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美好，是一件很难的事
儿，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我家的阳台上种满了花花草
草，还养了乌龟、金鱼和泥鳅。每
天早晨起来，我第一件事儿就是
看看这些小生命，看花绽放的姿
态，看叶子葱葱的绿意，看乌龟和
小鱼戏水的欢快……美好就这样
轻易地来了。

烦恼是每天都有的，即便是
你不出门，也会滋生烦恼，要想有
美好的生活，就应当向花儿草儿
鱼儿龟儿学习。

你看见过花儿烦恼吗？你看
见过乌龟烦恼吗？就连泥鳅，我们
都看不见它的烦恼。

泥鳅的生命力很强，几天甚
至十几天不吃东西一样活蹦乱
跳，不见有一丝的惆怅和懊恼。

人就不行了，别说渴着饿
着，就是生活中稍稍有些不如意
不顺心就不高兴了，其后果，要
么向别人发难，要么自己作践自
己。

孔子是我们的道德之师，但
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么一个我
们心中的圣人，在鲁定公14年，他
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就把他的
办学竞争对手少正卯以“君子之
诛”杀死，暴尸三日。

古往今来，这样的人、事不胜
枚举，而在今天，因为一点点不美
好伤及自己的也屡见不鲜。

不久前，一个刚刚毕业的女
大学生因为暂时找不到一个工
作，就全裸爬上高压传输网自杀。
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青春靓丽，多
么美好啊，今后有多少美好的事
儿等着她啊，暂时遇不见美好，不
是一生就没有美好。

我们不去想，我们忘记这些
历史的、生活的负影响，只想美
好。

就像风和四处滋生的花草，
一阵狂风吹过，花儿落了，花枝折
了，但第二天，风再来，那些花草
又开出了新鲜的花朵，长出了嫩
绿的枝条，它们对着风笑，很和
气，好像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样，一点记恨都没有。

人能做到吗？做不到。人类
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不美好，
枪战、间谍战、细菌战、商战、舌
战、新闻战、肉搏战……都是因
为没有忘记昨天的历史中的那
些不美好。

顾城在《门前》一诗中写有这
么一段文字：我多么希望，有一个
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
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
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
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
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这幅画面，真的是十分美好。
生活里，我们天天可以看到门、早
晨、阳光、草、叶子……还有很多
很多美好的东西，可我们真正感
觉到它们的美好了吗？没有，我们
甚至因为追求因为梦想对它们视
而不见。

花花草草，阳光月亮，是教给
我们怎样遇见美好的老师。风风
雨雨以及泥泞、黑暗，我们经历
过，它们也都经历过，因为我们记
住了，所以我们少了很多美好，因
为它们忘记了、放下了，所以，它
们还会不息地释放出光和热，绽
放出美丽和精彩。

睁眼看到阳光，闭眼想到美
好，遇见美好，就这么简单。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投稿邮箱：qlwbjia@163 .com

父亲陪母亲走过了60年的艰难人
生，于2007年10月撒手人寰，撇下母亲孤
零零地来熬剩余的岁月。

父亲的丧事完毕，如何赡养母亲的
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兄弟姊妹面前。从最
小的儿子成家立业分门立户开始，父亲
和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已经十多年了。
此时，母亲78岁。

望着母亲苍老、悲伤的脸，我百感交
集。老人家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是怎样
走过来的呀！

母亲出生于1929年，解放前的二十年
经历的是饥荒、战乱；此后的三十年，又
是含辛茹苦，忍饥受冻；分田到户以后终
于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是不久心绞痛来
了，冠心病时常发作，每年都要住一两次
院，这给老人的心里蒙上了阴影。

母亲年轻时养育了八个子女(有两个
夭折了)，这众多子女的吃穿问题、患病孩
子的医疗问题、已成年子女的婚姻住房
问题，像一座座大山，需要多么坚强的脊
梁才能顶得起！

而我，欠母亲的最多。七八岁时生
病，是母亲的不放弃把我从死神手里夺
回来。快三十岁时，我的婚姻失败了，这
不仅给父母招来了误解和辱骂，还又把
另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父母肩上。

离婚是我提出的，因此，独自抚养女
儿而不要女方一分钱抚养费，我也就没
有任何怨言，我有这份担当。可是，命运
却跟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再婚的妻
子因为受不了谣言的中伤和侮辱，加上
当时背负的债务造成的家庭的窘境，这
一切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孩子我
没法带了，怎么办?

当我把六岁的女儿带到我的父母面
前，母亲长叹一声：“唉！你这个孩子
啊……”这一声叹息之后，父母便默默地
挑起了这额外的担子，一挑就是九年！

老人养育子女，把自己的心血一点

点沥干，无怨无悔。可是，等到年老了，需
要子女反哺的时候，子女们却有了各种
各样的借口！

我没有借口。即使从现在开始母亲
瘫痪在床三十年完全由我来照顾，我也
找不出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啊！

在噩梦中挣扎了多年以后，妻子振
作了起来。2007年，妻子办的幼儿园刚刚
迁址，仍在初创阶段，资金缺口很大，家
庭用度往往捉襟见肘。为了节省开支，家
中房子租赁了出去，我们就住在幼儿园
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我们把母亲接来了。再安一张床，拉
一道布帘子，把我们的床和母亲的床隔
开，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此时正是冬天。每天早晨，我们两口
子轮流早起生炉子。炉火旺起来，烟筒发
出呼呼的响声，炉口和炉底透出的红光
把仍然黑暗的屋子映得明亮起来。我想，
此时，母亲那颗瑟缩着的心一定舒展开
来，温暖起来。

那年冬天，电视台正在热播《闯关
东》，每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拥被而坐，
每集连续剧从头看到尾，看得非常入迷，
还常常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变迁发出感
叹。妻子不忙的时候就陪着她老人家看，
插空与婆婆交流几句。这种简单的娱乐
形式给母亲带来了欢乐。

在外上学的女儿假期回来，先到奶奶
跟前问候一声，老人便高兴得合不拢嘴了。

在这个忧伤、寒冷、漫长的冬天里，
我的母亲没有感到孤寂。

天气极度寒冷的时候，母亲的心脏
往往就承受不住了。我们就赶紧把她送
到小区门口的诊所去输液。杜大夫医术
挺高，服务态度又非常好。我们详细描述
一番母亲的病情以及用药情况，杜大夫
再结合自己的诊断下药。五六天或者一
星期，最多十天，母亲感觉大有好转，心

不再难受了，走路也有劲了。
母亲输液时，我们两口子如果都忙，

没法陪护老人，老人家看到我们为难，就
主动提出不需要陪护，说自己没事，别耽
误我们的工作。我也常常开导母亲，不用
太担心，人老了，身体的零部件都老化
了，这是正常现象，打打针就好了。杜大
夫、杜大夫的妻子和那里的护士在这种
情况下常常很爽快地承担起护理任务，
给我母亲倒水，帮我母亲上厕所。这让我
们非常感激，有时候想想，小诊所的这种
人性化服务往往比大医院要好得多呢！

打上十天针，花费五六百块钱，母亲
觉得心下不忍了，有时候会跟我说：“唉！
都这个年纪了，什么都不能干了，光花
钱，还活着干吗呢？”

这时我会跟母亲说：“娘啊！你八十
多的人了(最近几年也常常这么说)还能
自己穿衣吃饭，自己走路，头脑灵活，言
语利索，这不挺好的吗？这不就是我们儿
女的福吗？跟那些生了大病，一花就成千
上万的比，你这就不算有病，不算花钱
啊！跟那些瘫痪在床、屎尿都要别人擦洗
的比，我们很知足啊！”

风烛残年的母亲还在时时为别人着
想，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添负担。我们做
儿女的，惭愧啊！

母亲为我们付出全部的心血，我们
的回报，有母亲付出的万分之一吗？做儿
女的应该时时记住“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母亲！

征文投稿信箱：qlwbxiaoxin@163 .com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母亲

【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一门忠厚：小山村有座六合院

在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有一条郑
家胡同，胡同里有一户人家，进了大门以
后，竟然有二门、三门、四门等，一共有五
进院落、28间房子。房子的墙体采用等距
型压茬建造，石料采取风摆柳、黄瓜架、
一炷香、满天星等方式摆放，精打细琢，
镶嵌得格外好看。院子里还有牛屋、石
磨、石碾、石槽等。村里人称之为六合院，
是兄弟六家、30多人和睦相处的一个大
家庭。村里的70多岁的老会计郑义昌老
人向笔者讲述了这座六合院的来历。

这个院子是郑家哪一代祖先传下来
的，后人已经记不清了。到了清朝光绪年
间，传到了郑广恩这里。郑广恩老汉人品特
别好，自己辛劳一生，待乡邻像家人，虽然
自己生活很困难，但是尽可能地帮助别人，
特别是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都是忙前忙
后地张罗，在上九山村很受人尊敬。

郑广恩有六个儿子，按照行辈是
“堂”字辈，且放在名字的第二个字上，他
们的名字分别是郑鑑堂、郑锡堂、郑钺
堂、郑钦堂、郑铸堂、郑镕堂。

郑广恩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把孩
子拉扯大，后来，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给六
个儿子一个一个盖了房子，娶了媳妇。60

岁时，本该含饴弄孙了，但是由于操劳过
度，他不幸撒手人寰。

老人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大儿子

郑鑑堂觉得父亲辛辛苦苦熬这么一个家
庭不容易，无论如何家不能散了。长兄如
父，他应该自觉担起家庭的重担。老二郑
锡堂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有点儿文化，
老大就和老二商量怎么样维持这个家。
老二说，过去有名望的大户人家都有家
规家训，咱也制定几条家规家训，大家共
同遵守才行，老大觉得有理，集合了全家
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商量开了。

经过大家共同商议，确定了《郑氏家
训》：一是团结互助，家庭和睦；二是以农
为本，诚实经商；三是省吃俭用，勤俭持
家；四是识文解字，知书达理；五是尊老爱
幼，以孝为先；六是公正行善，坐正行端。

家规家训立好后，全家老少都要记
住，吃饭的时候，大人经常向孩子们灌
输，新娶来的媳妇也要婆婆们传授，全家
人谁也不能破了规矩。

虽然兄弟各家分灶吃饭，但是在一
起干活，经济上统算。老大管家，老大、老
二、老四在家里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就垒
砌地堰，保水保墒，还沤积肥。老三、老
五、老六出去做生意，卖姜、花椒、柿子、
大枣等，挣个活钱。价格随行就市，但是
不能缺斤短两。做买卖挣的钱归公，剩下
的钱就置买土地。

老大媳妇、老二媳妇则一起管理家务
事，带头勤俭持家，做完饭、刷完锅、喂好家

禽家畜之后，她们把家里的院子打扫得很
干净，还要带领媳妇们到坡里帮助男人们
干些农活。晚上还要磨面、纳鞋底、缝补衣
服。她们缝补衣服很有耐心，能够在补丁上
补补丁，有的一床被褥能有十几个补丁。

由于老二上过私塾，冬闲的时候，就
教全家人识字。教孩子们读《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对晚辈讲做人的道
理。解放初期的时候，村里开办识字班，
郑义昌那时候还没有上学，但是识了不
少字，被聘请为识字班的“小先生”。

在郑广恩老人病重的时候，郑鑑堂
带领六个兄弟端屎端尿，床前不离人。六
个媳妇，每天早晚请安，询问病情。好的
传统一辈传一辈，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这
样照顾老人。

他们家里虽然人多势众，但不仅不允
许自家人去欺负别人，还要主持邻里之间
的公道，不允许欺负人的事情在上九山村
发生。村里谁家有个纠纷，都愿意来求郑家
主持公道，那些爱占便宜、做坏事的人，到
了郑家门上就变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从“堂”字辈之后，他们给自己家立
的辈分是“仁、义、林、承、方，忠、厚、传、
家、远”。就这样过了一代又一代，村里人
都说他们一家是“六合院”、“厚大门”。

现在，六合院的后代们已经发展到
150多人，那个老石头院子再也住不开了，
他们都搬到了山下，各家都建起了新院
子，除了在上九村生活的后人，在外面上
学、做生意、当干部的也有许多。每年清
明节和春节的时候，无论多远，都要回到
上九村来，扫墓祭祖，凭吊先人，看看过
去的老屋，他们都说现在条件好了，但老
郑家的家规家训和老传统可不能丢，要
祖祖辈辈传下去。

六合院老郑家是上九山村淳朴民
风、忠厚人家的代表，也是千千万万中国
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

【我家家训】

□杨树林

【修身漫谈】

遇见美好
□杨福成

□杨艮

邹城市
石墙镇上九山
村郑家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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