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晓琳
发自德州

我常常以为，爷爷奶奶之
间是不讲什么爱情的，他们的
生活是平淡的，是委屈了自己
把爱都奉献给下一代的。“爱
情”于他们，远不如说成是彼
此相守的习惯和亲情。

那时候的包办婚姻，爷爷
奶奶第一次见面就定下终身
大事，我常好奇地问：“万一对

方不靠谱，自己不愿意怎么
办？”奶奶很认真地说：“那就
这样呗，定下来不能反悔。”这
种坚决多少掺杂了一种宿命
论，但仔细想来，抛去当时媒
人的介绍，两人也许是一见钟
情的。

今年7月份，爷爷心脏病
犯了，做了一次心脏大手术，
爷爷体谅奶奶，两人经常对
话：“照顾我，别把你累坏了。”

“你别想那么多，好好养病，快

点好起来就行。”
中秋节放假在家，每天奶

奶领着爷爷在院子里走几圈，
让爷爷慢慢恢复体力，两人手
挽手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
爷爷生病后，对奶奶的依赖越
来越深，有时候甚至他迷迷糊
糊睡梦中，都在找老伴儿。奶
奶睡觉也一改往日的习惯，经
常睡一会儿就赶紧起来瞧瞧。
这是我眼中看到的“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他们之间没有

承诺，没有年轻人所谓的“浪
漫的事”，却是一件件具体的
事。

多年前，岁数再年轻的时
候，我总以为那种轰轰烈烈，
让自己撕心裂肺的感情才能
称之为“爱情”。年幼无知，走
过的弯路，浪费的感情，看到的
故事，让我终于知道，爱情是实
实在在，不是嘴上随便说说，是
责任，是分担，是共享，是平淡，
是从容，是相伴一生。

爱爱是是彼彼此此相相守守的的亲亲情情

本报记者 宋祖锋
发自青岛

盼了很久，中秋假期终于
来了。

9月1日儿子第一天上幼
儿园，由于工作原因我把他留
在老家由父母照看，就算是开
学也没能相送，只能从电话那
头听到“找爸爸、找妈妈”的哭
喊声。为了弥补遗憾，5日下
午，我早早跟母亲打电话问到
儿子放学时间，买上他一直想
要的画写板，接他回家。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很快
传来，远远从教学楼里走出来
的儿子眼神也在大门口搜索
着，或许没有在熟悉的地方看
到熟悉身影，情绪略显失望。

“儿子！”我喊了一声，他先是
一愣，然后缓过神来，诺诺地
叫了一声“爸爸”，喜悦中夹着
一丝怨伤。

“破爸爸、破妈妈。”儿子
嘴里略带责备地嘟囔着，一
会儿说在学校里吃了什么，
一会儿又说自己在学校里认
识了几个小朋友，但是更多

的是炫耀他在学校长大懂事
了。

晚饭后，我俩在床上打
闹，儿子说自己是“超人”，而
我是“坏蛋”。他一直想把我打
败，我也配合着儿子一次次被

“打倒在地”，就这样一次次打
倒、起来、再打倒……嬉笑一
直充满着整个房间，妻子在一
旁看到我俩这么欢乐，也大笑
起来。我突然好想时间就此打
住，有亲人的地方才是家，不
管在哪里，你们永远住在我心
里。

叫叫““破破爸爸爸爸””，，是是儿儿子子在在想想我我

本报记者 董加民 发自济南

离开喧嚣的城市，回到农村老
家，每次都有不同感受、不同收获。

老爸今年65岁了，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读过私塾，经历过生产队。几
杯小酒下肚，不善言谈的老爸话多
了起来：“收割庄稼全是机械化，过
秋过麦一天就能把粮食收进家里，
不像以前用镰刀收割把人累得半
死。国家还给补助，给我们钱……只
要你们别让俺牵挂就行了！”

农民老爸没有高深的哲理，每
次都是这些一成不变的话语，质朴
中让人不难看出可怜天下父母心，
子孙的幸福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农民老爸：别让俺

牵挂你们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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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做完心脏手术后，奶奶始终相伴，不离左右。 本报记者 张晓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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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一起

漂泊的妈妈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发自济南

尽管我努力地做丰盛的菜品，
让羊肉汤努力接近家乡的味道，但
我依然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中秋节
里的妈妈并不那么快乐。三年了，妈
妈离家进城与我们一起生活。三年
里，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妈妈，努力
适应着城市里的一切以及我们有意
无意间的种种束缚，几乎是与她一
天天长大的孙女一样，一天天熟悉
这个环境和它的秩序。

我们努力让日子平静而称心，
而妈妈终究不能像孩子一样从无忧
开始，乐得无虑。这样的漂泊是有些
残酷的。

或是工作羁绊，或是他乡流离，越来越多的人远离父母至亲，在异乡打拼中只剩下自己。中秋终于可
以团聚，至深的亲情不再像人们形容它时那样只在纸上，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一声问候和几许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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