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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
妇女，从年轻时到我们买新房在城里
定居，母亲进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城市
在母亲的眼里，就是大地方，就是大世
界。城里的一切，对她而言都充满了新
奇，充满了神秘，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和
热闹。

我在城里安家后，每逢节假日我
都会把母亲接到家里来小住几日，并
在这难得的母女相处的闲暇里，领着
母亲到城市最为繁华的地方去逛逛。

啧啧，城里的车真多啊！母亲感慨
着。母亲不认识红绿灯，更不知晓人行
横道。要过马路了，我牵着母亲的手，
在如过江之鲫的车辆长河里穿梭，母

亲像个孩子般依赖着我，亦步亦趋。这
样的时刻，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
悸动。记得尚在孩童时，母亲就是这样
护着我的，时间一点点流淌，无论时空
如何变幻，无论这保护者的角色如何
转换，唯有那种幸福的感觉，在我和母
亲之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商场里，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一遍遍向售货小姐问：这个多少
钱？那个多少钱？在得到准确答复后，
母亲立马放下手中的衣物或者鞋子，
急急地走向一边，边走边感慨：“啧啧，
城里的东西真贵啊！”几次三番后，我
只好趁她不注意，向售货小姐暗示，她
问价时只说原价的十分之一，我付款
时再恢复过来。这样，母亲终于买到自
己心仪的鞋子，真皮的、平跟，柔软温
润中泛着静谧的光，映着母亲喜悦的
神情。幸福的感受像河中涟漪，在华贵
富丽的商场里，一圈圈荡漾开去。

去品尝洋快餐，是我领母亲逛街
的又一个计划。造型别致的红色座椅、
漂亮的灯饰、逼真诱人的宣传画，让我
们感受着异域风情。我挑了一个靠窗
的角落，拉着四处张望的母亲，让她坐
下来。然后帮她点了一份汉堡、一份炸
薯条和一杯蔬菜汤。打开防油包装纸，
母亲讶异地说：“不就是面包夹了些青
菜和一块肉吗？这个得多少钱啊？”我
忙说：“不贵不贵，就一元钱。”天！母亲
瞪圆了眼睛，看你，领我来这儿做什
么？一元钱能买好几个馒头呢！我看着
她为此沮丧不已的面孔，心想，如果她
知道了一个汉堡有十多元，不知道会
是怎样的反应。但对我而言，终于让母
亲吃上了洋快餐，让我母亲体验到了
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能给母亲我所能
给的幸福，这幸福又生成着我的幸福，
我无憾了。

后来我带母亲逛过的地方越来越
多，曲阜六艺城、沂河公园、论语碑苑、
颜庙等景色宜人的地方都留下了我们
的身影。有时候，我也领母亲去吃烤肉
和火锅，让母亲亲自倾听薄薄的肉片
在烤炉上嗞嗞作响的声音，闻着阵阵
的幽香。或者把火锅的火调到最大，一
盘盘的羊肉、各色的丸子、青翠的蔬菜
涮下去。在大冷的天，我们会一直吃到
大汗淋漓，那份舒畅，那份开心，那份
幸福，是不能用语言可以形容的。

对于工薪族的我而言，虽然这些
消费价格不菲，但我会一直准备着一
份这样的开支，因为我知道，母亲为了
我们姐弟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
子，节俭了一辈子。

时光荏苒，我们长大了，父母们却
老了，生活中多少东西别说体验，他们
压根都没有听说过，没有见识过，我就
想在领着母亲逛街的时光里，让母亲
一点点去感受，一点点去享受。我还知
道，这样的日子，这样领着母亲逛街的
日子，是我生活中最最幸福的时光。

祈求这天伦之乐的幸福，能够长
远地伴随着我……

征文投稿信箱：q lw bx i a ox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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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相册】

学会“舍”的智慧
人生如剪纸，懂得取舍才

能缔造完美。
身在俗世中的我们，为了

名与利，往往只会做人生的加
法和乘法，鲜能做到拿捏有度，
进退有方。我们常问幸福在哪
里，以为付出得越多，收获就越
多，幸福就越多。其实人生的面
向有两个，一个是“取”，一个是

“舍”。只求前者，会盲目会疲
惫；只求后者，会迷失会空虚。

人生没有局外人，却有局
外心。出世者，常能修炼一颗局
外心，成就自我，也帮助他人找
寻内心的安顿处。出世哲学尽
管不反对精进有为，却也提醒
人们要懂得“舍”的时机与价值。

今年初夏的一天，经前期约
访，终于在北京龙泉寺见到了当

代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龙泉寺方丈学诚大和尚。通过与
学诚法师交流，我感悟颇多。

人在俗世会有许多欲望，
学诚法师开示：对于一切欲望
和冲动，要学会理智，一切随
缘，以平常心待之。他转述了自
己刚刚剃度时，圆拙长老讲给
他的哲理故事：

“过年，丛林中有分橘子的
习惯，当库头的把橘子称好，分
成一堆一堆，里面有大的也有
小的。轮到你时，不要刻意去
挑。为什么呢？你如果存心挑大
的，那是贪利；如果你存心挑小
一点的，那是贪名。有人客客气
气，为得好名；有人任何时候不
吃亏，是贪心在作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

要顺其自然，不刻意，不做作，
舍弃追逐的欲望。

出世者的可贵和高贵，通
常在于拥有俯视人世的立场和
境界。我们要学着适时放空自
己，跳出名利等世俗的藩篱反
观自照。谈及生命境界的提升，
学诚法师给出的方便法门是

“戒定慧”三学：“戒学”使人适
当地自我节制和约束感官的情
绪，“定学”使人克服欲望并回
归内心的平静，“慧学”使人内
在的智慧之光自然流露。

他还谈了对信仰和幸福的
理解。在我看来，这些都包含

“舍”的智慧。
他认为，“信仰”是对世间

真、善、美的信赖与渴慕，是人类
生命力的源泉，是善之根、爱之

壤、行之足。他说：“我们相信一
个很有德行的老师，或者父母
给了我们深深的爱，我们一直
铭记在心中，成为生命之根、心
灵之源，对他们人格的崇敬也
就成为一种信仰。”

我们常说，幸福不在于得
到得多，而在于计较得少。对于
幸福，学诚法师的看法是：“一个
人的幸福快乐，更多的是看他
能否从物欲中解脱出来。”之后，
他再次强调“感恩”：“拥有一颗
感恩的心，生命将充满幸福。”

事实上，感恩就是一种给
予的精神，一种回报的态度，一
种乐观积极的“舍”。我们生在
俗世，只有学会感恩，懂得取
舍，生命的境界才会提升，人生
的功德才会圆满。

【修生漫谈】
□常强

最难忘的一句话
迄今为止，我接受了从小

学到研究生的教育，成了一名
高校教师，做着教书育人的工
作。但在做人方面，我觉得接受
到的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却是来
自两个从未踏入校园半步的
人——— 我的爷爷和我的妈妈。

爷爷目不识丁，他却通过
一件小事教给我一个好大的道
理。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后我
和小伙伴们一起往家走，路上
要经过自家的承包地，快走到
地头时我发现爷爷正弯腰在麦
地里拔草。当时也不知是出于

什么心理，我装着什么也没看
见。正低头紧步走着，爷爷抬头
看见了我，我的耳边立马响起
一声炸雷：“真少教！看见人也不
叫，书都念到驴肚子里了？”那一
刻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也就是从那次起，无论在哪里，
只要见到认识的人，我都要远
远地打招呼，哪怕是一个微笑、
一个招手，因为我不想让外人
在我家人前面说我缺了家教。

妈妈在认字方面稍好点，她
能认得我爸爸和她自己的名字，
但是不会提笔写字。妈妈一直很

孝顺，只要家里做了好点儿的饭
菜，她就要叫我给住在村子另一
头的老奶奶端去一份，或者一碗
水饺或者两个包子……

大概是在我七八岁时的一
个晚上吧，家里来了比较重要
的客人，我记得妈妈炖了一只
鸡。端上桌之前，妈妈照例撕下
一条鸡腿放在碗里，让我给老
奶奶送去。不知是惧怕当时门
外的黑，还是想多吃点儿鸡肉，
反正我低头嗫嚅着说：“天黑
了，老奶奶可能睡了……反正
她也不知道。”你猜妈妈怎么

说？妈妈说：“你老奶奶不知道，
老天爷知道。”

天哪，“老天爷知道”这五
个字轰醒了我，一直到现在，尤
其是在我想耍点儿小聪明，做
点自以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时，
这五个字就会冒出来，只不过，
我越来越懂得“老天爷”其实就
是良心。

就是这两个最朴实无华的
劳动者——— 我至爱的爷爷和妈
妈，教给了我做人要懂礼貌、做
事要讲良心的大道理。我一生
用之不尽。

【我家家训】
□刘伟洪

陈海汶一家
□陈海汶

左边的照片拍摄于1975年
10月，那时我父亲是在上海做
工的工人，我母亲没有固定工
作，平时靠帮佣和摆茶摊维持
生计。我家六口人住在石库门
群里6平方米的亭子间，尽管艰
难，但是家庭和睦。当时，我哥
哥参军当兵，我大姐去农村插
队，二姐在上海工厂里做工，我
将要中学毕业。

2012年11月我们拍了现在
的全家合影。我1992年创办了上
海三亚文化传播事业体：其中
有摄影工作室、有工厂、有书
店、有一家老照相机制造博物
馆。我妻子主要相夫教子并监
管图片库，我儿子在WLSA复旦
读高中。

【我家孝影】

领着母亲

去逛街

婆婆让我们的家一片温暖□宋庆珍

婆婆今年84岁高龄了。
自从和老公结婚后，婆婆

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婆婆性格开朗，心地善
良，虽然是家庭妇女，但很聪
明，做事有悟性，对很多新生事
物很容易就能接受。如今，婆婆
跟我们一起在城里生活，逢年
过节也会回老家看看，村里的
老少爷们、街坊邻居相见以后
是那样热情亲切，拉着婆婆的
手又说又笑的，让我们感受到
婆婆为人的真诚厚道。

婆婆一生确实乐于助人。
婆婆老家不远处有一家就父子
俩过日子，儿子从小就没有了
母亲，父亲可能因为心情不好，
脾气非常暴躁，经常责骂孩子，
偏偏这儿子气管炎很严重。婆
婆觉得可怜，就经常去给他们
送点儿好吃的好喝的，有时留
孩子在家里吃饭。如今，这父子
俩生活大有改善，但他们心存
感激，每次见到我都说，“你婆

婆心眼最好，我们一辈子忘不
了，好人有好报。”

婆婆年龄逐渐大了，但人老
思想不老。她曾经说过这样一个
故事，让我们感到婆婆的聪明灵
活。邻居有个青年先后找了几个
女朋友都不成，当婆婆得知最近
谈的一个又分手了，就问这个青
年：今天你们一起去赶集，回来
的那么晚，你就没领着她一起去
吃点饭吗？青年垂头丧气地说没
有。婆婆说：“你真是不会来事
呢，就不能买个面鱼，在路上休
息一下和她说说话吗？就说，你
累了，趁热吃了吧，你们一边吃
面鱼一边说着话多好啊，她会很
感动的，会觉得你很会关心人、
体贴人。这样人家姑娘就会慢慢
和你好上的…….”

婆婆也是县城街坊邻居的
贴心人，谁家有个不高兴不顺心
的事，都愿找她倾诉。这时婆婆
就会劝说一番，告诉对方要把心
放宽，要理解年轻人，他们又要

上班又要看孩子，很不容易的。
婆婆的话总是让和她聊天

的人变得心情舒畅。有个邻居
老两口都70多岁了，但还是经
常闹矛盾，每次老太太到婆婆
家诉苦，婆婆都会耐心地做工
作：老伴老伴，老了就是个伴，
要换个角度来想他的好处，直
说得这个老太太高高兴兴地回
家去了。

婆婆没上过学，解放后上
过几个月的妇女识字班，只学
了一些常用字。随着年纪大了，
大部分都已经忘了。2012年冬天
我们把婆婆接来城里过冬，晚
饭后一起看电视，我惊奇地发
现婆婆能识不少字，虽然年纪
大了耳朵不太好使，但是她能
通过字幕和人物表情来半猜半
懂地看电视剧，并且经常问我
们某个字怎么念，是什么意思。

当我发现婆婆喜欢学字的
时候，我想不如我来教她识字
吧。一开始，我先教她一些日常

生活用品中的常用字，如：水
果、蔬菜、动物、家禽及鸟类的
名字，用黑体二号字打在A4纸
上，婆婆很开心地学起来，当遇
到不会读的字我就告诉她，并
给她解释是什么意思。

好学的婆婆现在能认识500

多个字了，虽然眼睛老花不能
读报看书，但看电视时，字幕已
经基本没有障碍。每天我们下
班回家，她经常津津有味地将
看过的电视剧复述给我们听。

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自从好学的婆婆和我们在
一起生活，虽然上班挺忙碌，但
有婆婆在，即使是寒冬也总能
让你感觉到家里一片温暖。

□盛芹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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