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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萍和奶妈高亲叶

□黄国华

在唢呐声中，一男子分别将两条红
色条形带状的被面斜披在痛哭流涕的孝
男孝女身上。男子哭着说：“是婿胜似
儿，奶女如亲生，是你们让姑母度过了幸
福快乐的晚年。你们用实际行动，身正
风清影响和教会了两大家子如何做人、
怎样做事，希望这种知恩图报、心怀感恩
的品格成为你们的家风，世代相传……”

奶女赵萍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
期，生母因忙于工作，顾不上管她，只得
在农村给她找了奶妈。那时物资匮乏，
粮食短缺，家家户户没有余粮，奶妈高亲
叶家也不例外。当时，高亲叶生了个老
三，可惜孩子没留住，故而看着赵萍十分
亲切，又因奶水充足，便接管了赵萍。这
样，赵萍妈妈出的奶娃钱也刚好解了一
家的困境。

其间，奶妈给赵萍更多的是陪伴和
无私的爱。家虽然不富裕，但奶妈总是把
最好的东西留给赵萍，二姐引转和大姐
都比赵萍大十多岁，家中多年没小孩，一
家人也真心喜欢赵萍。小小的赵萍早上
还睡在暖炕的被窝里，奶妈已早早起来
蒸馍馍，每次总剩一些面放在火上烤成
饼坨坨，然后拿起湿毛巾给赵萍擦干净
手。于是，赵萍钻在被窝里就吃开了。赵
萍到了上学的年龄，才被母亲接走。

结婚成家之后的赵萍，把奶妈当亲
戚般走动着。逢年过节，赵萍全家一起去
看看奶妈，米、面、油、奶粉……车子后备
箱塞得满满当当，手上还抱着衣服、鞋
子、帽子，能想到的都送了。这些有买的，
也有自己亲手织的毛衣、毛裤、帽子、手
套等。多年来，除了日常所需，过节礼物
更是没有落下，赵萍还会在奶妈生日时
给五百元红包，过年期间给一千元红包。

三十多年前，二姐引转的大女儿出
嫁。农村习俗结婚头年初一娘家要送布

篮（麻花、水果等）。二姐引转孩子多，生
活不富裕，在运城的赵萍年前就往奶妈
家捎回好多东西，电话中告诉引转：“二
姐，我买的那个红色盒有好多种，你选几
盒给娃送去。”

前些年，赵萍两口子时不时把奶妈
接到运城的家里小住，早上领着奶妈出
去吃油条、喝豆腐脑等，下午带着奶妈逛
公园。每次吃完饭，奶妈都会把碗筷收
拾整齐，这个好习惯影响了赵萍，直到现
在只要在外面用餐，赵萍都会尽量把餐
桌上收拾整齐。

在外面吃了几天花样早点，为了怕
花钱，奶妈告诉赵萍早上就在家吃碗泡
馍吧，水水的，吃了肚里舒服。赵萍想让
奶妈吃点好的，可是奶妈习惯节省，习惯
自家的馍饭。赵萍每晚都会给奶妈洗
脚、擦洗身子，隔三岔五去澡堂洗澡，母
女俩边洗边开玩笑，奶妈从一开始“羞死
了，羞死了”，到后来也适应了。

不是亲生胜似亲生！一次，赵萍领
着奶妈打车去医院看牙，奶妈问花了多
少钱，赵萍没多想随口说了价格。“怎么
这么贵呀？咱去个便宜的地方，有钱也
要省着花。”奶妈心疼地说。还有一次，
赵萍丈夫准备出差，就问了奶妈鞋子的
码数，回来后，买了一双鞋、一件大衣，还
扯了一块布料，奶妈激动得热泪盈眶。

二姐引转家虽不富裕，但不忘感恩，
特别有心，常常给赵萍捎些自己蒸的馍
馍、炸的丸子、油糕、花馍子，以及新碾的
玉米糁、辣子面、韭花等。

按说奶妈有两个女儿（二女招亲），赵
萍完全可以不管。赵萍是个重情重义之

人，总是记着奶妈的好，小
时候吃过奶妈的奶水，就
自觉承担起了赡养奶妈
的义务。用赵萍的话说：

“管我妈是应该的，毕竟是
我 叫 了 几 十 年 妈 妈 的
人。人都有老的时候，人
也都有困难的时候，有能
力的时候帮人，于人于己
都好。这么一点事不用
挂在嘴上，我只是在做我力
所能及的事。”

奶妈在世时，整天笑哈哈
的，逢人就说：“我萍娃又给我买
了一堆好吃的，还给我买新袄啦。
有这么一个好‘女儿’是我的福气！”

正是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孝顺“姐
妹花”（长女已故）和招亲孝子（引转丈
夫）的常年陪伴，奶妈晚年生活得非常幸
福。

2023 年 5 月的一天，奶妈在稷山县
翟店镇翟西村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九
岁。奶妈走得很安详，脸上没有一丝痛
苦。葬礼中，孝女赵萍一家献花圈，凑礼
金。二女引转感激赵萍和丈夫对老妈的
多年照顾，让娘舅家分别给二人披了红。

生活中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
更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奶妈和赵萍
的相互关爱、心意相通，引转和赵萍的心
怀感恩、知恩图报，使原本没有血缘关系
的两个大家庭感受到了亲情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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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宏 张清亮

李继武是万荣县光华乡北火上村
人，屈锋伟是小屈村人，两个村子（现已
合并为火上村）相距1.5公里。舅甥相差
16岁，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血缘关系。

李继武出生时一只眼睛有点残疾，
小时候又受了惊吓，变成了聋哑人。在
继武之前，爸爸妈妈收养了一个比他大
10岁的姐姐，也就是屈锋伟的妈妈李文
吉。常言道，长姐如母。善良的李文吉
对这个有点残疾的弟弟百般呵护着。她
没有出嫁时，经常把弟弟带在身边，无微
不至地照顾。巷里人都戏称，李继武就
是她身后的“尾巴”。李文吉出嫁后，又
三天两头徒步到娘家，为爸爸妈妈和弟
弟缝缝补补，洗洗刷刷。李文吉还经常
教导子女，将来一定要善待苦命的舅舅。

妈妈的言传身教，屈锋伟自小感受
颇深。北火上村和小屈村连畔种地，两
个村子举目可望。屈锋伟和姐姐可以说
是在舅舅家长大的，他们与舅舅建立了
胜似父子父女般的亲情。李继武虽然耳
聋声哑，但非常勤快和干净利落，从来不
干不着调的事儿，是乡亲们眼中的实在

娃、知趣人、正派人。李继武年轻时用小
平车给砖瓦窑拉水，那时人们吃水很困
难，他总是每隔3天就给姐姐家送一大桶
水。冬天，李继武下盐池挣钱去了，家里
缺水吃，屈锋伟就和姐姐从池塘里一桶
一桶地抬水送到姥爷家。李继武每次挣
了钱，都会给外甥、外甥女们买些零食、
学习用品。在村民心目中，李继武和屈
锋伟就是一家人，他们和睦融洽，不离不
弃。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自然规律。李
继武曾在当地的木器厂、电线厂先后打
工十几年。虽然挣钱不多，好歹有口热
饭吃，有个安身之地，他就这样一步步走
到了老年。这时，屈锋伟早已靠着勤奋
努力和艰苦拼搏，在天津开办了一家企
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多年来，姥爷
姥姥相继去世，舅舅没有媳妇，更没有子
女，成了孤寡老人。屈锋伟每次回家，看
到舅舅孤苦伶仃的样子，心里很是难
受。一次，他回到天津后跟妻子商量，想
把舅舅接来赡养，尽一份做外甥的责
任。妻子孙敏珍通情达理，当下就支持
了丈夫的孝亲行为。几天后，屈锋伟就
回家把舅舅接到了天津。

舅舅干惯了活，是闲不住的。为了
让舅舅能安下心来，屈锋伟就让舅舅帮
忙看管厂里的仓库。舅舅起初用小炉小
灶自己做饭吃，但时间一长，屈锋伟发现
他做一顿，停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很
不规律。为了舅舅的健康，屈锋伟让舅
舅收起灶具，每天三顿饭按时按点到灶
上去吃。很快，舅舅的气色好了起来。
舅舅来自农村，很少出远门，于是节假
日，屈锋伟就和妻子带着舅舅游山玩水，
逛遍了天津的名胜古迹。企业的生意一
直不错，但为了防患于未然，让舅舅在老
有所养的过程中吃个“定心丸”，2012年，
屈锋伟一次性给舅舅补交了8万元的养
老保险。

在外甥的精心照料下，李继武在天
津高高兴兴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一见
老家来人，他立刻满脸堆笑，眉飞色舞地
比划着，“呀呀呀”夸着外甥的好。

李继武虽然在外生活得无忧无虑，
但到了过年回家时，脸上却不由得罩上
一层阴影。这是因为家里的老房子已经
破烂不堪，自己却没有能力改变，他开始
为未来的老年生活担忧起来。屈锋伟知
道了舅舅的心病，先是在运城给舅舅买

了一套房，但舅舅在农村生活惯了，并不
喜欢吃住在城里。面对这种情况，屈锋伟
花了几万元给舅舅在村里置了一座院
子，又花费20多万元里里外外装修了一
番，还添了冰箱、空调、沙发、茶几等家
具。屈锋伟笑着对舅舅说：“再过两年我
给你雇个保姆，您就可以落叶归根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
年正月下旬，李继武突发脑溢血昏倒被
送到了医院。屈锋伟和妻子轮流守候在
病床前，期盼着66岁的舅舅能早点醒过
来。但是李继武由于脑干出血量过大，
经过十几天的抢救，还是撒手人寰。李
继武无儿无女，外甥屈锋伟自然而然就
是后事的料理人，他为舅舅在火上村举
办了葬礼。

屈锋伟的孝行深深地感动着火上村
的乡亲们，村里为屈锋伟和爱人孙敏珍
披红挂彩。万荣县大地书画社自发为葬
礼书写了一副副挽联。闻讯而来的运城
市非物质文化董永传说专题研究所负责
人，给屈锋伟夫妇夫妻俩送来了一块匾，
上书：孝亲敬老楷模。

屈锋伟为舅舅养老送终的事迹再次
成了村民口中的佳话。

好 外 甥 夫 妻 同 孝 为 舅 舅 养 老 送 终

▲赵萍（左一）和奶妈、二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