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曲曲鹏鹏

美编：牛长婧

C007-C008

今年正月十七那天，在乍暖
还寒的春风里，我的哥哥李浩荣，
带着对母亲的真诚孝心，悄悄地
走了。邻村相识的老人闻讯后，无
不噙泪痛惜：“朋上村走了一位天
天给老妈送豆浆的大孝子！”

哥哥是 1964 年考入中学的
“老三届”，1970 年应征入伍后在
部队服役六年。作为一名历经亲
人分离之苦的退伍军人，哥哥倍
知孝敬父母比金子都珍贵，用自
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一个大写
的“孝”字。

2009 年父亲乘鹤西去，同住
一村的哥嫂和妹妹、妹夫更加尽
心地孝敬着母亲，朝夕相处，问
寒问暖，送菜送饭，让老人安度
晚年。心细如丝的哥哥发现，母
亲早晨不喝鲜奶，不熬稀饭，只
凑合着吃点早餐，心里很不是滋
味，心疼地对母亲说:“妈，你早饭
吃不好，身体受不了，咱以后可
不能这样糊弄自己啦。”母亲笑
着点点头。回到一墙之隔的自己
家中后，哥嫂一合计，马上买来
了豆浆机，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年
之久的为母亲送豆浆的行动。哥
嫂根据季节变化和母亲的饮食
习惯，春天磨红豆、小米，夏天磨
绿豆、大米，秋冬磨黄豆、黑豆、
玉米，变着法儿地为母亲送去口
感好、有营养的孝心豆浆。六年

来，每天早晨嫂子做好豆浆，先
倒出一碗让哥哥给母亲送去，把
难以下咽的混有豆皮、豆渣的剩
余部分倒出来自己喝。一年四
季，风雨无阻，雷打不动。2013 年
村里搬迁新居后，母亲的住处跟
哥嫂居住的楼房相距 500 多米，
哥哥怕豆浆凉了，就用保温桶送
给母亲。那年入冬后下的第一场
雪的清晨，哥哥早早起床，磨好
豆浆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没
过脚踝的积雪，赶到母亲家中。
母亲一边用手拍打儿子身上的
雪花，一边生气地说：“这样天冷
路滑的大雪天，你非要来送豆浆
不可，摔着、磕着就遭大罪了。”
哥哥笑着说：“我穿着防滑胶鞋，
摔不着。”哥哥把豆浆端上母亲
餐桌后转身离去，母亲走到楼道
门口，目送风雪中儿子渐行渐远
的身影，久久不愿离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去年七月哥哥身体不适，还
是坚持给母亲送豆浆。后来哥哥
身体日渐消瘦，送完豆浆返回自
己家时，还要先坐在台阶歇一
歇，然后才能扶着楼梯扶手上
楼。嫂子红着眼圈劝说哥哥：“你
别再硬撑了，以后我去给妈送豆
浆。”哥哥笑着说：“我去送豆浆，
看见妈，我心里踏实；妈知道我
身体不太好，她看到我才能放

心。”亲人不堪其苦，哥哥不改其
乐，一直坚持到年底。虽多处求
医就诊，但疗效欠佳，哥哥卧床
不起。两个多月没见到儿子，母
亲心急如焚，但表面还是佯装听
信善良的谎言，她常常呆站在窗
前，远望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心
里默默期盼儿子平平安安向她
走来。有时母亲喃喃自语:“老天
爷怎么不早早把我收去，替换我
儿子平安啊!”因为担心母子相见
难以承受沉重的打击，家人没让
哥哥和母亲春节见面。正月初
九，母亲再也忍受不了揪心的苦
痛，执意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儿
子。哥哥惊喜地拉着母亲的手
说：“妈，你来了，我给你拜晚
年。”母亲摸着儿子骨瘦如柴的
手，强忍泪水说:“你要多吃点饭
啊，身体慢慢就好了。”哥哥强装
笑颜。母亲慢慢挪步走出哥哥的
房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悲伤
的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滴。母子连
心，母亲已知道哥哥来日无多。

哥哥带着孝心走了，给全家
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如今，母
亲时常缓步走到会客厅北侧的
厨房，静静地向窗外眺望，她老
人家仿佛又看到她的大儿子带
着久违的笑容，提着豆浆向自己
走来。看着看着，母亲的泪水就
会在眼眶里打转。

□李良荣

哥哥的孝心豆浆

【【心心香香一一瓣瓣】】

【家事直播】

□刘云燕

中午在食堂与同事一起吃职
工餐。同事娜娜向我们介绍她最
擅长的“妈妈菜”——— 水煮娃娃
菜。她绘声绘色地讲：“选几棵嫩
嫩的娃娃菜，洗净，将菜翻炒，配
上高汤，加入玉米粒、豌豆，如果
再放些鱼丸在里面，滋味就更加
鲜美了。我家儿子特别喜欢吃，亲
切地称之为‘妈妈菜’。有时候，我
早晨给儿子煎鸡蛋，配些糖醋汁，
儿子说那是制作美食的‘秘密武
器’！”

听着她那形象的描述，我的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胖嘟嘟的
男孩，垂涎欲滴地看着妈妈煎炒
烹炸。此时，妈妈一定高挽起长
发，穿着一件漂亮的小围裙，一
边做饭，一边看着可爱的儿子，
说：“乖儿子，菜马上就做好了！”
当一盘盘香喷喷的菜端上桌时，
儿子已经忍不住下筷子了，然后
用无比崇拜的目光看着妈妈说：

“真好吃啊！”
莫名地，就想到了那么一句

话：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美
食是什么呢？它也许不必是山珍
海味。在我的记忆里，美食就是
小时候妈妈用蜂窝煤小炉火慢
慢烹饪的炸丸子。那时候，妈妈
每每都是到了大年三十才能休
息。除夕夜，我们看着小小的黑
白电视，妈妈就坐在一个小椅子

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炸丸子。那些
肉团小小的，“吱”的一声落在油
锅里，打几个滚儿，就变成了金黄
的颜色。香气在屋子里飘荡开来，
让我看电视也不专心了。我搬个
小椅子坐在妈妈身旁，妈妈捏起
一个炸好的丸子，塞到我嘴里，
说：“尝尝，好吃吗？”我忍着烫，慢
慢地嚼，太好吃了，又脆又香。爸
爸听到我一连串地称赞妈妈的手
艺，他也会给我切一些自己制作
的猪头肉和猪皮冻，那可是爸爸

“传男不传女”的独门绝技。我吃
了，也会大呼“好吃！好吃！”一家
人都笑起来。那样的记忆，温馨又
温暖，似乎贫瘠的日子也因为美
食而熠熠闪光起来。

当我们慢慢地长大，在身边
就有了那么一个知冷知热、心疼
你的爱人。我们曾经一起在冰天
雪地里，捧着一块热热的烤红薯
相视而笑；也曾在骄阳似火的夏
天，因为一餐海鲜大餐而惊喜万
分；甚至记忆里最美的，就是我们
在部队的小屋里，两个人头碰头
挤着吃一碗火锅“方便面”；或者
去部队隔壁的小餐馆里跟名为

“细妹”的乡下妹子聊聊天，吃上
一盘便宜却美味的素炒面。

记忆里，那些称不上美食的
东西，因为有爱而感觉那么好吃，
那么难忘。据说，当年卓文君爱上

司马相如，曾作过一句诗：“自此
长裙当垆笑，为君洗手作羹汤。”
想来，如果有那么一个深爱你的
人，他（她）一定会忘记自己是什
么权贵、名人，只知道自己是一个
丈夫或是一个妻子，为深爱的人
准备一餐美食，那其中更包含了
浓浓的爱意。

有人说，在这个平淡静默的
人间，深情不是愿意为你生、为
你死，而是愿意和你一起吃无数
顿饭，愿意在日复一日的一日三
餐里为你盛饭夹菜。我深以为
是。所以，我下决心学习烹饪美
食，在一餐一饭里表达对家人的
深爱。我想，每一个会做饭的人
都是一个生活家，可以将平凡的
生活翻炒出无穷的味道，在味蕾
的舞蹈中，诠释爱和快乐。

我愿意在早餐时为你煎个笑
脸鸡蛋，也愿意在深秋里为你煲
一碗浓汤，更愿意在无数个平凡
的岁月里，过着一粥一饭都温暖
的生活。也许，幸福没有奥秘，就
是早晨出门的那个人平安又快乐
地回来了，孩子将书包胡乱地放
在书桌上，哪怕脏袜子也扔在地
上。然后，全家人一起围着餐桌开
心地吃晚餐，亲切地聊着天，快乐
而温暖。

美食中有深爱，这也是最简
单的、最绵长的幸福吧。

美食中的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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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会逐渐长
大，每个母亲都会在这个漫
长的过程中，尽全力用自己
的羽翼来保护她的孩子，这
是天性使然。但是母亲的羽
翼却不会随着子女的成长增
大变长，总会有一天心有余
而力不足，这是事物发展的
规律，谁也改变不了，所以，
必须让孩子早长“羽翼”，而
且还要长得厚实，更要早日
放飞，否则，你不仅保护不了
子女，还会害了他们。

由于我是单身母亲，从
离异那天起，我就对三岁的
女儿格外牵挂、担心，甚至莫
名的恐惧，生怕她有一点闪
失。比如她在幼儿园调皮磕
碰摔倒，跟小朋友玩耍腿上
有青紫块，咳嗽发烧等小毛
病，这时我的心会提到嗓子
眼儿。后来，她一个人上学
放学，我也会特别紧张，直
至亲眼看到她时才能安心。
再后来，她上高中、大学住校
时，我会严格要求她每周给
我打两个电话，假如她敢违
抗“命令”，那么，后果很严
重。

她参加工作后，按说我
不应再操心了，可我仍然会
用电话“跟踪”。若她在单位
加班，我会一直等她回家，不
管多晚都不会就寝，为此，她
很不高兴：“娘亲，我不是小
孩子了，您老人家放心吧。”

2013 年春天，21 岁的她
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我非常生
气的决定——— 要跟同学去北
京看演唱会，且“先斩后奏”，
演唱会票和火车票都买好
了。我很无奈地给她的同学
打电话，恳求她出门一定要
和我女儿手拉手片刻不能分
离。然后，我又嘱咐女儿路上
注意安全，不要和陌生人说
话。一开始，她还耐着性子倾
听，可听着听着竟哈欠连天，
气得我一把把她从沙发上揪
起来，狠狠批评了一顿。没想
到她不气不恼：“娘亲，我已
经长大了，成年人必须得面
对社会，你不可能时时刻刻
都陪着我、盯着我吧？我的人
生你根本做不了主，现在不
放手，你要等到何时？”

当天夜里，我辗转反侧。
说实话，我知道让孩子放飞
是迟早的事，只是心里有道
坎儿过不去，总感觉愧对女
儿，想永远保护她。女儿的话
的确有道理，我可以保护她
一时，却不能保护她一世，只
有大胆放飞才是最明智的选
择，而且越早越好。

我真正想通之后，便鼓
励女儿去经风雨见世面，“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哪怕遇到
困难也要勇往直前。这两年，
女儿跟同学“南上北下”，先
后去过北京、天津、青岛、上
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
城市，不但增长了知识，性格
也更加豁达开朗，让我刮目
相看。每每看她身背旅行包
准备出门远行时，我感到欣
慰，同时为她加油。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展翅飞翔吧，我的女儿！

□望月

放飞要趁早

【父母心声】

【邻里之间】

芳邻
□范宁

我家对门的邻居去年把
房屋出租了，租户是来自外
地的祖孙三代四口人。五岁
的豆豆上幼儿园，豆豆的爸
爸在小企业里打工，妈妈和
奶奶两人在楼下找了片空
地卖韭菜饼。豆豆的奶奶很
和气，每次见到我都嘘寒问
暖，我们两家相处得特别融
洽。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突然下起了大雨，因为女儿
上学没有带雨具，我很担忧
并着急。等我匆忙奔到学校
门口时，刚刚放学，却看到豆
豆的奶奶正一边给我女儿穿
雨衣，一边帮着她拎书包，两
个人有说有笑地向前走着。
我不忍打断她们的话题，默
默地跟在后面。

有一天，因为线路出现
故障，小区不得不停电，进行
抢修。晚上八点多，我突然想
到，豆豆家要洗菜和择菜，摸
黑怎么能行？于是我找出蜡
烛，把自家的应急节能灯送
了过去。果然，一家老小正盘
腿坐在地上择韭菜，三四根
蜡烛一闪一闪地散发着不均
匀的光。我把应急灯一开，屋
里顿时亮了好几倍。

第二天线路就修好了。
我下班回家，正准备做饭，豆
豆的奶奶来敲门，叫我到她
家去一起吃晚饭。进门后，只
见小菜、熟食和水果已经摆
上了桌，豆豆的妈妈端出一
个竹簸筐，里面是刚摊好的
一摞韭菜饼，馅儿很多，面皮
又软又香，很有嚼劲，显然是
精心准备的。

去年国庆长假，我们出
去旅游了几天，回来后，却没
见到对门邻居的身影。后来
一打听才知道，就在我们走
后第三天，豆豆的七十多岁
的老奶奶在老家得了急病，
他们都赶回去了。两个月过
后，屋子的主人领着新租户
过来看房时告诉我，豆豆马
上就到上学年龄了，但无法
在本市落户，所以只能呆在
老家，他们不会回来了。

年前的一个周末，忽然
听到有人在楼道里喊我的名
字。打开门，一个陌生人站在
门外，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
微笑着说：“你们这里太不好
找了，要不是他们再三嘱咐，
俺都不想来了。俺和你原来
的邻居豆豆家是一个庄里
的，听说俺来济南，他们让俺
把这个捎给你们。”说完，他
放下东西就离开了。一提杂
粮礼盒，一桶自家榨的花生
油，这是一份来自远方的沉
甸甸的真诚和情谊。


	C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