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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80岁的父亲，近年来
突然变老了许多。

父亲6岁时，奶奶就去世了。
刚懂事的父亲是在爷爷的拉扯下
渐渐长大。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
孩子想上学读书，不是件容易事，
更何况是没有娘的孩子。父亲从
10岁开始，就跟着爷爷在湖里划
船运货。夏天捕鱼、捞虾、摘菱角，
冬天跟着爷爷拉独轮车，赶集贩
卖粮食，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和
条件。

12岁那年，爷爷下了狠心，让
父亲读书。父亲只读了三年完小、
两年初中，就考上了师范，走上了
教书育人的人生之路，成了当时
家里第一个有文化的人。

或许是由于过早失去母爱，
父亲的性格刚强正直、勤奋严厉。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近40年中，他
先后担任了全县六个学校的小学
和中学校长。他所任职的每处学
校各项指标都是第一名。最后，他

从县实验学校校长的位置上退了
下来。

父亲的严厉是远近闻名的。
小时候，我们兄妹五个对父亲的
印象就是惧怕。每到星期六，父亲
回家，我们都是提心吊胆、战战兢
兢，甚至会躲得远远的，担心和父
亲见面，生怕遭到他的训斥。但我
们最怕的还是父亲检查我们的作
业。

每到星期六晚上，父亲要逐
个检查我们一星期学过的课程和
写过的作业。我们兄妹五个，从小
妹开始一一检查。他检查得非常
仔细，作文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
会放过，数学的算式位数错一点
儿也不行。就是错一点，也要返工
重写，有时要写到深夜。也正因为
父亲的严格要求，我兄妹五个的
学习成绩都是出类拔萃的。现在，
我们还真庆幸父亲当年对我们的
严厉。

前几天，我们给母亲过82岁
寿辰，四世同堂，一家人欢天喜
地。席间，说起以前的事情，老父
亲一个劲地向母亲和我们兄妹道
歉，说母亲一辈子没有得到他的
关爱，子女没有得到他的呵护，令
母亲和我们全家人感慨不已。

老了的父亲多了慈祥和温
柔，少了威严和苛刻，脸上多了皱
纹，可也多了微笑。头发花白了，
腰板也没有以前硬朗了，说话的
声音也不如以前洪亮。以前，我们
在他面前是胆怯、是害怕，现在在
他面前，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
了。

父亲变老了，可他对儿女子
孙的关心和呵护却日益增长。儿
孙们哪一个回到家，他总是笑脸
相迎、嘘寒问暖，问问这个的工作
情况怎么样，看看那个的学习成
绩如何。儿孙们给他买的水果、食
品、补养品，他总是舍不得自己享
用，非得等全家到齐了一起吃。这
几年，父亲眼神不好，视力下降，
看东西模糊，他就把儿孙们的电
话号码用大号字抄写下来，挂在
墙上，如果哪一个不按时回家，他
就会主动给谁打电话，问个究竟。

父亲真的是老了，没有了年
轻时的脾气，没有了以前的严厉，
更没有了年轻时的风度，倒像是
我们的孩子。有时看到他用乞求
的眼神和语气跟我们说话，要我
们办事，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亲嘱托让我们办的事，我们立
马会办，免得父亲惦念。

但是，在我的心中，他还是那
样年轻，那样威严 ,他就像一座丰
碑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我愿意
继续接受父亲严厉的教诲，更愿
看到他那迟来的微笑，享受他晚
年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听到他那
洪亮的嗓音，直到永远。

“洋妞”儿媳玛丽

“家风”激励孩子健康成长【我家家训】

□王瑞红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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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尚到平淡
□解伟

左边这张老照片，是我的姥姥和姥
爷1948年在青岛很有名的“天真”照相馆
拍的结婚照。姥爷十几岁从荣成老家到
青岛“闯世界”，后来在一艘外国人的轮
船上找了份洗熨衣服的差事。姥爷只读
到高小,但是勤快又聪明，自己学了些外
语可以应付日常交流。

姥爷年轻时在海上漂来漂去，接触的
都是新鲜事儿，自己也成了“潮”人。姥姥、
姥爷结婚时的打扮在那个年代是相当时尚
的。姥爷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刚从农
村出来的姥姥穿着中规中矩的大褂，脚上
却是长袜皮鞋，还梳着时髦的“飞机头”。

右边的照片拍摄于姥姥、姥爷“金
婚”那年。一个甲子的风雨沧桑，青丝成
霜，皱纹满面，两位老人衣着朴素，面容
平静，60年相伴相携积淀了恬淡、含蓄、
心神默契，正应了那句歌词“从从容容平
平淡淡才是真”。

我的父母虽然一辈子都在
农村生活，也没受过良好的教
育，但他们有着自己独到的人
生哲学。

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
的年代，他们时常教育我们几
个子女：“吃亏是福，低调做人，
好好读书，以图将来。”在他们
的抚育下，我们兄妹几个高中
毕业都相继考上了不错的大
学。在那个时代，一个农村家庭
连着出了三个大学生，在十里
八村算是奇迹了。我平凡的父
母就创造了这个奇迹。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成家后，
将父母的家训传承了下来，用来
教育我们的子女。靠着这样淳朴
的家训，大哥的女儿依依14岁考
取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8岁去
哈佛大学读博士，二姐的儿子壮
壮高中毕业考上了清华……

他们的优秀让我欣慰，然

而，与此同时，我的心里却五味
杂陈。儿子健健因为从小生活
条件优越，不愿吃苦，再加上进
入青春期后个性叛逆，很难管
教。他总是在物质上与别的同
学攀比，稍有不满足的地方便
发脾气。更让我苦恼的是，健健
学习上瞎糊弄，虽然已经上高
一了，但一点儿也没有紧迫感。
每天晚上胡乱做完作业，便躲
在房间偷偷玩游戏。我们之间
的交流很不顺畅，我的说教他
反感，他的行为我看不惯，母子
之间便处在了僵持的状态。

就在我苦恼的时候，有一
天我无意中进到儿子房间，看
到他在和依依视频聊天，姐弟
俩聊得热火朝天。见此情景，我
灵光一闪，有了主意。我向健健
提出，暑假时带着他去美国看
依依，让姐姐带他参观哈佛大
学，感受哈佛的文化和美国的

风土人情，开阔一下眼界。
姐弟俩从小感情就好，自从

依依去了美国，健健很是想念，
对于我的提议他举双手赞成。于
是，那年暑假我带着健健远赴美
国，见到依依后，我们走在哈佛
大学的林荫道上，健健对一切都
感觉新奇，向依依问着问那。在
交谈的过程中，当得知依依的所
有生活费用、学习费用都是靠自
己打工赚取，健健既震惊又觉得
不可思议。他知道，大舅完全有
能力为依依提供读书所需的一
切，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依依
自己辛苦去赚学费呢？

依依说：“爸爸从小到大总
是教导我‘吃亏是福，低调做人，
好好读书，以图将来’，我觉得这
句从爷爷那里传承下来的家训
值得我们这一代发扬光大。我长
大了，不能躺在他的财富上坐享
其成。所以不是爸爸不给我钱，

是我自己不想要的。”
依依的话让健健很意外，

意外之余，他也开始思考自己
的人生。哈佛的文化让他向往，
姐姐榜样的力量给了他向上的
动力。此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
的，一心扑在了学习上，高二下
学期期末考试，他的成绩由原
先的班级中游上升到前十名。
更让人欣喜的是，健健在为人
处世上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他叛逆的锋芒少了，体贴知心
的时候多了。

今年高考前夕，健健没有
采纳我们考国内名牌大学的建
议，而是决定放弃高考出国读
预科，以小留学生的身份冲刺
哈佛大学。对于儿子的决定，我
选择尊重，我知道，有这句“吃
亏是福，低调做人，好好读书，
以图将来”的家训陪伴，他会飞
得更高，走得更远。

□张玲玲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虽然洋姑爷、洋媳妇早已逐
渐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怎么也想
不到，我也有了一个洋儿媳。

儿子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
位后留美工作，不久便娶了金发
碧眼的“洋妞”玛丽。去年春节前
儿子、儿媳邀请我们老两口到美
国过年，共享天伦之乐。

我想不到的是，除夕夜洋
儿媳竟能独立烹饪出一桌丰盛
的中餐年夜饭。一家人喝着美
酒，畅叙亲情，甭提多高兴了。
我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孙女，“谢
谢奶奶！”孙女用带洋味的普通
话极有礼貌地说。

儿媳请我们看电视，她打
开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中央
电视台的主持人，“这里还能看
到央视”，我兴奋地拉着老伴的

胳膊，使劲地摇了几下。
原来，这是儿子、儿媳为了

我们能看到春节联欢晚会，特
意为我们安排的。腊月下旬，儿
媳听说安上卫星天线就可看到
中国的电视节目，但要花不少
钱。儿媳说，再贵也要让爸妈看
上中国的电视节目，特别是春
晚，于是立即订了货。但货送到
以后，打开包装一看，全是零
件。听人说这玩意好难安装，特
别难调试。儿媳曾经学过无线
电，照说明书自己安装、固定
后，终于调到了中央电视台。

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
品尝着我们从家乡带来的各种
特制的传统点心，欣赏着春晚，
全球华人同步欢度传统节日的
气氛十分热烈。春节后，儿媳驾

车带我们游览了许多景点，并
给我们购买了一些衣服和纪念
品。我和老伴儿都非常感动。

儿媳与儿子十分相爱，但她
也有自己的生活原则，比如分
账，儿媳一直主张夫妻各自掌管
自己的工资；吃饭、交房租、买家
具、买车等，夫妻都要各付一半；
买衣服、化妆品等则要各付各的
账。儿子则认为，既然是一家人，
在花钱问题上就不该这样明算
账，但还是依了儿媳。

儿媳说 :“共同生活在
一个屋檐下，双方必须相互
理解，承认不同生活背景的
文化差异，相互尊重对方的
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爱的
发生和延续都存在于这个
基础上。”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土
窝，在美国呆了几个月，我们就
回国了，儿子、儿媳怕我们老两
口寂寞，每周都通过QQ视频聊
天。儿媳还经常把一些旅游时
拍的照片发给我们，有的还配
上音乐和解说，让我们开了眼
界，长了知识。洋儿媳一片孝心
使我们体会到了天伦之乐。

征文投稿信箱：qlwbxiaoxin
@163 .com

慢赏风景
几年前去台湾还要在香港

转机。那年去台湾参加一个期
刊展，我就在香港逗留了两天。

在香港，朋友接了我到几
处名胜游玩。泊车不便，朋友打
发司机回去了，我们二人搭地
铁、坐叮当车、乘轮渡转了大半
个香港，偶尔走路。这样感受香
港是很真切的。

走在香港的街道上，朋友步
履匆匆。我环顾四周，见街上的
行人也大多行色匆忙的样子。游
走了大半日，我有些吃力，渐渐
跟不上趟了，忍不住苦笑道，“阮
兄，平时也是这么急行军吗?咱
们景点少看点也无妨。”阮兄笑
笑，停住脚步，一句话“习惯了”。

香港人生活工作节奏快，从他们
的走路上我算是领教了。

原以为只有香港如此，前年
出差去南方参加一个研讨会，会
议的议程之一是参观一著名经
济开发区。在接待处，工作人员
几乎都是一溜小跑着忙前忙后，
弄得我们一行数人的行动也跟
着紧凑起来，感受了一番快节奏
的工作状态，只是苦了几位年长
者，颇有些吃不消。其实这些年
也能感觉得到，“最近比较忙”几
乎成为朋友、同事的常态。

但生活真的需要总是这么
匆忙吗？灵魂跟得上我们急促
的脚步吗？

每个人都习惯了自己的日

常作息，按部就班，晨出暮归，
每天都会忙忙碌碌。看着相似
的风景，按照相同的轨迹，重复
着每日的功课。天长日久，周而
复始，就像齿轮上的齿槽，必须
相互咬合着才能进行运转，而
我们芸芸众生差不多也就是一
个个齿槽。只不过运转得或润
滑，或有些生涩而已。陀螺无所
依靠，在寂寞的一个点上旋转，
单调的风景，重复的动作，不知
所终的归宿，它的内心一定充
满着孤独和茫然。一旦将麻木
看得习以为常，那么离庸庸碌
碌也就不远了。然而，谁又能轻
易逃脱这个窠臼呢？

改变，可能仅仅需要变换

一下思维的角度，就能达到焕
然一新的彼岸。试着踏上一条
陌生之路，做一次不太完美的
抵达，也许你会多绕两个弯道，
多一些你未曾知晓的荆棘，但
同时，你肯定会看到不一样的
风景。有时候，你仅仅需要放慢
自己的脚步，安步当车，或稍作
停留，让自己的内心不再浮躁。

我们行走得太急，身后的
影子总是依恋着过去，被我们
落得很远。步履匆匆，城市的街
景，乡村的风情，晨曦微露，落
日余晖，不经意间风景就在你
身边走过。让自己的脚步慢下
来，低头嗅嗅花草的清香，或许
你也能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修身漫谈】

□董兆林

【亲情相册】

【亲情绵绵】

变老了的父亲

□侯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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