处给人
说话，买个东西都能和人家扯上关系，
你烦不烦呢！”时间长了，当我们再去

娘家的时候，邻居看见我们，总是很热
情地上前问候，连街边摆摊的都早早给
我们打招呼。遇到家里没人的时候，邻
居们总是热情地让我们到他们家歇歇
脚，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后来才
知道，母亲很多时候在菜市场收菜
尾，还把吃不完的菜送给邻居，不是
图便宜，是想让卖菜的人早点回家。
慢慢地，我们再也不责备母亲了，只
要母亲开心就好，因为她觉得这就是享
福。

母亲退休后，我建议她出去旅游，
散散心，她却经常用她的享福理论应付
我们，还振振有词：“要想享福，四门
不出！”坚决不同意出去。可是有一
次，同学的旅行社组织免费到香港游
玩，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给母
亲，母亲一听是免费的，就爽快地答应
了。后来听父亲说，母亲听激动得一个
晚上都在念叨。有一次，母亲回老家的
时候，邻居说深圳如何如何好，然后问
母亲：“你去过吗？”母亲说：“别说深
圳了，香港、澳门我都去过，坐飞机去
的！”看着母亲骄傲的神情，我心里无
比难受，母亲为了帮我们，家里的开支
都记账消费，为了不让子女难堪，用她
的享福理论来做托词，我们真傻呀！在
美丽的谎言下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的
照顾，从没考虑过母亲的感受。那一
刻，我和姐姐沉默不语，觉得愧对母亲
很多。

从小我们都觉得母亲的食量很奇
怪，多也行，少也行，一天不吃也行，
一天吃几顿也行，父亲说母亲是橡皮
肚，特别是有客人的时候，家里的食物
比往常丰富许多，我们都吃得狼吞虎
咽，可母亲总是在我们吃完后才吃，我
一直都佩服母亲的定力，那么多好吃的
饭菜不馋吗？父亲总结了家里的排名：
孩子、他、最后是母亲。有时我们回娘
家，母亲就会对父亲说：“你少吃点，
给孩子们留点！”我们不让她这样，可
她却说：“看着你们吃饭我就高兴，你
们来了，我还吃得多了，做做饭，洗洗
碗，活动活动多好了，也算锻炼身体
了，这多享福啊！”

母亲的享福论

□王军东

20世纪 70 年代，我和姐姐出生
在山西省南部一个盆地式的小县城
里。父亲当时是部队的作战参谋，母
亲是医院的一名护士，在儿时的记忆
中，更多的是在部队大院的嬉戏打
闹，但是，让我记忆最深、终生难忘
的，还是部队大食堂里的“牛肉夹
馍”。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穿衣吃
饭能达到温饱就已经不错了，我的衣
服经常是姐姐打下来的旧衣服，吃饭
也多是粗茶淡饭，很多时候几个月也
吃不到一块肉。父母工作都很忙，特
别是父亲，每隔几个月都要随部队到
基层去集训几天，而每次出发前，部
队大食堂都要为每名战士发放干粮，
说是配发的干粮，其实就是三四个

“牛肉夹馍”，每个饼馍用刀切开口，
里面放上几片薄薄的牛肉。这几个

“牛肉夹馍”，便是每个战士荒郊野外
集训几天唯一的营养来源。而我的父
亲在领到干粮后，总是在第一时间赶
到家里，把每个馍里的几片牛肉，用
筷子仔细地夹出来放在碗里，留着给
我和姐姐吃，而父亲只拿着那几个光
秃秃的饼馍和军用水壶，便随着部队
出发了。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有空的时
候，我也会请父母去餐馆吃饭，而我
也经常会点一盘五香牛肉，可是，父
母却吃得越来越少。有一次，我夹了
一片牛肉送到父亲碗里，父亲摆摆手
说：“吃不了了，年纪大了，牙口不
好，光塞牙。”

有人说：“父爱如伞,为你遮风挡
雨；父爱如雨，为你濯洗心灵；父爱
如路，伴你走完人生。”父亲的爱，
是一种默默无闻，寓于无形之中的
一 种 感 情 。 就 像 “ 牛 肉 夹 馍 ”一
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温馨陪伴
着我的一生。

忘不了的
“牛肉夹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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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伟

去年国庆节，我带着孩子去老君
山旅游，在旅游车上碰见老同学，我
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都非常高兴。
我们互相介绍这些年的经历，以及相
熟同学的近况。正当我们谈得热火朝
天时，突然发现同学孩子的脸色有些
异常，喉结一动一动。我赶紧问：“咋
了，是不是想吐？”孩子无力地点点
头。我赶紧催促同学，让他去到导游
那里拿个备用的塑料袋，谁知他动也
不动，只是给孩子说：“你到前面向导
游要个塑料袋，不要慌。”孩子只好慢
慢站起来，自己到前面拿了个塑料
袋，看得出，孩子有些委屈。我埋怨
同学：“怎么能这样呢，孩子还小而且
难受，你应该走过去给孩子拿。”同学
淡然地说：“不是我不给他拿，而是为
了培养他的自理能力，如果这次我给
他拿，下次他自己碰到这种事咋办？”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同学的良苦用
心，是为了锻炼孩子，让孩子能够独

立应对生活琐事。
中午吃饭时，同学和我坐在一

起，孩子坐在另外一张桌子上，我
说：“让孩子过来，咱们坐在一起，这
样更方便。”同学说：“没有必要，他
大了，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了，像吃饭
这些事，用不着咱们操心。”我还有些

不放心，同学说：“没关系，他以前
出来过几次，已经习惯了。”孩子很
快吃完了饭，静静地在一旁等着，真
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登山的时候，孩
子抢着背东西，同学不让他背太多，
毕竟孩子还小。但看得出，孩子很懂
事，想帮家长减轻一些负担。登山途
中，父子二人一边观赏美景，一边有
说有笑，其乐融融。回想起自己和孩
子登山时，再重的东西都是自己一背
到底，从来没有让孩子背过一点，再
好的风景也没有认真观赏过，因为身
负重任，与孩子交流的也很少。但孩
子并不领情，从未体谅过我的辛苦，
还不时提出一些过分要求。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做
得太多，孩子做得太少，他们体会不
到父母的艰辛。所以必须要让孩子学
做一些事情，让孩子在做事过程中，
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与不易，他们才会
懂得与父母分担生活的压力。这样的
孩子将来走上社会，才能在激烈的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放手，让孩子自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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