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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河东家文化，传承运城好家风。
为了丰富运城的新时代家文化内涵，传承
良好家风，书写新时代的河东家故事，留
住美好家影像，传承温暖家记忆。即日
起，本报面向广大读者征集家庭老照片与
新影像。照片可以是您的祖父母、父母，
也可以是您的过去、现在的全家福，家庭

活动瞬间，配以对家庭老人的回忆、追念
以及现代家庭故事文章，记录他们的教诲
和感人往事。本报刊发后，将在新媒体平
台进行联动扩大再宣传，永续运城家风记
忆，乘风化人，为年轻一代培根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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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谱家训家风像谱

□王志英

我与老伴王淑珍是盐湖区龙居镇
小张坞村人，1958 年结婚，如今已携手
走了65个春秋。虽很少有过激情涌动的
甜言蜜语和轰轰烈烈的爱情誓言，但我
们却用家规家训炼成了“虽平平淡淡，
却相互陪伴，最普通最浪漫的星彩蓝宝
石婚”。

对家庭 以劳为本

我家的《家规家训》中有这样一句：
“耕读传家，勤善孝。”王淑珍一直就是
这样做的。

那时，农村实行集体化，靠劳动挣
工分，靠工分分口粮。我们一家三口，
只有她一个劳动力，从年头干到年尾，
也摘不掉“超支户”帽子。但她不弃不
怨，一直坚持劳动，还当过几年妇女队
长……有了孩子后，她把孩子留给婆婆
带，自己下田劳动。孩子两三岁时，每
逢婆婆外出离村，她就给孩子身上装块
馍馍，脖子上挂着钥匙，孩子饥了咬口
馍馍，渴了喝口凉水，瞌睡了就走到哪
里睡到哪里，直到她从地里回来。一年
365天，她几乎“卖”在了地里。

后来，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她的
户口随我搬进了城里。她又找了份“扫
大街”的工作，每天深夜一点钟出去，四
点钟回来，睡不到个把钟头，又得起来
做饭，送孩子上学。我见她太辛苦，劝她
辞了“扫地的活儿”，她却舍不得那几个
钱，一干就是十几年。

再后来，儿子与儿媳出省做生意去
了，三个孙女又正在上学，她只好辞了
工作，待在家里照顾孙女。

她66岁那年患了哮喘病，一天犯几
次，每次都要喘好几个钟头。急得我到
处求医，花钱不少，见效甚微。直到2012
年搬到孩子家居住后，才弄清了她的哮
喘是煤气所致，我利用卖厂房的钱购买
了现在的单元楼，开始使用天然气，这
才根治了她的“哮喘”。

去年，我们从运城搬回农村老家，
她已82岁，却一刻也不闲着，仍在小院
寻事干，不是栽树就是种菜，忙得不亦
乐乎。就这样，她栽活了葡萄、石榴、花
椒、柿子、核桃、香椿等19棵树，全是经

济林木。街坊邻居便说她是“巷道经济”
和“小院经济”的践行者与支持者。

对老小 敬老爱幼

王淑珍从嫁到我家始，就一直秉承
着“老爱小，小敬老”的家规家训。

我家是个特殊家庭，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养母大妈，一个是生母婶娘。大
妈曾生有一男二女，但都先后离她而
去，大爸也早早过世，她一辈子就守着
我这个“独苗过继儿”。

正因如此，王淑珍嫁过来前，巷里
人都劝她过门后要善待婆婆，于是，“好
好待妈”就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

谁知，就在这个档儿，婶娘屋里发
生了一件“天要塌下来”的大事，就是她
平时从嘴里省下来的半袋白面被猪拱
吃了。这事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可在
当时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活不成
了！”婶娘瘫坐在二弟的门口，声嘶力竭
地哭喊。二弟小两口急忙跑到我家找大
嫂，淑珍一听，也急了。因为她知道，弟
弟的家里是没有多余粮食可拿出来的，
自己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怎么办呢？

“还是先顾老人要紧！”她把家里的面瓮
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拿着仅有的三斤多
玉米面和四五条蔓青送到了婶娘家。

婶娘急问：“你和孩子咋办呢？”
“你先吃着，我再想办法去。”
她忧愁地向家走去，走着走着就拐

了个弯，向娘家走去。她把情况讲给爸
妈后，老人首先肯定了她给婶娘送粮食
的做法，后又拿出半袋白面递到她手
里，说：“先把家里省下来的白面送去，
然后再说。”

淑珍接过半袋白面，直接送到了婶
娘家。婶娘一见，就拉住她问：“这是从
哪里弄来的？”当婶娘得知这是淑珍娘
家人从嘴里省下来的时候，眼泪一下子
涌了出来，连说：“谁说我媳妇和我不
亲？打着骨头连着筋，亲得很哩！”

从此，婆媳二人和好如初。婶娘有
事，总爱来家里找淑珍商议；淑珍上地，
她就自告奋勇抱看孙子……直到婶娘
去世，二人始终亲密无间。

对待小辈，淑珍也疼爱有加。有次
女儿病了，需要输血，她飞快挽起衣袖，
硬让医生抽她的血。平时，照顾儿女、孙
辈，她非常细心，做好饭菜、整理家务，
尤其孩子生病时，她几乎不离左右，更

是尽心尽力，不辞辛劳。

对丈夫 忠贞不二

我受过两次打击，淑珍都不离不
弃。

1976年，我被抓进监狱“隔审”，不
久，又被秘密转押到夏县监狱。为了找
我，淑珍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流了多少
眼泪，走过多少地方，最后才得知我在
夏县。知道地址后，她怕我饿着，就每月
给我送来两大袋白面干馍片。其实这都
是她和母亲、岳父、岳母、兄嫂从牙缝里
省下来的。

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严重摧残了
我的身心，医生说我患了“格巴症”，我
被送进了医院。那年我39岁，身体几近
瘫痪，眼看恢复无望，我想一死了之。爱
人王淑珍便苦口婆心地劝我：“为了咱
们的孩子，你也要好好活下去！有你在，
我们就有一个回圈（完整）的家。娃儿们
有爸，我有丈夫！就是你躺在炕上，我也
有主心骨，你可千万不敢往绝路上想
啊！”后来，医院让我回家静养，她像照
护小孩一样，给我喂水、喂饭、擦背、按
摩、照护大小便……在那段“窝囊”日子
里，她没有任何嫌弃，只一门心思想让
我的身体赶快好起来。

经过她两年多的精心照料，我逐渐
恢复了健康。1981年11月，县委召开全
县“平反昭雪大会”，我被任命为政府办
副主任，这才拄着双拐上了班。

再一次，就是2014年，我体检发现
左侧肾癌，去西安做了两次手术。第一
次做介入手术，医生要求“24小时内，两
条腿基本不能动”，我认为，这几乎是不
可能的，但在淑珍的照顾下我做到了；
第二次是做直线加速器治疗，医院见她
74岁了，要求换人护理。但她执意自己
来，陪我等候，帮我拿鞋、提袄，上了治
疗床后，又帮我上下挪动身体，就连医
生也赞叹不已。

其间，经过医生允许，她带我散步
和游玩，陪我去大雁塔、大唐芙蓉园、回
民街、华清宫等景点。我还登上了大雁
塔的最高处，虽大汗淋漓，却激动万分。

正是因为她的不离不弃，我才安全
地度过了九个春秋。

我对她 知恩图报

老伴把一生献给了我和家庭，我却
没有让她享受过一天清福。

2013年，老伴要住院做置换膝关节
术。一听置换膝关节，我俩都很害怕，
怕她年龄大下不了手术台，直到三个半
小时后她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眼睛睁开
时，我才把那颗悬着的心放下来。

住院18天，我要求护理，但儿女们
不许，说有他们哩！无奈，我回到了家
中，心却在医院里，真是寝食难安。我只
好天天早上骑着电动车往医院跑，快到
时就打电话问老伴：“想吃什么？”

她爱喝汤，我就买了紫菜蛋花汤，
还和饭店老板商量在汤中发些面，因为
她不喜欢稀的。她爱吃肉，我就买小笼
包，还天天给她炒鸡蛋……一天到医院
跑两次，停六七个钟头。不是不放心，就
是不安心。哪怕在病房什么都不做，看
着孩子陪她合腿、练走，甚至看着她睡
觉，我也心甘情愿，觉得心安。

出院回家后，我就当起了“专职护
工”。那时，她一天除过使用推助行器走
上一百来米远外，基本躺在床上，不能
多走，更不能洗澡，也不能独立大小便，
我便帮她洗脸擦身，烧水洗脚，陪她练
腿。后来，天气渐冷，她的腿变得僵硬，
我跑到家电市场买空调，又给房间买了
挂式电视。她爱看戏，我就买了一套
DVD蒲剧带。为了养护她的病腿，我又
买了电热褥……其他事我也在亲力亲
为，如洗脸擦身，我先把冷水烧个半开，
再取来脸盆，加些凉水，达到热而不烫
的程度。然后，把脸盆端到床上，她坐起
来洗完脸，我再给她擦身，然后再换一
条毛巾擦下肢。一天下来，即使精疲力
竭，我也毫无怨言。

再后，她又三次因为“供血不足”
“心绞痛”住院治疗，直到第三次才做
了“支架术”。出院后，我更加强了“陪
侍服务”：早上起床后，我学着做早饭；
下午吃完饭，我陪她散步；下坡上坡
时，我牢牢牵着她的手；遇到坑洼时，
我扶着她防止跌倒；喝药时，我一一取
药丸让她服下……不管她干什么，我都
陪着她。我们俩默契十足，配合得天
衣无缝。

近年来，我又把“陪伴”变成了“旅
游”，陪她去延安、桂林等城市，去壶口
瀑布、王家大院等名胜古迹。既游遍了
祖国的名山名水，又增添了星彩蓝宝石
婚的光彩，何乐而不为之？

用家规家训炼成的星彩蓝宝石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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