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赵清华 美编：马晓迪 组版：陈华今 日 山 航 <<<< S05主打·策划

从慈母、严母到辣妈

细细数数时时光光里里的的
母母爱爱印印记记

五五月月，，繁繁花花似似
锦锦，，空空气气中中增增添添了了几几

分分浪浪漫漫气气息息，，刚刚刚刚过过去去
的的这这个个周周日日是是全全天天下下母母亲亲的的专专属属节节日日——母母

亲亲节节，，被被康康乃乃馨馨的的花花香香包包围围环环绕绕的的这这一一天天也也满满
是是温温馨馨。。母母亲亲，，这这两两个个字字一一经经组组合合，，便便传传递递着着伟伟大大
的的庄庄重重讯讯息息，，代代表表着着奉奉献献与与付付出出。。

或或是是艰艰苦苦岁岁月月含含辛辛茹茹苦苦拉拉扯扯大大孩孩子子的的慈慈
母母，，或或是是考考试试不不理理想想时时总总会会出出现现大大吼吼一一顿顿的的

严严母母，，或或是是工工作作带带娃娃两两不不误误的的时时尚尚辣辣妈妈，，
虽虽经经历历过过时时代代的的洗洗礼礼，，有有着着不不同同的的

特特点点，，可可她她们们都都有有一一个个共共同同的的
名名字字——母母亲亲。。

本报记者 高倩倩

慈母———
一人拉扯三个娃

只盼让孩子吃饱穿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不
饱穿不暖是很多人的时
代记忆。那个年代的
母亲，承担起的角
色多是用有限的
供应尽量让孩
子 们 吃 饱 穿
暖 ，任 劳 任 怨
的她们成了一
代“慈母”的代
表。

要在以前，
说 到 母 亲 节 ，8 2
岁的郑秀兰老人肯
定 会 摆 摆 手 说 ：不 知
道！这几年，每到五月的第
一个周末，儿女们总会一起回
家探望，母亲节这一天，也成了
除逢年过节和老太太生日之外
的另一个家庭聚会日，郑秀兰
老人也从儿女们的口中得知，
还有一个节日是专门给母亲过
的。

今年82岁的郑秀兰家住济
南市济阳县，因为上了年纪，腿
脚不是很灵便，再加之患有白
内障视力受损，放心不下的子
女们便轮流接老太太去照料。

“现在生活好了，和以前的苦日
子相比，现在是太享福了，哪想
到日子会过成现在这样啊？”郑
秀兰老人说，那个年代生活条
件差，父母生了十个孩子，只有
自己活下来了，本想婚后过好
日子孝敬父母，可三十六岁那
年，老伴就去世了，撇下她和三
个未成年的孩子，“那时大儿子
才13岁，当时都没想过会撑到
今天。”郑秀兰老人说，当时生
产队还未分地，她一个人去挣
工分养着三个孩子，一个咸鸡
蛋要分给三个人吃。裹过小脚
的她每天颤颤巍巍地到田里干
活，去井边挑水，“最不好过的
是冬天，井边结冰太滑，都忘了
摔过多少跟头了。”

父母、亲戚都劝她“再走一
步”，也就是改嫁，可看着三个
孩子，郑秀兰怎么也不肯，“带
着三个孩子肯定没人要，即便
有人要，也不会对孩子好，我一
个人再苦再难也得把他们拉扯
大。”

郑秀兰老人的小女儿王桂

莲今年也已45岁了，在她的记
忆中，母亲从未抱怨过“命苦”。

“那时我最小，可也已经八九岁
了，就记得只要母亲赶集上店，
我就跟着，不让去就哭，母亲从
来不焦不烦。”王桂莲说，母亲

去串门时，自己也要坚持
坐在母亲腿上，不

会 去 想 母 亲 干
了 一 天 活 很
累 ，一 旁 的
大 人 总 会
说 ，可 母
亲从来任
由 她 调
皮，“现在
想想，自己
那时真是太

不懂事了。”
如今，郑秀

兰 老 人 的 子 女 们
都已成家立业，她心中

的好日子也到来了。“不愁吃不
愁喝，子女们都挺孝顺，这就挺
好啊。”

严母———
烦了平地一声吼

关爱自在心中留

中国家庭一直存在着“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长
期以来，便形成了父亲高高在
上的威严形象，以及母亲温婉
亲切的慈母形象。近年来，由于
社会竞争激烈，“主外”的父亲
忙于在外打拼，将更多的家庭
责任交予母亲，很多时候家庭
教 育 都 是 母 亲 说 了
算 ，以 往 家 庭
中“ 严 父 慈
母 ”的 角
色 设 定
开 始
向“慈
父 严
母”转
变。

“ 我 妈
就 是 个
大嗓门，我
从小就是在她
的吼声中长大的。”
今年25岁的周凯说，直到现在
回家，起床晚了、房间乱了也还
是能听到母亲标志性的喊声从
隔壁房间传来，“我妈绝对是严
母，鉴定完毕。”

周凯说，母亲当年在一家
纺织厂上班，在当时也算是挺
好的单位，后来赶上国企改革
的下岗潮，母亲下岗了，一下无
所适从，就把全部精力放到了
孩子身上，“小时候不都调皮捣
蛋嘛，和别人家孩子打架、踢球
踢坏别人家玻璃，被人家找上
门的次数不计其数，我也免不
了被一顿暴揍。”周凯说，连吃
饭掉米粒都会被打手。后来父
母开始做广告牌生意，精力都
转向了店里，本以为终于“解脱
了”的自己却迎来了母亲更严
厉的管教。“不管店里生意多么
忙，她总会回来检查作业，有一
次我没写完作业，早上上学前
被她教训了一顿，在气头上的
妈妈把我身上的T恤扯坏了。”
周凯说，可下午自己就有了一
件新衣服，虽然是自己的错，但
也能感受到妈妈生气动手打他
后的关爱。

“打是亲，骂是爱，在我妈
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周凯说，
因为父母店里的生意越来越
忙，母亲“教训”自己的时间也
比以前少了。刚刚大学毕业的
他如今一个人在外地生活、工
作，时间久了，哪怕是电话里传
来“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天
凉了，注意加衣服”之类的话
语，都会让他格外想念严厉的
母亲，想念母亲的大嗓门。

辣妈———
我的生活我做主

工作带娃两不误

如今，越来越多的
80后女生加入到母亲
这个大群体中来，甚
至连90后母亲也陆
续带娃出街。时移
世易，她们宛如朝
霞 般 明 艳 清 新 的
鲜明个性和崭新气
质 ，一 再
将 传

统 视
线 转

移 ，将 固
有 观 念 刷
新 ，“ 辣 妈 ”
成了她们的
代名词，今年
2 6 岁 的 琳 琳
便是其中一位。

琳琳家住山东寿光市羊口
镇，前年荣升“宝妈”的她，除了
带娃、顾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
身份——— 微商，借助靠海的优
势，在微信上售卖麻辣蟹、皮皮
虾、海螺丝等海产品，别
看小本经营，她也
做得有声有色，

“谁说当妈就
得一心围着
孩子转，我
可 以 工 作
带娃两不
误。”琳琳
自 信 地
说，去年冬
天 之 前 ，她
是 一 名 全 职
妈妈，每天围着
孩子转，倒是享受
到亲子之乐，可她不满
足于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立
志要有属于自己的事业，综合
权衡之下，她选择了做微
商 ，既 能 赚 钱 又 能 带
娃，一举两得。

“因为婆婆家
靠海，也算是利
用 了 这 个 优
势 。”琳 琳 说 ，
刚开始只卖新
鲜 的 海 产 品 ，
天气转暖后才考
虑 做起了新品熟
食 。每 天 从 船 上 卸
货、清洗、上锅、装袋、
送货，琳琳每天
大部分时间都
围着这些转，
身 为 一 个 一
岁 多 孩 子 的
妈妈，她还
得 照 顾
孩 子 ，
虽 然
当

初信誓旦旦，可真正做起来，她
才发现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儿。

“刚开始很难，中间也无数
次想放弃，不过现在想想只要
坚持，持之以恒就没问题。”琳
琳说，目前新产品刚刚起步，

每天大约有 1 0 0— 2 0 0
份的订单。做了微商

后，认识了很多朋
友，多半都是宝
妈，她们可以分
享 育 儿 经 ，也
可以聊聊销售
经 验 ，小 店 最
初 起 步 时 ，也
多亏了代理们
的鼓励与支持，

“没有他们，我根
本就做不到今天。”

说到做微商以来的最
大变化，琳琳笑着说“与以

前当全职妈妈相比，我变得更
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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