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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愿愿是是母母亲亲眼眼中中的的一一滴滴泪泪

□张奎昌

夜深人静时，我喜欢一个
人在安静的小屋，轻轻拂去岁
月落下的层层灰尘，翻开记载
我三十多年成长历程的日记，
认真阅读，细细品味。其中关
于母亲流泪的几个画面清晰
如昨日发生一般，每每阅读，
我总是情难自控，泪流满面。

印象中，第一次见到母亲
流泪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
期，那时我正上小学。有一天，
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饭，一封
突如其来的电报打破了家里原
来的和乐气氛。母亲手里握着
一封电报，上面有外公去世的
消息。她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
默地流泪，虽是无声却胜似撕
心裂肺的哭泣。那时我还小，不
懂得亲人离世的那分痛有多
痛。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深深明
白了母亲当时的心境。

母亲老家在四川，在那个
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平时只能
书信来往，有急事才会发电
报。不知道母亲赶回去的时候
外公是否已经入棺？这对我来

说一直都是个迷，我也不敢去
问母亲，怕触及她一辈子的
痛。之后到现在，母亲再也没
回过四川，理由很多：我和弟
弟上学时说我们小离不开；我
们工作了又为我们的婚事操
碎了心；我们结婚生子后，母
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第二次见到母亲流泪是
在1998年，那时我上高一。一
天，爷爷把正在参加期中考试
的我接回了家，可见事态很严
重。路上爷爷给我讲了接我回
家的原因：家里太穷了，母亲
想出去打工改变生活质量，但
父亲和爷爷、奶奶都不同意。
但母亲似乎下定了决心，任谁
劝都没用。爷爷知道我和弟弟
是母亲的软肋，就把我接回家
劝说母亲了。

回到家中，只见母亲正坐
在床边缝补衣服。她当时上身
穿了一件褪了色的红毛衣，下
身的裤子上有一个明显的补
丁，可见当时生活是何等的窘
迫。作为一个只有 1 5岁的孩
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劝说
母亲，只是搂着母亲的胳膊，

重复着那句“别走了”。母亲没
说什么，依然是默默地流泪。
最后我跪下了，母亲流着眼泪
把我扶了起来，答应我不去打
工了。母亲擦干眼泪便匆匆忙
忙地为我做了碗菠菜鸡蛋面，
我吃完饭回到学校竟没耽误
下午的第一场考试。我已经记
不清菠菜鸡蛋面的味道了，但
当年母亲泪水中的不舍、艰辛
和无奈等复杂的情感却是越
来越清晰。

再往后见到母亲流泪是
在爷爷奶奶的葬礼上。出殡那
天，母亲号啕大哭，一路上诉
说着这些年剪不断的亲情。或
许，母亲是把爷爷奶奶当成亲
生父母了。这么多年，爷爷奶
奶一直觉得母亲娘家远，什么
事情都帮衬着母亲，对母亲很
好，如亲生女儿般。老人走了，
生离死别，母亲能不哭吗？尤
其是2012年年底爷爷去世的
时候，母亲正在异乡为我照看
孩子，回去的时候，爷爷已经
入棺。姑姑说爷爷临死的时候
都在记挂着在外的我和母亲，
母亲听后更是悲痛欲绝。

前段时间，我正上班的时
候接到表哥的电话，说是父亲
病重，正由县医院向省城医院
转院。我特别着急，连忙请假去
了省城。电话里表哥说我是家
里的长子，让我好好劝劝母亲，
别太着急了。母亲接过表哥手
里的电话后，哽咽着说不知道
该怎么办，还说知道我们都很
忙，如果只是在县医院就不麻
烦我们了。我听后无地自容，我
能感觉到母亲当时是多么的无
助，有两个儿子却都不在身边，
没个主心骨。我赶到省城医院
的时候，母亲一行人正在排队
检查。见到我来了，母亲又流泪
了，或许是一种欣慰吧,。

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乡
村女人，一生饱经沧桑，靠自
己的辛苦劳作养活了两个儿
子长大成人，但她却是我心中
最美的女人，最美的母亲。不
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难懂
父母恩。现在的我唯盼母亲能
安度晚年，少些伤心的泪水。

若有可能，我愿是母亲眼
中的一滴泪，那么她永远都不
会滴落，因为她不舍。

越越来来越越傻傻的的娘娘亲亲

相约时光慢慢走

□李克红

刚开春时，我陪一个记者朋友
去乡下采访一个百岁老人，老人住
在山上，一个普通的大院子，里面摆
着各种造型的盆景。我们去时，他正
拿着一把大剪子给那些盆景修剪枝
叶。

老人姓胡，人们都叫他胡老师，
他是远近闻名的盆景栽培专家，今
年正好100岁。胡老师当年还确实是
一个小学老师，他从年轻时就喜欢
养花养草，退休后索性把全部精力
都用在了盆景上。胡老师很少离开
山上，因为盆景有名，经常有人邀请
他去参加各种展览，但他一概谢绝，
如果有人喜欢可以来这里看，去参
展就免了。他告诉我们：“我养盆景
纯粹是个爱好，不为名利场的热
闹！”

胡老师指着身旁的一盆紫藤盆
景告诉我们，它陪着自己已经度过
了50多年，每天一起床，他就要和这
株紫藤先聊上几句。“它就像一个老
朋友，默默地陪着我！”胡老师说着，
轻轻摸着它的枝叶。我问胡老师这
盆紫藤应该很值钱吧，胡老师笑笑
说：“我不知道它值不值钱，但我知
道不论多少钱，我都不会让它离开
我。”

回来的路上，朋友告诉我说，前
两年有个北京人愿意出价40万买走
这盆紫藤，胡老师连考虑都没考虑
就谢绝了。听到这里，我突然想，或
许正是因为他不追求金钱的价值，
所以生活才给了他一百年甚至更多
的岁月！

前些天，有同学打电话来说，我
们另一个姓张的同学患病去世了，
大家奔走相告，都赶着去见他最后
一面。张同学小时候是我们的“小领
袖”，现在是我们当地的著名企业
家，他每天工作不下12小时，大部分
时间不是在空中飞来飞去，就是在
会议室里研究企业发展策略，晚上
还要参加各种应酬。

虽是老同学，但我们在生活中
其实很少见到他的人影，相反在电
视上见到倒比较多，电视上的他永
远是一副意气风发的成功企业家形
象，没想到才35岁就早早地离开了
人世。同学们都惆怅不已，离开的时
候，有个同学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说：

“哎，千万别用金钱来透支时间啊，
人呀，活着才是幸福，再多的钱也只
是一堆纸！”

人们都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想
未必真是这样子。长寿如百岁的胡
先生，他不追求财富，却拥有悠长的
属于自己的岁月；张同学虽拥有过
亿的身家，生命却只享受了短短的
35年。其实，时间并不完全等于金
钱，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固然能收获
一些人生的成就，但同时往往也是
一种对生命的裁剪！

即使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时
间就足够了，时间能够创造一切，幸
福不是你追求到了多少金钱，而是
与时光相约，在生命里来一场悠然
然的慢走。

□陈来峰

自从五月搬进了新居，母
亲变得愈加健忘。

我们家住六号楼三单元
二楼，给母亲交代了好多次，
母亲还是不断理直气壮地走

错家门。上了三楼，走错了单
元，或者干脆跑到了七号楼，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恰逢
我们楼上邻居的门虚掩着，
母亲竟坐进人家客厅喝茶，
看电视。

后来干脆给母亲装口袋

一个卡片，清楚地写着家里的
地址和电话，以免再找不到家

元旦那天，母亲执意要出
去买菜做饺子，我们在家提心
吊胆地等着。还好卖菜的小区
门口就有。不久母亲喜滋滋地
回来，手里拎着买回的大葱。

我们问买来的肉馅呢？母
亲一愣怔，竟一时记不起肉馅
放在哪里了，只是一个劲儿地
念叨说：买了，肯定是买了！

后来按图索骥，再回头
一步步寻找，原来是买大葱
的时候，将肉馅顺手落在了
人家的小摊边，等母亲拎着
肉儿回来的时候，已近中午，
正当忙活着做饭的时候，接
到舅舅电话，说给你妈妈打
手机咋一直不接呢？是不是
出啥事情了！

母亲的手机不翼而飞。又
急忙去寻找，原来母亲去寻找
肉馅的时候，母亲又将手机落
在了卖葱的小摊边。等到寻到
的时候，卖葱人打趣道：“咱俩

有缘啊！你是不是嫌我生意清
淡来找我聊天啊！”

后来基本上不让母亲单
独出去做事，但是，母亲不从，
说自己年纪尚轻，比起那些八
九十的老人算不得什么，只是
记忆力差点罢了。

那天，大舅家的孙子结
婚，来车将母亲接走去吃喜
宴，我们一再交代他们照顾好
了才放心。下午母亲回来的时
候，神秘兮兮地拉我到客厅，
从衣兜里直接掏出来几块粘
糊糊的红烧肉，连袋子也没
有，弄得衣服上尽是肉浆。我
刚要责怪，母亲乐呵呵地说：

“孩子，这是你爱吃的，我给你
抢了几个带回来了。”

我一时泪如雨下。
越来越老、越来越傻的母

亲，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自己的
孩子，尽管她已经饱经风霜，
头发花白，记忆缺失，但是，她
能忘记回家的路，也不曾忘记
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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