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为我我唱唱歌歌的的母母亲亲

十十二二字字的的教教诲诲

特特殊殊的的母母爱爱

毛贤君

我从小是个十分笨拙的孩
子。记得上小学前，母亲教我写

“清早起，吃饭饱，背书包，上学
校”几个字总也学不会。母亲的
记忆力很强，在我学这几个字
退缩不前的时候，就背她童年
时代学过的课文给我听：“无恒
汉，织毛毯，毛毯织不成就去学
唱戏，唱戏光走调，只好学抬

轿。抬轿走得慢，只好学做饭。
做饭学不会，只好苦一生。”通
过背这篇课文，母亲告诉我：人
生在世，学东西要有恒心，要有
毅力，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
身。人生最美是童年，人在童年
时代学的东西印象最深刻，将
会铭记一生。

母亲摇摇篮的手是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手，母亲是孩子
的第一位良师。我在母亲的教
诲下，不仅在入学前学会写这12

个字，而且从小学三年级起，就
喜欢上作文课。少年时代富于
幻想，不谙世事，好高骛远，一
心想着当个作家。高中毕业后，
我到烟台制革厂干工人，工作
环境十分艰苦，干一天累得腰
酸背痛，许多新工人入厂一看
就不辞而别另谋高就。而我想
起幼年母亲教我这篇课文，心

想干什么工作不能三心
二意，半途而废。

于是我不怕
苦，不怕累，
在烟台制革
厂工作30多
年。现在退
休了，有了
养老金，衣
食无忧，可安

享晚年了。

1964年，我看了原烟台地区
文工团(现烟台歌舞剧院的前
身)演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
后，写了篇观后感，发表在《烟
台工人报》上，得了一元钱的稿
酬，从此我就在读中写，在写中
读，虽然才疏学浅，总也圆不了
自己的作家梦，但老母亲当年
背的那篇课文却鼓励我不怕失
败，一息尚存，就要学习，写作
坚持不懈，只管耕耘，不问收
获。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

年代中期，我在车间烧锅炉，三
班倒。那时电力供应紧张，在
班上，一停电，锅炉房就要关
闭送气阀门，停炉等电。上班
时我的自行车车把上总挂着
两个书包，一个装饭盒，一个
装报刊和稿纸，在班上一停
电，我就坐着小板凳，伏在盛
制革化工原料倒出的木箱上，
读书写作。工友们嘲笑我说：

“老毛骑着小毛驴要饭，吃地
瓜要接碟——— 摆谱。烧大锅炉
的锅炉工还要带两个包，一个
饭包，一个公文包。”

但我喜欢写作，乐此不
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
酬勤，勤则不匮。由于我热心
厂里宣传工作，1983年10月，
我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山东省
总工会授予“优秀工会积极分

子”荣誉称号，1984年春天，我
作为一线工人代表，赴济南出
席省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1 9 8 5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厂政
工科工作，执笔撰写《烟台制
革厂厂志》。1998年退休回家
后，因有写作爱好，又在胶东
文学杂志社，工作了三年零三
个月。通过学习写作，锻炼提
高了我的社交能力和策划能
力，还在烟台广济脑科康复医
院从事过策划宣传工作。晚年
能为社会、为他人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做点好事，在友人、同
仁的夸赞声中体现自己存在
的人生价值，是最大的乐趣。
这点成绩与别人比实在微不
足道，但若没有母亲的教诲，
人生不知要走多少弯路。

老母亲逝世18年了，望着
母亲慈祥的遗照，她老人家背
课文教育我的情景仿佛就在
昨天。俗话说：“一亩地两个
场，一百岁要个娘。”我是多
么羡慕那些能在母亲面前尽
孝的人啊，而我却子欲养而亲
不在。时光太无情，人生太短
暂。虽然我也步入老年，还要
努力学习，笔耕不辍，告慰母
亲的在天之灵。这也是尽孝，
也是对母亲教育我的最好纪
念。

王韵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从
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师
范毕业后，分配在莱阳农学院
担任图书管理员。在那里，认识
了毕业留校的父亲。后来，因为
母亲不满于做一名大学职员，
一直想重拾自己的专业做教
师，再加上外祖母年已老迈需
要照顾，于是要求父亲一起回
到掖县老家。

回老家后，为方便照顾外
祖母，母亲回到老家所在的乡
镇中学教书，父亲在市区工作。
当时交通不便，父亲一周回来
一次。上班之余，照顾年迈多病
的外祖母及抚育我们兄妹三人
的重担就都压到了母亲一个人
身上。最难得的是周末，爸爸和
哥哥姐姐都回来了，吃罢晚饭
全家一起散步，然后举办家庭

晚会。妈妈拉二胡，哥哥吹笛
子，姐姐唱歌，我跳舞，爸爸当
观众。有时候，父母有兴致了，
还会跳跳交谊舞，唱好多前苏
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
外的晚上》、《小路》。现在想想，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晚上
睡觉前，我终于可以让妈妈搂
在怀里，听着妈妈为我朗读，为
我辅导功课。因此虽然很少去
学校，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18

岁那年高二的暑假，我又因一
场疾病住院手术。住院三个星
期，母亲衣不解带，夜不能寐，
时刻陪伴在我的身边。因为夏
天，怕伤口感染，母亲特别注意
卫生，天天为我擦洗身体，注意
伤口变化。怕我烦闷，性格活泼
的母亲还常常给我读书，为我
唱歌。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恍
若昨天。

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

她的善良，和对学生的关心及
对工作的热爱。1978年高考恢
复后，母亲担任初中毕业班班
主任及数学老师，母亲把所有
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教学
中来。每天放学后，学生们都会
自发到我们家向母亲请教学习
问题，母亲不厌其烦给予义务
辅导。到了吃饭时间，母亲挽留
学生一起进餐，边吃边讲，常常
等学生都告辞离开已是深夜。
母亲又挑灯夜战批改作业、写
备课笔记、做家务，几乎每晚休
息已是凌晨时分。对于家庭困
难的学生，工资微薄生活拮据
的母亲还常给予物质的资助。
母亲一生善良，乐于助人。家
庭、事业、学生、子女，母亲的心
全部放在了这里，独没有时间
照顾自己，终因过于辛苦，积劳
成疾，51岁时，得了重病。即使
这样，母亲依然乐观善良，仍然

把身边的人记在心里。
母亲中专毕业，没有读大

学一直是她的心结。她能歌善
舞，性格活泼，只是工作与生活
的双重压力，始终没有释放和
展现的机会。一直盼望着等到
退休，去北京读老年大学。总是
期待着，等到儿女成人，自己退
休，去组织老年乐队、练书法。
在母亲那颗压抑了很久却一直
浪漫的内心，有许多的事要去
做。然而后来，等到母亲终于退
休，刚要过属于她想要的生活
时，却于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
过早离开了人世。带着她未及
实现的梦，对新生活的向往，对
儿女的留恋。

人生从父母的笑声中开
始，在子女的泪水中结束。伴随
你成长的，是他们艰辛的付出，
留给我们的，是一生挥之不去
的遗憾。

张道侦

今年的5月11日是母亲节。去
年母亲节，我回家时看到母亲那红
润的脸庞，感到十分高兴。母亲健
康地活着，快快乐乐地度过后半
生，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母亲从小
就对我特别关爱，什么重活不让我
干，而且是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这特殊的母爱我一生都难以忘
怀。

我4岁时因误吃了一根毛草卡
在咽喉，三天吃不进去饭，已骨瘦
如柴，奄奄一息。请了当地的几个
医生看了之后都摇摇头：“这孩子
恐怕不行了。”但是母亲仍抱着一
线希望，背着我到千里之外的沈阳
老家找了一名著名的大夫，给我做
了手术。手术后母亲日夜守护着
我，终于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
来。亲戚们都说我命大，但我知道，
是母亲的爱救了我。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母亲牵着
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的。我刻苦
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母
亲总是高兴地说：“乖儿子，有出
息，好好学，将来准能考上大学。”
当时我们老家还没有一个大学生
呢！可我到了初中却不务正业，不
仅喜欢看小说，还动笔写小说，把
所有的精力全用在看和写小说上
了。后来，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
给我来了封信，叫我参加故事函
授，需交学费60元。当时我父亲的
工资才31 . 5元，仅靠这些钱养活我
们一家人。所以父亲死活不同意，
并朝我大发雷霆。我吓得哭了，母
亲就埋怨父亲。我真想参加函授，
学学写故事的技巧，就每天缠着母
亲。母亲没言语。但每天晚上母亲
都拿着螺丝刀编网篮(用一种很扁
宽的绳，什么颜色都有。编好后，到
集上买，当时一个在3元左右)，昏
暗的灯光下，长长的螺丝刀一不小
心就扎到母亲手上，有时还扎出了
血。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放学
回家，母亲拿出很零散的60元钱：

“下午到邮局邮去吧。”我高兴极
了，可母亲却累得病倒了。是呀，她
白天还要到大队的农田里去干活
(当时是挣工分)，网篮完全是晚上
编出来的。看着躺在炕上的母亲，
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报答母亲。
可当时的我哪里知道，世界上唯一
无法回报的便是母爱。

高中毕业后，我要到北京当
兵。临行前的晚上。母亲叮咛我说：

“孩子，到了部队要为咱村争光，要
学会照顾自己，别惦记家里。”我一
一答应着，晚上躺在炕上却久久不
能入睡，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想到
就要远离母亲，泪水打湿了枕头。
第二天一早，我到乡政府大院坐
车。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村
头，我走出村子很远时，回头看到
母亲依然站在村口眺望，那晨风中
的身影，像一尊立着的雕像，这情
景在我心中烙上了永不磨灭的印
记。那一个清晨，我体会到了母爱
的分量。当兵回来就在福山工作，
结婚以后我没住在村里，这样就远
离了母亲。平时由于工作繁忙，很
少回家看母亲。而且前几年母亲的
生日我都记不起来，真是羞愧难
当。在远离母亲的20多年时间里，
我竟然只回去给母亲过了几次生
日和母亲节，可妻子、儿子的生日，
我却记得那么清楚，又总是那么重
视。我囿于小家庭的温馨中，渐渐
淡忘了远方艰辛的母亲。今年的母
亲节说什么我也要回家为母亲过
节，陪母亲聊聊家常，让浓浓的亲
情在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流淌；再
为母亲扫地、拖地，让母亲感受到
儿辈们些许的关怀……

“母亲呵！您是荷叶，我是红
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您，谁是
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母亲，
我永远爱您，您是我一生的牵挂。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祝愿普天下所
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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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母亲节

妈妈妈妈圆圆了了教教师师梦梦
崔宁

衣丽华是我的老师，同时
也是我的妈妈。18岁开始站上
了讲台，今年65岁仍然站在讲
台上。妈妈教了一辈子书讲了
一辈子课，村里好多人家两辈
人都是妈妈的学生，遗憾的是
妈妈的身份不是“老师”，这是
妈妈一辈子的辛酸，也是我一
辈子的痛。小时候因为我体质
不好总生病，当时是村里民办
老师的妈妈不得以离开了讲台
两年，等我病好了，妈妈义无反
顾又干上了代课老师，这一干
就是15年。

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
2 0 0 0年山东省取消了代课老
师，妈妈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

绝望与无助让人感到害怕，“我
的生命中不能没有孩子”，就这
样，妈妈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
对，自己办了一所幼儿园。幼儿
园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月10

元，每当听爸爸无奈说起，妈妈
把我寄给家里的钱全部投进了
幼儿园，每次回家看到妈妈天
不亮起床背英语单词时的情
景，我就想哭。妈妈，我真的弄
不明白，您这到底图什么？直到
那次看到妈妈生病，幼儿园里
最调皮的小男孩从家里偷偷拿
来爸爸治胃病的药。“老师，您
快吃吧，吃了就好了，我保证以
后再也不惹您生气，老师，是我
把您气病的吗？”班里几个小姑
娘，凑钱给您买了山楂糕，因为
每次她们不想吃东西，您总是

买给她们吃，吃了山楂糕，病就
好了。我看到了妈妈眼角的泪
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
理解了妈妈。妈妈常说，孩子的
心灵是一张洁白的纸，在这张
纸上我们画白是白，画黑是黑，
我要把最美好的东西都留给孩
子。妈妈您做到了，您的付出收
获了硕果累累，常听家长在一
起说起，“这孩子也就怪了，到
了衣老师手里，怎么就那么听
话。”这是妈妈最开心最自豪的
时候。2002年，我们村里终于有
了自己的中心幼儿园，那一年
妈妈又当上了村里幼儿园的老
师，这一干又是11年，直到今
天，65岁的妈妈仍然站在讲台
上，每月工资300元。

关于妈妈的文章，我共写

过9篇，但再多再华丽的文字
也弥补不了我对妈妈的愧疚。
妈妈，您知道吗？这是女儿一
辈子的痛！山东省教育厅对原
民办代课老师进行调查摸底，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
视，兴奋得我连续几晚上睡不
着觉。压在心底的那块重石
终于落地了，这是再多的金
钱也买不到的自尊与自信。
妈妈，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妈
妈，您是最了不起的，一辈子
为了一个目标，一辈子只有
一个方向，妈妈您是老师了，
真正的老师。您的梦想就要
实现了，期盼今年的教师节，
妈妈，女儿定为您好好庆祝，
属于咱们自己的真正的教师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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