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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这片土地上的家风与家族文化丰富
厚重，不仅在历史上滋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文翘楚，在当代更有不平凡的呈现与绽放。

媒体是一个地方的窗口、名片，需要承载一
个地方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家范”专栏，将镜头

与笔触留给运城那些和美的家庭、那些可爱可
敬的人，让运城当代的家范故事，引领你我他。
欢迎来电、来稿推荐您身边的好人好事好家庭。

来稿邮箱：1371245160@qq.com
联系电话：18636318188/18735667115

主办单位
运城市委宣传部运城市文明办

运城晚报
协办单位
运城市妇联

运城市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协会

家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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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父母之恩

我的父亲鲁腾云出生于 1934 年
6月3日，于1994年9月10日去世，母
亲石秀英出生于1937年2月2日，于
1997 年 4 月 21 日去世。父母来到人
世间虽然只有60年，但是他们的言行
举止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我从出生就没有见过爷爷，听长
辈们说，爷爷逃难时死于日军的炮弹
之下。爷爷兄弟四人，他是家里的老
大，三个弟弟都有自己的家庭。爷爷
去世时，父亲只有六岁，下面还有两个
妹妹，一个四岁，一个一岁。父亲和两
个妹妹还有奶奶只能寄住在老奶家
里。时间一久，家里缺吃少穿，为了寻
一条生路，奶奶只好改嫁，一个妹妹也
被迫送到别人家寄养。

父亲在这种环境下，早早就当起
了家，也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父
亲。父亲到邮电局做了一名投递员，
再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与我的母
亲结了婚。他们结婚时，母亲家境特
殊，兄妹四人，她排行老二，为了生存，
家中老大从小就离开家从军了，下面
还有两个弟弟。姥姥去世时，小舅舅
不到一岁，也不懂事，还趴在姥姥怀里
哭闹着要吃奶。母亲还有两个幼弟需
要照顾，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离开，这
个家就撑不下去。为了家人，母亲最
终选择了留在家，并担当起照顾一家
老小的饮食起居。那种艰辛和付出是
不可用言语来描述的。当然，婚后母
亲能够留下来照顾姥爷一家，最应该
感谢的是父亲的宽宏大量和敢于担
当。父亲从结婚那天起，就成了类似
于倒插门的女婿（只是我们没有改姓
罢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生活在只有
20 户、百十口人的山村里，距县城百
十里。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村里人
去县城的机会很少，一旦去了县城，找
到父母，自然要解决的就是吃饭、住宿
问题。父亲是个很热心的人，在县城
上班遇到这种事，自然会大包大揽，吃
住全管。父母每月只有 27 斤供养粮

（其中 45％是细粮，55％是粗粮），那
时人的饭量又大，在那里住一晚，吃一
天饭，父母就要饿上一星期。村里人
虽不知道这些，但回来后都会伸出大
拇指夸父亲的热情和踏实。

父亲在单位里更是受人敬重，他
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真诚体贴。他最
令我敬佩的是在与改嫁奶奶的相处方
式上。奶奶改嫁后，父亲与继父及其
家里的堂兄弟关系相处得很好，奶奶
去世后才能顺顺当当地与我爷爷合
葬。在父母的影响下，至今我还和那
边的叔叔伯伯们来往一切如常。每逢
家里遇到事时，亲人们都会鼎力相助。

父亲是个爱操心的人，他知道母亲
身体不好，到什么季节，孩子们该穿什么
衣服，换什么鞋子，他都会提前购置好布
料。母亲是个贤妻良母，她会把这些东
西合理搭配缝制起来，在粮食紧缺的情
况下，仍然想方设法让我们一家人有饭
吃，有衣穿。每逢过年，父母总会在年三
十晚上、初一早上祭完祖后，带着我们去
村里挨家挨户地拜年，感谢乡亲们对我
们一家人的关照。

父母的言传身教，起到了很好的榜
样作用。

力行兄嫂担当

我的父母都是在刚过 60 岁就离开
了我们，那年我 32 岁，爱人 28 岁，大弟
弟 25 岁，刚结婚三年，小弟弟不到 23
岁，还没结婚。父母的离世对我们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让人束手无策。

为了带领好这个家，我们齐心协力，
有事多协商、多沟通，担当起了长兄长嫂
的责任。从 1994 年至今，每逢过年过
节，我们兄弟三家初一下午总要一起到
舅舅、姑姑等长辈家走亲戚。在这之前，
我爱人都会给侄子、侄女及弟弟、弟媳置
办一些衣服。她在购买时不用打电话询
问尺码和颜色，拿回去时，他们穿戴不仅
合适，而且还特别喜欢。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山沟里娃娃，由
于父母情况特殊，高中一毕业我就主动
挑起了耕田种地这些活。生活的磨炼造
就了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学会敬重生活、
珍惜一切所得，懂得了打铁还需自身硬，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只有自己努力付出，
才会获得满意人生的道理。

这些道理对我的工作也起到了很大
的帮助。我从一个合同工，一步一个脚

印地从山里走到运城，时刻怀感恩之心，
用心工作、关爱员工，得到了大家的一致
好评。

工作上有了成就，家庭相处也十分
和睦，这些一是得益于我有一个贤妻，她
时刻扶持着我，为我一大家子操劳着；二
是我们每遇到事情都会反观、内求，这样
就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一家人
从饮食起居、行走坐卧开始，遵循着相互
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原则，家里
充满了烟火气息，亲人间伴随着爱意，其
乐融融。

当日子过得可以缓一口气时，生活
又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2009 年 7 月
的一天，大弟弟来了一通电话，说他身
体不适，需要到太原的医院做检查。安
排好工作后，我也来到医院。经过一年
的治疗，大弟弟终究抵挡不住病痛的折
磨，于2010年撒手人寰。大弟弟走后，
我和小弟弟担起了应担的责任，患难与
共。

但生活总是在时不时地考验着你，
2017 年小弟弟突然脑出血入院，我和
爱人一起帮助照顾弟弟四个多月。我
在医院帮忙，爱人在家做饭，那时小弟
媳爸爸也在医院住院，不久便去世了。
为了给弟弟治病，我和家人去河南南
阳、洛阳学艾灸，去河北唐山学针灸，是
亲情和爱的力量促使我去付出。真正
的付出是发自内心的爱和行动，一分付
出就有一分收获。除了平时经常回垣
曲帮助弟弟治疗外，我和爱人还把弟弟
接到家中精心照顾，他从来时被背着进
门，恢复到能够拄着拐杖行走，大小便
也基本自理。坚持了五年，小弟弟于
2023年1月5日去世。

弟弟去世时疫情刚结束没多久，下
葬那天，许多乡邻都到了现场，亲戚们也

来帮忙，丧事办得十分顺利。我虽然离开
家乡40多年，但每年都会回家看望乡邻，
遇到村里红白事时，也会回村帮忙，表达
对家乡人的敬意。不吃家乡粮，不喝家乡
水，没有家乡人的照顾和帮助，就没有我
的今天。

以身传承家风

儿女不用管，全靠父母德行感。如
今，儿子长大，也有了小孩，这几年除了
处理好家庭关系外，每年我都会把双方
唯一的老人——丈母娘，接过来孝敬伺
候。

丈母娘小脑萎缩，行动不能自理，说
话颠三倒四，我们除了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外，平时也会给老人做艾灸，提升免疫
力。作为女婿，我也坚持每周给丈母娘洗
脚。对于我的细心，丈母娘很享受，我爱
人内心也欢喜。在这期间，女儿基本每天
都会陪着姥姥睡，儿子在疫情期间也陪着
姥姥睡了一个月，小孙子也学会了“察言
观色”，及时给太姥递上拐杖，领着太姥上
厕所、回房间，提供板凳就座。

同时，我们一家人从身边做起，把楼
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的活都是抢着
干，时常是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洗菜，再
一个人洗碗，可谓其乐融融。

一个家庭就像一棵大树，祖上是树
根，父母是树身，儿女是树枝，子孙是叶和
果。要想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就必须常
浇树根。也正因此，我们一家人尊重长
辈、孝顺父母，感恩他们的护佑之恩、养育
之恩。

就连四岁的小孙子也把行礼仪式做
得很扎实、到位，懂得敬爱老人、爱护父
母，并明白在行礼时应长幼有序，这些都
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鲁黎明

◀2007年春节合影

▲相敬如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