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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大泰山 ·热话题

时光如水不停不歇地从我们的身边淌过，
我们渐渐长大，母亲渐渐变老。5·8 母亲节，且
不论这个舶来的洋节是否适合含蓄的中国人，
也不论节日里是否包含着商家的炒作和噱
头，就让我们在这个表达爱的日子里，借助一
些可以勾起我们过往的点滴，回忆一些和母

亲在一起的片段，重温那些依旧温暖
的味道。

讲述人：泰城市民范清海

2004 年 12 月 5 日，是我母亲
李芬善病故的日子，她终年 94 岁。
母亲离我已 7 年之久，但是，她那
千言万语的教诲时时刻刻回响在
我的耳边。旧社会母亲踮着一双小
脚，携儿带女闯关东，吃尽了人间
苦难，受尽了种种磨练，她老人家
常说的一句话：“吃亏不亏”。

我母亲一辈子为人老实忠厚
与人方便，在我们东蒲村是有口皆
碑的。农村刚入初级社那年的冬
天，有个外地说书算命叫周六的瞎
子，掉进了我们村北边一口吃水
井，被打捞上来后冻得瑟瑟发抖，
当时我父亲去挑水，看着他很可
怜，就把他领回了家，我母亲马上
找出了我奶奶带大襟的棉袄和我
父亲的一条棉裤给他换上，当时
感动的周六

趴到地上就给我奶奶、父母磕头。
这个叫周六的瞎子，晚上拉二胡说
书，白天给人家算命，在我家住了
二十多天，那时，不论是掌罗的，补
锅的，打锡壶的，讨饭的人都经常
被我父母留宿吃饭，这是村人皆知
的事。

我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但
她历尽艰难困苦，生活了近一
个世纪，养育了五世同堂
近百十口子人，在这个
大家庭里有农民、
教 师 、工 人 、军
人、干部、革命烈
士，父母去世多
年，村里人一
提起他们的
名字，都称
赞 是 行 善

积德的厚道人。
母亲，你说的好啊，吃亏

不亏。愿你在天之灵生活更
加幸福美满，祝您老人家
母亲节开心快乐！

本报记者 刘慧
娟 整理

时时想起妈妈的话

讲述人：泰山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曲晓亮
又是一年母亲节，远在他乡求学的我，却不能

在这个节日陪在母亲的身旁，只能通过电话表达
我对母亲的想念。

记忆里，年轻时的母亲也是爱美的，那时候留
有不少漂亮的围巾，而今多年的辛劳，母亲已经过
早地苍老憔悴。在姥姥家的旧相框里，保留着母亲
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 18 岁拍的，照片里的那
个女孩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另一张是母亲的结婚
照。

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姥姥的生
命，一向成绩优异的我也高考失利，母亲一下子衰
老了许多。她说，“以后再也没有人听我说知心话

了，
你 姥
姥走的时
候，我竟然怎
么也找不到她
的照片，后来还是
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张办养老
保险时的一寸照片。”说着说着，她的眼泪
不禁流下来。

而今，我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相机，并用它
记录下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暑假的时候，我给家
人拍了好多照片，虽然没有华美的服装，但母亲的

笑容却是那样的灿烂。我想
在母亲节，为母亲寄去一个相
册，把那些幸福的镜头永远定格，告
诉母亲，“儿子已经长大，从现在起，留住
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最美记忆。”

母亲节，

我想送母亲一个相册

讲述人：山东农业大学杨金涛
自从上大学以来，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

回家，细细地凝望总会发现母亲的两鬓又添几
许银丝。大学里，母亲的关怀愈加温厚，有时

忘了准时打电话给家里，母亲便会打电话
过来叮嘱：“平时要吃好些，要照顾好身

体，钱要是没了就说”。
放假回家时，妈妈总会花心思

弄许多好吃的，要我补身体。临
别前，她总会嘱托，那时却再也
没有了以前的焦躁，静静地听
着母亲的唠叨。直至身在他
乡，不再有人时刻叮嘱自己
时，才感到母亲的唠叨是如
此的美好，才明白这个世上
只有母亲对我们的关爱最为
无私，不求点滴回报。

每当母亲节来临时，我
们的感恩之心才会泛起丝丝
涟漪。我想从现在起，我把与
母亲的每一次电话联系，每
一次的相聚，都当做母亲节。
大声说出对母亲的关怀，用行
动来表达对她的关心。这个母亲
节，我为母亲求了一道平安符，祈
愿母亲平安健康。母亲节前，我

要把这件礼物悄悄寄给母
亲，让她感受到远方儿子

对她的牵念。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整理

平安符为母亲寄去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