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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继先

临近母亲诞辰，我思绪万千，母
亲的音容笑貌不断闪现在我的眼前，
往事历历在目。

母亲 1910 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
农民家庭，从没念过书，但她勤俭持
家、聪慧善良、通情达理、乐于助人的
良好品德赢得了大家的夸赞，村里人
一提起她都赞不绝口。

母亲20岁时嫁给父亲，共生育了
7个儿女，3个儿子4个女儿，二女儿1
岁多时不幸夭折。为把我们兄妹 6 人
拉扯大，她操碎了心，受尽了苦。她在
生产队干活、开会……样样走在前！
白天参加集体生产，晚上熬夜缝衣纺
线，从没睡过囫囵觉，经常是和衣而
眠。为了省油，她把香插在纺车上，借
香火纺线。由于过度劳累，母亲得了
淋巴结核，在父亲的四处求医、精心
照料下方才痊愈；虽然命保住了，但
留下了后遗症，面容、说话都受到影
响，脖颈、腿部及全身多了好多伤疤。
记得儿时，每当看见母亲拿着一匹匹
布去集市售卖，拿着一件件缝好的衣
服到收购站回收，我都会热泪不止。
她整日拿野菜、红薯干充饥，省下白
面给我们吃。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很重视教
育，深知学文化、学知识的好处。她从
不重男轻女，经常吩嘱我们要好好念
书。有一次，一位邻居大娘和母亲聊
天说：“你们家是欠款户，不要让女娃
上学了，供上学不顶事，长大找个好
婆家比啥强。”母亲笑着说：“孩子上
学是大事，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男
孩女孩，他们上到哪儿我供到哪儿。”
听了母亲的话，我热泪盈眶。

我们兄妹不负母亲期望，都考上
了学校。特别是大姐，是学校的尖子
生，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山西省机械工
业学校。村里人感叹地说：“郭家门里
的孩子个个都是好样的！”还有人说：

“怎么村里中学好像是给你家盖的，
一个个都考上了。”的确，我们兄妹先
后都考上了高中、大学，又入了党，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施展才华。母亲经

常说，“没有党就没有今天的好生活，
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要为我和你爸操
心”。她很体谅儿女，从不向我们要什
么，虽年已古稀，却还在地里干农活
儿，还纺线织布。她给我们织的床单
很好看，至今我还保存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大哥高小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入了
党，他是乡里第一任拖拉机站站长，
后来任乡团委书记，带领全乡青年人
战天斗地，兴修水渠。当他正要升迁
时，突发脑溢血，于1959年9月16日
撒手人寰，年仅26岁。母亲痛苦至极，
一夜白了头。

二哥晋南师范毕业后，在中学从
教多年，多次被评为模范班主任，后
升为校长。由于工作突出，又调入市
教育局，他工作兢兢业业，日积月累，
患了食道癌，经医治无效，于1989年
元月不幸病逝，年仅 50 岁，还留下 4
个儿女，其中两个还在上学。噩耗传
来，母亲头昏脑涨，摔倒在地，不省人
事，被邻居抢救过来。父亲因悲伤过
度，一病不起，于同年5月15日病逝，
终年 79 岁。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令母亲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人世
间哪有比失去亲人更痛苦的呢？随着
时间推移，慢慢地她以非凡的毅力挺
住了。

我从山西师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闻
喜县妇联上班。父亲去世后，为了不让
母亲触景伤情，我和丈夫便把母亲接
到了闻喜生活。虽然她年老体弱，仍以
勤劳度生。当时我住的家属院共7户人
家，共用一个公厕，母亲是院里年龄最

大的，但她十年如一日，清晨早起打扫
庭院、门口和厕所，笤帚用坏一把又一
把，邻居们无不夸赞。由于丈夫在乡镇
工作，我负担很重，母亲为了支持我工
作，经常帮忙干家务活，做饭、洗锅、刷
碗……从不闲着。可以说，母亲是我的
坚强后盾，我的事业浸透了母亲的辛
劳和汗水。

母亲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坚
强、勤劳、节俭，令人尊敬。她对子女
的爱是无私的、纯真的，母爱如山，情
深似海，千言万语诉说不完。作为儿
女，我们没有丝毫理由不孝敬她。我
给她买了金首饰、新衣服、营养品等，
爱人出差回来也会给她买时髦的衣
服，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母亲的晚
年是幸福的，她四世同堂，儿孙绕膝，
逢年过节时常有后辈前来探望，生日
时全家欢聚一堂，给她祝寿。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
待。2006年5月，母亲过完96岁大寿
不久，便查出迷散性肝癌。虽然用了最
好的药和营养液，但见效甚微，我们兄
妹几个日夜守候，床前尽孝，可母亲还
是于6月15日离开了我们。母亲走了，
走完了她坎坷艰辛的一生。

虽然母亲普普通通、极其平凡，
但她用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含辛茹苦
将我们抚养长大，帮我们成家立业，
是伟大的！她用一生谱写了一曲最优
美、最动听的歌，活在我们心中，留给
我们良好的家风传承。子孙们不负众
望，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考上了研
究生，在北京、上海等地为自己的小
家奋力拼搏，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母爱如歌

□王守忠

灰条，也叫灰灰菜，学名“藜”，是
我老家春夏时节田野里随处可见的
一种野菜。它因茎、叶子和果实都是
紫灰色而得名。说起来，我对这种野
菜有着一种发自心底的难以割舍的
感情。每每看到它，时光好像发生了
倒流，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苦的
岁月，回到了早已远去的童年。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
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是不够吃的。春夏
之交，正是口粮青黄不接的时候，眼
见着家里瓮底的粮食越来越少，没办
法，只好“粮不够野菜凑”。好在每年
三四月的时候，田间地头会生长出各
种可以充饥的野菜：地里的蒲公英、
苜蓿芽、白蒿、灰条菜，树上的榆钱
儿、枸桃穗、洋槐花等都被端上了庄
户人家的饭桌子。

记得那时母亲常用灰条菜给我

们蒸酱吃，我对这道既可做菜又可当
饭的食物尤为喜爱。每次母亲蒸馍
时，我都缠着母亲给我做蒸酱吃。其
实也不用缠着母亲，因为那时没钱买
菜，每次蒸上一碗酱，调上辣椒面，就
是一家人的一顿菜了。当母亲把玉米
面窝头捏好上箅后，便会在大瓷碗里
放入淘洗干净的灰条菜和少许粉条，

倒入半碗小麦面粉，用开水一泼，上
面淋几滴食油，再加上盐、调料和辣
椒面，放在锅中和窝头一起蒸熟。待
到蒸酱出锅端上桌，我便舀上小半
碗，就着玉米面窝头，吃着是那么浓
香可口。母亲还经常将灰条菜放入开
水中稍煮片刻，然后捞出控水后切
碎，放入葱段、蒜片、芝麻和调料，用
热油炝上红辣椒，做成凉拌灰条。这
道菜更是让我百吃不厌。

时至今日，我仍怀念母亲变着法
子为我们做鲜活清香、丰盛有加、可
口野菜的日子，因为它饱含着生活的
艰难与母亲的艰辛。岁月如流，时过
境迁。不知不觉已过了半个世纪，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祖国蓬勃发
展，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我已步入花甲之年，每当看
到路边那一棵棵野生的灰条菜，就不
由得想起往事，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
无尽怀念。

□佳霖

吵架时翻旧账，是最破坏伴侣关系的
行为之一。吵架时，人们更容易想起之前
的矛盾，通过强调对方过去的错误和过失，
让自己居于高位，更好地赢得这场辩论。

翻旧账恰好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最真
实的需求：希望那些被忽视的被看见、被放
在心上，从而有治愈的可能。伴侣只要清
楚动机，用良性的沟通方式代替翻旧账，关
系就能健康地发展下去。

遭遇翻旧账怎么处理

坚持避免争吵升级，阻止对方翻旧
账 当对方开始翻旧账时，最好保持冷静，
不要让争吵升级，尽量尝试理解对方，不要
让自己陷入对方的情绪中。同时，明确提
出当下的问题，阻止对方继续翻旧账，引导
对方走出过去的矛盾。

谈论事实，表达感受 当对方试图翻旧
账时，你可以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让对
方知道你不喜欢被翻旧账，尽量避免情绪化
的讨论，只讨论事实、行动和解决方案。

认真对待，知错就改 面对伴侣翻旧
账，你应认真听，及时将对方拉回当下的问
题，发现是自己错了，及时道歉。因为如果
不道歉、不解决，新账就会变成旧账，会在
以后的日子里反复出现、伤害你们的感情。

如何停止翻旧账

人要学会翻篇。伴侣双方对彼此畅所
欲言，将过去的不满、矛盾一次性聊透。然
后，共同制订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分四步尝
试非暴力沟通——

观察 观察当下的具体情境，以事实
为基础，描述清楚对方的行为和事实。

感受 明确自己的真实感受，勇敢地
表达出来，避免使用责备或者指责语言，少
给对方贴标签。

需求 表达自己的需求，使对方了解
自己生气的原因，明确提出自己的期望。

请求 用请求的方式，希望对方理解
自己的需求，并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达成
共同的目标。

切记，沟通时尽量少批评对方，多描述
自己，这样既不用压抑自己，又不会破坏关
系。 （《中国妇女报》）

良好沟通代替翻旧账良好沟通代替翻旧账

□禾沐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老人表达了独立生活的愿望。
很多老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愿
成为子女的负担。他们渴望有自己的空
间，享受晚年的自由与尊严。作为子女，我
们应该理解并支持父母的这种想法。俗话
说：“百孝顺为先”，尊重老人的选择，也是
孝顺的一种体现。

孝顺并非简单地将老人接到身边同
住，而是要用心体会他们的需求。我们可
以通过经常探望、电话问候来表达关心；可
以帮助他们布置舒适的居住环境；在他们
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同时，也要鼓励老人保持社交活动，参
与社区生活，让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尊重老人意愿的基础上，用爱心和智慧
为他们创造幸福的晚年生活。（《今晚报》）

最大的孝顺是
让父母过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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