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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萱草被称为母亲花。《诗经》里记载：“焉得
谖草，言树之背？”谖草就是萱草，古人又叫它忘忧草。这
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到哪里弄到一支萱草，种在母亲堂
前，让母亲乐而忘忧呢？孟郊的游子诗：“萱草生堂阶，游
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不见萱草花。”叶梦得诗云：“白
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怀。”在古人的诗词言语中不难看
出，让母亲忘掉忧愁和烦恼，是儿女共同的希望。

的确，如今在外打拼的青年人，与母亲相处的时间
也浓缩在短暂的假期中。平时，对于母亲的情与爱也只
融入了电话那头的声音里。母亲节，对于远在他乡的游
子来讲却成了心灵最脆弱的节日。因为，每每这个时节，
人们对母亲的爱和思念中都多多少少夹杂着愧疚的情
愫。

快速的生活节奏，让许多人的心都难以跟上母爱的
节拍。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人也都有“子欲养而亲不
待”的担忧。曾经和朋友聊天，她坦言，最怕听到母亲的
声音。其实，她不是怕，而是每次听到母亲的声音都是隔
着话筒。并且，每次都是她母亲打来电话。每到这个时
候，我的这位朋友都会用很长时间计算多久没给母亲打
电话了。

其实，对母亲最好的报答就是让她忘却忧愁和烦
恼。对于天底下的母亲而言，她们所有的忧，都是对子女
的担忧。儿女不在身边，母亲对子女的挂念融入到她生
活中的每时每刻。不论她向亲友炫耀孩子在外面有出
息，抑或是因为长时间接不到子女电话而絮絮叨叨，所
有的这些，都源于对子女的忧。

有次和刚毕业的同学聊天，没有一个同学的母亲关
心他们的薪水多少、地位如何。母亲最关心的还是子女
的生活细节和健康安全。赵本山曾经这样教育自己的孩
子：一定要理解母亲，因为，只有母亲会为自己的孩子牺
牲。这就是对母爱最朴素、最真实、最准确的诠释。

母亲节，也许，电话那头有位沉默的母亲在等着电
话铃响起。不论再忙再累，请拿起电话，让母亲忘掉对自
己的担忧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

“五一”促销战火未散，紧跟着的母亲节又使
得烽烟再起，珠宝店、服饰店、家电卖场、甚至楼
盘、汽车等商家都打起了母亲节的“温情牌”，将
满大街的温暖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幼儿
园、学校等一些单位也组织了或大或小的亲子活
动。

面对满眼的母亲节形式，不少人认为母亲节
商业味、节庆味太浓，担心会流于形式，其实形式
也好，内涵也罢，都是一种表达方式，那是一颗怀
着感恩的心的自然流露，终将通过一种形式表达
出来，这样，母亲才能够感知。

所以，爱是需要表达的，但是含蓄的中国人
往往羞于表达这种情感，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
曾有过这样的体会。年幼时，和妈妈无话不说，即
使偶尔也有争执，但是没有隔阂。但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日渐成熟的我们，和妈妈说说心里话的
机会却越来越少，并非有大的矛盾，而是心理上
有了疏离。

于是，为生活而疲惫、匆忙的我们倾向于专
注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含辛茹苦的母亲疏于关
心。也许并不吝于在物质上回报母亲，但却在成
长的道路上，与母亲的世界渐行渐远。

母亲节，噱头也好，炒作也罢，撇开那些形式
和内容的高深话题，也不要以为自己去买母亲节
的商品是上了商家的当，因为节日本身就是一种
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你
是个羞于表达的人，可以借助于母亲节这一时
机，大声说出或者表现出你的感恩，让母亲感知
你的爱。总好过当子欲孝亲不在时，独自揣摩那
种辛酸及遗憾折磨下的刺椎之痛。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一年中只有这么
一次。母亲节到来，渐渐长大的我们总想给母
亲送一点什么才算是报答，其实，当我们犹豫
着要为母亲买一束康乃馨，还是买一些实用
物品的时候，感恩之心已经悄悄溜走。母亲所
需要的，仅仅是子女们自身的强大。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只要稍经人事的我们，都能很
轻易地体会出其中的浓浓深情，言外之意是
母亲撕心裂肺的牵挂。母亲，一个为我们操劳
一辈子的人，常常被我们挂在嘴边却常常忘
记问候，就这么默默地忍受着。

我们总能想起小的时候，在母亲的陪伴
下度过的许多岁月，那时的我们还只是个孩
子，无忧无虑，从来只想着从母亲那里索取，

完全没有一点儿报答的意思。随着年龄的增
长，儿时的记忆反而越发记忆犹新，原来跟母
亲在一起的日子才是最甜蜜的，同时越来越
发现自己的忘本，想报答母亲，不曾想一时间
拿不定主意。

谈起母亲节，该拿什么报答母爱，一位比
我更远在他乡的朋友回信说，让自己变得强
大，就是给母亲最好的报答。

母亲节，仅仅是 365 天中属于母亲的特
定节日，而在 365 天中的所有日子里，我们都
可以想办法使得自己变得强大，每天进步一
点，学会坚强、学会忍耐、学会吃苦，学会奋
斗……抱怨的时候，告诉母亲自己很快乐，困
难的时候，告诉母亲自己很坚强，慢慢的让自
己变强大，便是给母亲的最好的报答。

《烛光里的妈妈》、《妈妈的吻》、《世上只有妈妈
好》……儿时，这些耳熟能详的歌天天挂在嘴边，也很喜
欢唱给母亲听，每次看到她脸上满足的笑，自己心里也甜
得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小秘密的我们减少了和
母亲交流的机会，也总是难以抑制青春期的冲动和叛逆，
和她顶撞几句。仿佛自己不成熟的思想，已经可以在很多
事上做主，母亲烦人的唠叨也从此变得多余。当争辩占据
上风，看到她略带失望地转身走开时，心里还往往闪过一
丝胜利的快感。

转眼间，长大离开了母亲，回家的次数随着工作和生
活压力的变大而逐渐减少。只是，不知在哪个节日里，仔
细端详自己的母亲时突然发现她老了，白发开始从鬓角
长出，眼角细密的皱纹让她们看起来有些疲惫，粗糙的双
手再也不是儿时记忆的柔软……看到她们奔前顾后准备
饭菜的身影，心底不由一阵惊慌，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变
了样？又是多久，没和她拉过家常？

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又到了，听到不少朋友说：哎呀，
好长时间没给妈妈打电话了，这次一定好好给她过个节
日。于是，开始考虑给母亲买礼物：或者鲜花，或者衣服，
或者化妆品，弄得很是隆重，期待给她们不一样的惊喜。
母亲们在这一天自然是开心地不得了，可我们往往忽视
了一点，隆重的节日就一天，过了这天，我们还会想到如
何大费周章地去孝敬母亲吗？可能有时连电话都会忘记
打吧。

“想起来就往家打个电话，知道你的近况就不会天天
挂着了。”每每听到母亲们类似请求的口吻时，总有些惭
愧和抱歉。是啊，母亲的要求就是如此简单，她们不图你
往家挣多少钱、买多少东西，只要抽出时间和她说说话，
回家看看，就是最好的礼物。所以，少一些“忙”、“没时
间”、“忘了”的理由，平时一句简短的问候，就足以让她幸
福很久。

忘忧，

就是游子最好的报答
本报记者 胡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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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后天就是母亲节，在这个充满温情的节日里，所有

的儿女都会把最真诚的爱献给母亲。一束鲜花、一句问
候、一个电话，形式不同但都饱含对母亲深深的感激之
情。今天的话题：拿什么报答您，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