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寸草心

【孝德精神】

李勇

小时候，爸爸外出打工，妈妈
怀着妹妹，我从那时起就懂得了省
下每一分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上
初中，为了不耽误爸爸干活挣钱，
家里的庄稼都是我和妈妈打理。那
时为了能让妈妈轻松些，每次干
活，我哪怕是累得辛苦也努力坚持
比妈妈干得更多一点。学习上，我
更是抱着一种为父母而学的信念，
虽然现在看来这个想法不敢恭维，
但那时我确实抱着这种最纯真和
质朴的感情。

那种孝是最纯真最原始的，也
许真是发自“人之初，性本善”的本
真吧。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社会阅历
的增加，我对孝的认识和理解也随
之不断深刻和充实起来。

记得有一年和一位学生家长
谈起孝，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是：我吃饱了，一定要让父母吃得
上，这是最起码的。我赞同他的观
点，从那时起，我也一直坚持着这
个不是真理的真理。凡是好吃的，
凡是我吃过的，我都会带着父母公
婆或者买来让他们品尝一下。能为
他们做点事情，我觉得心里特踏
实。婆婆帮我们带孩子，辛苦了那
么多年，而且婆婆的通情达理一直
感动并感染着我，她把我和嫂子视
如己出，我们也待婆婆是亲生母
亲。公婆不缺钱，但我们也变着法
得孝敬他们，冬天一下雪，我们每
周总是备足了他们老两口一周的
口粮；逢过年，公婆的衣服都是我
和嫂子买的；不擅长做饭，我就多
做家务；这么多年我们也从未把夫
妻之间的矛盾带到婆婆面前去；

《弟子规》中道“兄弟睦，孝在中”，
我们和哥哥嫂子不斤斤计较，和睦
相处，这些婆婆看在眼里也都喜在
心上。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
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是
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
藉。于是，我便有事没事回家陪父
母说说话，陪婆婆聊聊天，有时会
从他们那里得到人生的真谛，有
时，我的观点也会影响改变着他
们。我要求孩子们回家帮父母洗
脚、做家务，要求学生做，我先做
到，每个周三回家，我都会给股骨
头坏死的爸爸洗洗脚，其实感动的
不仅仅是父母，更潮湿着我的心。
我还会帮父母公婆处理好家里亲
朋好友的关系，帮他们处理生活中
的一些实际问题，为他们排忧解
难，让自己成为他们骄傲，成为他
们生活的精神支柱。

我生活中没有做轰轰烈烈的
大事，但在小事之中我却力争尽到
孝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亲不待，趁父母健在，尽我孝心，虽
然无法做到完美，尽力即可。

孝，德之本也。如果说感情需
要经营，那么孝心便是最好的润滑
剂；假如有治家之道，我想，第一便
是孝道，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幸福
安康。

奶奶奶奶的的纸纸宝宝贝贝

【真情讲述】

【家有宝贝】

我我的的儿儿子子是是““杀杀手手””

玉兰花

威廉是一只金毛犬，三个月
大的时候，我儿子把它买回家。
这是一次先斩后奏的行动。因为
老公、儿子数次商量我：养只小
狗呗。我断然拒绝：人都没养好
养什么狗！上班多忙多累，下班
回家一堆家务活，哪有这份闲
心。看到街上遛狗的人，我不屑
一顾；看到谁在谈论自家狗时，
我眉头一皱。

儿子这次“先斩后奏”的行
动竟然成功，因为威廉实在是一
只可爱的金毛犬：亮晶晶的眼
睛、胖乎乎的身子、虎头虎脑腿
粗爪大，看见我们一点也不陌
生。也不知道是它的哪一点触动
我，没有像以前那几次坚决让他
们把狗送回去。

威廉在我们家住下了，为了
让它有个新生活的开始，我们就
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威廉(它原名
叫多多)。一听地域明显，但心里
隐隐一丝不安，和王子重名。后
来我在杨澜的书中看到查尔斯
王储以他儿子的名字命名一只
乌龟，看到此文我释然。

威廉到我家几天后，活泼调
皮的本性暴露无遗。特亲近人也
愿意扑人玩；愿意撕咬东西：家
具、鞋子、床上用品都是它撕咬
的玩物，用嘴叼着跑着玩、甩着
玩。威廉小的时候我们家在老城
区住，老城区人多热闹，空闲地
方不大，威廉又特别调皮，怕出
去惹事，所以不是经常到外面，
这样活动量小显得它的精力格
外旺盛。

白天我们上班，它就在家睡
觉，养精蓄锐了一整天，晚上它
就要完全释放：上蹿下跳一时不
闲着。最后必有一个节目：一声
低吼奔上床，然后不停打旋，嘴
还发出呜呜的声音。刹那间，整
齐的被褥旋成一团，露出了床
垫。威廉每天都这样精力旺盛的
调皮着，我看到被它撕咬的家
具、残缺的鞋子惆怅不已：明年
搬新家威廉怎么办？儿子总说那
时都长大懂事了，不会这么作
了。真的让他一语中的，威廉到
新房再也不乱咬东西了，这个转
变没有过程，不像人还要经过什
么坏习惯的改变和思想斗争，威
廉就是坐趟车从旧房到新房，就
改了坏习惯，有点神奇。

梁辰

现代化的造纸业为我们提
供了多少想象不到纸制品———
纸箱、纸盒、纸袋，甚至纸质的
尿不湿。可是谁还记得早已从
我们生活中，跟我们的奶奶辈
人一起消失的纸缸纸盆，甚至
纸笸箩呢？

那时候乡下的每一个家
庭，从灶间到仓房，到处都是这
种造型各异，大小不等的纸制
容器。不过，纸糊的手艺恐怕现
在已经失传了。

记得小时候，每到春暖三
月的时候，奶奶就开始做纸糊
活儿了。用搜集起来的旧纸盒、
纸箱，旧报纸草纸之类的东西，
搁在水里浸泡两天。然后，在搓
衣板上搓成泥状的碎屑。瞅准
了一个大晴天，打一盆面浆糊，
将浆糊与纸泥按比例均匀搓揉
在一起，纸糊活儿就要开始了。

将模具 (根据你要制作的
器物选择不同模子，一般都用
陶罐瓦缸之类 )倒扣在平坦的
地面上，就将揉好的纸泥自上

而下粘贴在模具上，大约韭菜
叶的厚度，要保证厚薄均匀、妥
帖。有好多大娘婶子们来跟着
奶奶学习取经。我家的院子仿
佛变成一个纸糊的作坊，女人
们一阵阵嬉闹笑骂也被粘糊进
黏黏的纸泥里了，那些圆溜溜
的宝贝就像雨后的小蘑菇一
样，慢慢长大了。

全部收口之后，还有要用
小擀杖上下擀得光滑均匀，用
手摸上去就像婴孩的脸，光洁
柔软。空气中，弥漫着面浆糊的
淡淡的甜味。

阳光下曝晒半天，大概七
成干的时候，就要把模具褪出
了。这是一件纸糊成败的关键
时刻，因为有的器具是有收口
的，腰粗口细，这就要求干活的
人力道合适。凭着多年的经验
和判断才能圆满收官，要保证
不粘连不坍塌，否则，这活儿就
白瞎了。而且，模子褪下以后，
要在里面装满晾干的细沙，这
样才能保证在继续的晾晒中不
走形，不塌陷。

经过两天的晾晒之后，还要

在里外粘贴上一层碎布或者蚊
帐棉纱，这样会增加物件的强
度，当然最后还有用席头做一个
可体的盖帽。这样，一个结实轻
巧又漂亮的纸活儿才诞生了。

最后，可以根据个人的喜
好给纸质的宝贝贴上一身印花
纸的漂亮外衣，花花绿绿的乡
土格调，真正变成了一件精美
的艺术品了。

与笨重易碎的陶器瓦当相
比，纸糊的器具轻巧，结实，摔
在地上也不会破碎。庄稼人用
它们装粮食，面粉，装干粮实用
又好看。更重要的是，它是心灵
手巧的奶奶留下的宝贵的念
想，这里面装满了曾经美妙的
旧时光，装着奶奶的曾经讲述
的迷人故事，将近半这个世纪
过去了，依然生动而活泛。

李菲

家里有一个活泼外向、精
力过剩的儿子有时候真是一
件令人心烦的事情，他会不停
制造一些麻烦和事端，来刺激
你本来已被搅乱的神经。下面
就是我的捣蛋儿子的伟大事
迹，我被气得哭笑不得，常问
他“把这些东西都给毁坏了，
你是不是个杀手呀？”

前几天让儿子用塑料盆
端来一盆热水洗脚，竟然还没
洗几下就把盆子踩了，结果弄
得水盆裂个大口子，里面的水
哗哗向外流。他自己也惊叫
道：”妈妈，水盆坏了，流水了！

“把我气得呀，我用了好几年
了都毫发无损，被你用一次竟
会香消玉殒？

再隔了几天，看到他的指
甲长长了，就让他自己拿指甲
刀剪一下，谁知还没剪几个指
头，指甲刀断为两半，一点都不
能用了，修都没法修！我的天
哪，我都用了很多次了都好好
的，怎么到了你这里就会折命
了呢？儿子呀，难道你的指甲是
钢铁做的，比指甲刀还硬吗？

比这更晕的事还有呢！昨
天中午起床后，我让他去洗洗
脸和手。洗手盆下面紧贴着墙
壁放了两把暖水瓶，放了好久
都没事。可是，我这宝贝儿子
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打开水龙头，也不看一眼脚下
面，“哐当”一声，暖水瓶的提
手把断掉了，我不禁气不打一
处来，大声责问道：它们碰到
你就遭殃了，轻则伤身，重则

丧命。我真是服你了！
三年级有汉字、计算等亲

子活动，我作为任课老师也得
参加，他爸爸也得加班，无奈
我就带着他在学校吃了晚饭，
让他在办公室做作业。从一年
级开始我就给他买了很多油
笔和中性笔，我用得好好的，
到他那里不是缺胳膊就是断
腿。要不拆了笔管，要不没了
螺丝，气得我都管他叫“笔贩
子”。这次，他的中性笔又不好
用了，因为他才写了几个字就
把笔头上的小圆珠给磨掉了。

看吧，这就是我的“杀手
儿子”。我家的大宝贝、小顽
皮 、小 淘 气 、小 可 爱 、小 坏
蛋……一个令我喜又令我忧
的家伙！你说，你家也有这样
的杀手儿子吗？

【生活乐趣】

金毛犬威廉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
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
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
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
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
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
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
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
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
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
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 i n g z o u y a n t a i@
126 .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征稿启事

刘吉训

“推磨，拐磨，推的粑粑甜
不过。我跟奶奶学推磨，推的
粑粑白不过……”童谣伴随着
童年成长。记忆中推磨不像歌
谣中描述的那样充满情趣，推
磨实实在在是单调乏味而又
必不可少的体力劳动。

我的家乡地处山下，若不
是有一条美丽小河把它同外
界沟通，外人是不会发现她。
小河清澈的河水滋生了文明
繁衍了子孙，她贫瘠的土地却
无法让儿孙们敞开肚皮吃个
肚滚腰圆。这里主要栽种地
瓜、玉米和小麦，这些作为主
打的五谷杂粮也只能让人们
吃个半饱，一年中总有一二个
月的时间要野菜、稀粥来糊弄
肚皮。于是，推磨不仅成了把
粮食加工成一日三餐必要工
序，而且成了能不能揭开锅的
象征。

夜幕降临了山村，孩子们
的嬉笑归于平静，打破山村寂
静的便是这一阵阵悠然的磨
声。“吱——— 嘎，吱——— 嘎”，一
粒粒玉米发出咯嘣咯嘣的脆
响，磨下的粉面散发出一丝儿
淡淡的甜味儿。

“吱嘎，吱嘎！”父亲本来

在田里劳累了一天，放工回家
还捎带着砍拾一捆柴草，但只
要一架起石磨，他就又强打起
精神。石磨不停地转动，它磨
平了自己的齿轮，同时也吞噬
着父亲母亲的青春。

母亲收拾磨的时候，是父
亲最惬意的时刻。接过我们递
过来的烟袋，他就着灯火深
深地长长地吸上一口，灯火
都要被吸进去了。对于父亲
和母亲来说，他们并不在乎
这推磨的繁琐和沉重，只要
石磨能够推响，生活就有了
希望，玉米面也好，地瓜面也
好，能拥有填饱一家老小肚
皮的东西，是他们的责任，也
是他们幸福的源泉。

过年就要到了，石磨开始
忙碌起来。推小麦面，推年糕
面。父亲绾起袖子，扎紧腰带，
不知疲倦地推着，石磨吱嘎吱
嘎地响着。

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大
队，建起了磨面厂，轰隆轰隆
的机器声代替了慢声细语的
石磨。再后来，芝麻开花一样
的生活，让年轻的一代把石磨
当成了古董。石磨成了屋前的
铺路石、圈里喂小猪的食槽。
偶尔，有人还会用起石磨，但
那是手推磨，磨着几粒花生米
或者黄豆，人们用一只手悠闲
地摆弄着它。掺合着生活的富
足与甜蜜，石磨发出了韵味十
足的叫唤：“吱嘎，吱嘎……”

吱吱嘎嘎，，吱吱嘎嘎
【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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