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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苦瓜，鸡蛋，葱蒜若干。
做法：
1.苦瓜洗净，对半切开，去除瓜瓤，白色部分

也刮干净，然后切小块；
2.锅中倒水，放入少许油、盐烧开，放入苦瓜

焯水断生。捞起后立马过凉水，再捞起控干水分
备用；

3.鸡蛋打入碗中，加入适量盐、少许清水（加
入少许清水可以使蛋液更嫩）打匀；

4.锅中倒油滑下锅，烧到五成热时转小火，倒
入鸡蛋液。等鸡蛋液稍微凝固时放入苦瓜翻炒至
熟，出锅装盘。 （本报综合）

苦瓜炒鸡蛋

□梁朝晖

婆媳难相处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诱因很明显。
先说来自城市、工资收入不低或有退休金的

婆婆会觉得，房子我给买、孩子我给带、家用我给
贴，怎么我还得看儿媳妇的脸色？儿媳妇则想，你
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是正常的；孩子跟你家姓，你
不看谁看？我在家的花费少，再说我也有工资
啊。婆婆花钱、出力，儿媳妇将这归为都是为自己
的利益，与我何干？我为啥要敬着你？双方都觉
得委屈，结果就是婆媳互相看不顺眼。

农村来城市看孙辈的婆婆，觉得家是儿子的，
认为儿子太累了。还会觉得儿媳妇不疼儿子，乱
花钱。儿媳妇不论是出生于城市还是农村，面对
这样的婆婆自然愤愤不平，她觉得你管得着我
吗？男人养家不是天经地义吗，他那么大的人需
要我照顾吗？谁照顾我啊？

看到这儿，基本就明白了。城市里出钱的婆婆
得不到尊重和权利，获益的儿媳妇不领情；农村的
婆婆没出钱，但也要权利、要尊重，儿媳妇更不会
给了。

这些都弥漫着权利与角色的冲突。婆婆以为
出钱出力就有权利，但是她的角色不是女主人，就
不会有理直气壮的权利。儿媳妇虽然接受了婆婆
的金钱和劳动，为了展现自己是真正的女主人，也
不会在“受益”后割让一些权利。这就是引发婆媳
矛盾的诱因。谁对谁错？家庭中没法评判。婆媳
怎么相处好呢？

婆婆们如果进入儿子家，不管你是否出钱出
力，你都不是女主人，你只是“看孩子”项目组的参
与者，组长是儿媳妇。你必须摆正位置，明确角
色，听指令，全服从，不抱怨。尤其是城市的婆婆，
把职场的职业化互动方式拿出来，一定能与儿媳
妇相处好。

儿媳妇们也要经常说几句好话，让婆婆“耳
顺”。如果婆婆不懂，你买贵的包包和高档化妆
品，一定说个地板价。遇到懂的，如果自己不用婆
婆的钱，想买啥就买啥，但是偶尔给婆婆买点儿小
礼物，当作是组长激励项目组的同事。

如果婆媳都能给对方“面子”，尽管婆媳关系
不够完美，双方也能对付着走下去。

（《中国妇女报》）

婆媳相处
彼此懂得给对方“面子”

□李婷

“妈。”当我千里迢迢从广东东
莞驱车赶回老家，看到熟悉的老宅
时，第一句话就是叫声“妈”。

回娘家过春节，是我的一个情
结。自打公婆过世后，每年我都会
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乡村，陪父
母过大年。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晚饭后，父亲准时坐在他的专
座上，看他心仪的电视剧。母亲却
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一会进房间，一
会去厨房，一会又到杂物房，虽然步
履蹒跚，却一直忙碌不停地行走
着。眼看着将近十点了，平常规律
生活的母亲却还没开始泡脚，我有
些纳闷，她老人家到底怎么了？于
是我对母亲说：“妈，你走来走去在
忙什么呀？都快十点了，该泡脚
啦。”母亲犹豫了一下，温情地说：

“嗯，我想把屋子收拾一下，把床铺
好，这样你二姐明天回来就能直接
住了。”我愣了一下，赶紧说：“妈，那
些事您说一声，我来做就是，您别忙
了，赶紧烧水泡脚吧。”母亲略迟疑
地说：“今天不太冷，就不泡了吧。”
说着，她打开衣柜又不知道找起什
么来。

（一）

今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母亲有着
长达 30 年的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
症，特别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母亲的
身体健康影响最大，天气一冷，她的
手脚就疼痛不止。为此，在医生的建
议下，母亲养成了一年四季晚饭后用
温盐水或药水泡脚的习惯。这法子还
真管用，对于她的病情起到了大大的
缓解作用。

我见母亲如此忙碌，便制止她：
“妈，您不要忙了，我来做这些事，您
就到客厅歇着吧。我去烧水给您泡
脚，女儿在家，您就不要劳累了。”说
着我把母亲搀扶出房间，安顿她在
客厅坐好，然后去厨房点着了火炉。

水烧热后，按照母亲泡脚的方
法，我把泡脚水调好，放进药包，试
好水温。然后把盆端到母亲的跟
前，满心欢喜地对母亲说：“妈，泡脚
水弄好了，您泡脚吧。”

“嗯，好。”伴随着母亲柔声细语
的应答声，我在母亲面前缓缓蹲下，
伸手帮母亲把裤脚挽起，把袜子脱
下，然后把她的双脚慢慢放进盆里。

“妈，水温合适吗？让我帮您搓
搓脚吧。”我问。“算了吧。”母亲似乎
有点不好意思。

“您老人家和女儿还见外吗？”
我不由分说地伸手拿过旁边的矮板
凳，一屁股就坐在了泡脚盆边。

衣袖一撸，我把手伸向母亲泡
在水中的双脚。洗着洗着，我的眼
睛不由得湿润了。眼前粗糙的双
脚，把我带回了四十年前的岁月。

（二）

那时候的冬天比较寒冷，乡下
的大人小孩都很少洗澡，主要做的
个人卫生，就是上床前的洗脚。记
得孩童时代，到了冬天用热水泡脚
是我的一大乐趣与享受。小时候的
我身体比较羸弱，特别是一到冬天，
手脚冷得像冰棍一般。如果晚上不
用热水泡脚的话，我几乎整个夜晚
都睡不着觉，蜷缩着身体不住地抖
动。为此每到冬季，母亲就会在临

睡之前烧好热水帮我泡脚。清晰如
昨日的记忆中，每次母亲用木盆把
热水端到客厅里时，我和弟弟都争
先恐后地抢着坐在泡脚盆前，把脚
伸进盆里弹水花，快活极了。母亲
总是在我们玩耍一番后，不失时机
地给我们搓洗小脚丫。我和弟弟泡
好脚，母亲用毛巾给我们把脚抹
干。待我和弟弟爬上床后，母亲才
用我们用过的水泡洗自己的脚。

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总是
用我们洗过的水洗脚呢？有一次，
我终于忍不住就此事问母亲，母亲
抚摸着我的头说：“妈不喜欢用太热
的水洗脚，你和弟弟洗过的水，水温
正好合适。”当时年幼无知的我，竟
然相信了母亲的美丽谎言。时至今
日我才明白：母亲这样做的目的，除
了疼爱儿女外，也是为了节约水和
柴火啊！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挺内
疚的。那时的自己怎么这么不懂事
啊，为什么就不懂得“长者先，幼者
后”这做人的道理，先让母亲洗脚
呢？反而还经常为了谁先洗脚，跟
弟弟争个不休，真不像话。

（三）

我一边回想往事，一边为母亲
轻轻地搓着脚，似乎要把自己的无
知弥补过来一般。洗着，搓着，我那抑
制不住的情感，化作滚烫的眼泪，像
断了线的珍珠似的落进泡脚盆里。母
亲疑惑地问：“婷儿，你怎么啦？”

为了不让母亲担忧，我使劲地
挤出一丝笑容对母亲说：“妈，没什
么，可能是这泡脚的水有点呛眼。”
说着用衣袖使劲地抹了一把眼睛。

“哦，那我自己来吧。”母亲心疼
地说，也许母亲真的以为我是被药
水呛眼了。

意识到自己语出有误，我连忙
跟母亲说：“没事没事，妈，让我继续
洗吧，能给您老人家洗脚是女儿的
福气。”

母亲看我没啥大碍，就没有再
说什么。她继而又微笑着抬头关注
起电视剧来，膝下的我继续帮母亲
搓揉。然而，当我抚摸着母亲的脚
时，心里却是满满的酸楚。要知道，
四十年前，每逢母亲洗脚时，我看到
的那双脚都是白嫩光滑而又饱满
的，没有一丝半缕的皱纹。而眼前
这双脚呢？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双
布满裂口和褶皱，干瘪的、瘦到皮包
骨头的脚，特别是那些脚指头，就好
似一个个荸荠似的，变了形。

看着母亲的双脚，眼泪又一次
不由自主地涌上来，趁母亲不注意，
我把头低垂下，不想让母亲察觉出
有什么异常。

（四）

岁月真是无情啊！四十年的光
阴，把母亲从一个浑身充满活力的
妇女变成了白发苍苍、额头嵌着深
深皱纹的老妇人，她不再年轻，但对
我们的爱从未变少过。

母亲一生养育了五个儿女，在
我的记忆里，母亲脸上经常挂着笑
容，而且说话总是柔声细语。慈爱
的母亲从来没有打骂过儿女，连大
声呵斥都未曾有过。相对于父亲来
说，我们五兄妹更乐意亲近母亲。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母亲对
我呵护有加。记得上初中时，跟我
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都要帮家里挑
水、洗衣、做饭，母亲不仅不让我做
这些苦力活，就连吃饭的碗都是她
端到我的面前。对于母亲来说,除
了不能代替我读书外，只要能为我
做的事，她都一并包揽了。

直到前些年我才得知，母亲之
所以这么溺爱我，主要是因为那时
我经常闹病。记得小学四年级的一
个夜晚，我突发高烧，一下烧到了
41.5 度，整个人昏迷不醒。当我醒
来后才发现，不但自己躺在病床上，
连母亲也躺在旁边的病床打吊针。
我睁开眼睛微弱地喊了声“妈”，母
亲仿佛触电似的迅速爬了起来，惊
喜地趴在床边，抚摸着我的头，热泪
盈眶地说：“孩子，你终于醒来了。”
不谙世事的我，虽然看到母亲双眼
红肿，头发凌乱，却只是淡淡地回应
母亲一声“唔”。事后才知道，父母
把高烧昏迷的我送到医院时，医生
宣布我没救了，母亲“扑通”一下跪
在医生脚边，苦苦哀求他再救救我，
直到后来哭昏过去。每每追忆起这
段往事，我对母亲总有一种难以言
表的感激之情。

“洗好了吗？”母亲的问话打断
了我的思绪，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现
实。“洗好了。”说着，我拿过毛巾帮
母亲抹干脚，瞅着母亲那变异的双
脚，再看看她满头白发，我心疼无
比。默默地在心里说：“妈，您把我
抚养长大，就让我陪您慢慢变老吧，
今后女儿常回来陪陪您，咱娘俩多
聊聊天。”

无言的承诺，让我心中的一块
铅坠缓缓落下。

我 给 母 亲 洗 脚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