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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家家人人都都把把孝孝顺顺当当成成了了习习惯惯
晒晒归德镇退休教师老马家的孝亲故事

父亲的孝顺，我是听家族
里一位奶奶说的。

我爷爷去世得早，1955年，
60岁的奶奶得了食道癌。那时
农村缺医少药，父亲独自牵着
毛驴到离家60里地外的齐河
县胡官屯请了一位老中医。老
中医给奶奶诊断后，开了20多
服中药，差不多花掉了家里一

多半积蓄，可奶奶依然没有痊
愈。

父亲心里明白，奶奶很难
再好起来，就一直陪伴左右，形
影不离地照顾老人。每次给奶
奶熬好药，父亲总要自己先尝
一口，烫不烫嘴，苦不苦，等合
口了再喂给奶奶。奶奶吞咽东
西困难，父亲就把食物嚼碎，或

用勺子，或用手指一点一点地
喂给老人。那段时间，父亲倾尽
所能，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积
蓄，保证好奶奶的衣食起居，为
的就是让老人多活几年，多享
些福。

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父
亲一直守候在老人身边，晚上
不放心，他就坐在炕边（现在用

的是床，过去睡的是用土坯垒
的炕）看着奶奶，困极了趴下打
会儿盹，奶奶醒了他再起来忙
活。父亲就这样日夜陪伴，直到
奶奶咽下最后一口气。在我们
村街坊邻居间至今还传着一句
夸我父亲孝顺的顺口溜，“古有
王小冰鱼孝母，现有马家炕头
孝母”。

我的妻子算是一个孝顺儿
媳，她对公婆的好，用句歇后语
就是“光白的馍馍——— 没说
的”。

我妻子家里姊妹五个，她
是老大，为了照看弟弟妹妹，
她放弃上学的机会，1 3岁时
就像大人一样下地干活挣工
分（当时是生产队），凭工分
分到粮食。在种地的同时，她
还到沙河里筛沙，给汽车装卸
货物，这样能额外领到几毛钱
补助。当时作为一个未出嫁的
姑娘，妻子真是为家里出了
力。

妻子17岁时与我订婚。当
时我还在上学，和我一起长大
的伙伴都找到了媳妇，父母一
时着急，就给我定了亲事。我20
岁时，和妻子结了婚，俗话说

“再好的儿媳也不是女儿，再亲
的婆婆也不是亲娘。”在同一屋

檐下，勺子难免会碰到锅沿，说
实话，婚前我一直在担心母亲
与妻子之间的关系能否融洽。
但很快，妻子用实际行动打消
了我的顾虑。结婚当天，妻子就
主动给公婆拿尿盆、铺床铺，第
二天早起做饭……这么多年
来，妻子始终把我父母当成亲
生父母来伺候，直到两位老人
百年。

1974年，父亲因胃癌在济
南西郊医院做了手术，胃被切
去了五分之四，术后又进行了
半年化疗。当时，我在学校教
书，那么多学生根本离不开我，
家里的担子就全落在了妻子身
上，她要同时伺候患病的公婆，
照顾孩子上学，下地干活，还得
操持着家里的其他杂事，一天
到晚，没个闲时候。那时候，妻
子瘦得只有八九十斤，但她从
没向我埋怨过一句，所有苦，她

都自己扛下了。
1982年秋，我父亲又得了

一种怪病。每天一到下午三点
多钟，老人就浑身发冷，开始哆
嗦，胸部胀痛得很，厉害时，在
床上难受得直打滚儿。当时我
不在家，是妻子把老人送到了
医院。经过化验、透视等检查
后，大夫说：“老人的癌症转移
了，肺部又出现阴影，成了肺
癌。”这次父亲彻底瘫痪了，吃
喝拉撒都得在床上。

我忙着在学校教书，平常
实在抽不开身，伺候老父亲吃
喝拉撒又得全靠妻子。父亲拉
尿不能自理，每次弄脏衣服、床
铺，都得由妻子洗刷。起初父亲
很别扭，儿媳妇给老公公擦身
子让他感觉很不好意思。妻子
觉察出来了，就主动给父亲说：

“您不用不好意思，都是一家
人，您有病不能动弹了，光仁又

不在家，我不伺候谁伺候，这是
晚辈应该做的，没啥。”妻子的
通情达理、孝顺，感动得父亲偷
偷流泪，老人私下里给我说过

“俺这辈子虽然没闺女，但儿媳
妇比亲闺女还孝顺！

在农村有句俗语，“好儿不
如好儿媳”。娶一个贤惠、孝顺
的好儿媳，胜似拥有万两黄金，
全家能幸福一辈子。这说法一
点也不夸张，在婚后相处的27
年里，妻子和我父母之间从没
红过一次脸，更没吵过一次嘴，
不是老人脾气好，而是妻子懂
得忍让。

当然，妻子也有“毛病”，就
是爱唠叨，有时真让我心烦，可
我一想起妻子的孝顺，平时对
父母这么好，我也就笑笑了事，
再说，我俩都快60岁的人了，应
过淡然且平静的生活，幸福地
相守走下去。

父亲守着炕头伺候奶奶

孝儿媳感动得父亲偷偷流泪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典
型的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
勤劳善良、朴实正直，有着
淳朴的孝亲敬老观念，一代
一代传承着，无论是我的父
母，我和妻子，还是我的孩
子，都把孝顺当成了习惯。”
近日，归德镇退休教师马光
仁向我们讲述了他家的孝
亲故事。

头条链接

人杰地灵的长清是孝子故
里，郭巨埋儿的故事就起源于
这里。这个二十四孝故事之一
虽然孝得有违人伦，但中华民
族崇尚孝道、尊老敬老的优秀
传统，是凝结成儒家文化和中
华文明的主体，从来没有被抛
弃过。孝与忠一起构成中国千
百年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两
大精神根基。今天的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更离不开忠孝
两字。孝是对老人和长者的尊
敬，忠是对事业和信仰的坚
守。离开忠孝，我们的文明便
堕入虚无，一切皆无从谈起。

弘扬孝道是传承中华文明
的重要渠道，是媒体的责任担
当。孝子故里不乏孝亲人物，在
采访中，许多长清孝子给了我
们难得的感动。这些草根人物
生活得平凡普通，却演绎出了
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伟大。在
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和长清
饮用水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推出这一系列报道，向
这些孝亲人物致敬，为他们喝
彩，同时希望读者关注身边的
平凡，挖掘和发现更多的孝亲
人物。

如果您身边也有令人感动
的孝亲人物，请告诉我们。我们
栏 目 记 者 的 电 话 是
1 8 3 5 4 1 6 7 0 8 6 ，办公电话是
15706411177。

孝子故里孝道人

请推荐“身边孝子”

本报10月29日讯（通讯员
周萍萍） 本报4月3日的《孝子
故里孝道人》栏目中，曾讲述过
孝里镇广里店村村民孙宗珍替
亡夫照顾年迈公婆的故事，引
发了社会关注。近日，在由省老

龄办主办的山东省第十届“十
大孝星”评选活动中，孝顺儿媳
孙 宗 珍 被 评 为 全 省“ 十 大 孝
星”。

2009年，孙宗珍的丈夫因车
祸去世，原本温馨的家庭陷入困

境。当时年仅29岁的孙宗珍，为
了照顾年近六旬又体弱多病的
公婆，毅然留了下来。她把公婆
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独自照顾
两位老人的衣食起居。

在家人的多次劝说下，孙宗

珍才重新嫁人。为了更好地照顾
原公婆，夫妻俩婚后不久，又与
老人生活在一起。在妻子的带动
下，毫无血缘关系的“上门女婿”
顾刚对两位老人也是孝顺有加，
得到了街坊邻居的称赞。

口述人：归德镇退休教师 马光仁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帅

在我们家，老人的要求，只
要儿女能做到的，我们都会尽
力满足，不让老人有遗憾。

在我屋的抽屉里，至今还
放着6张褶皱不堪的1965年版
的10元人民币，这可不是我特
意收藏的，而是我父母当年挣
的“血汗钱”。关于这60块钱，还
有一段故事。

那是2000年10月的一天，
我下班回家后，来到母亲的屋
里（母亲当时已经85岁了）。平
常母亲见我都很高兴，但这次
老人家一直板着脸，我很纳闷
儿。我问她：“娘，今天身体不得
劲吗？”母亲说：“俺好好的，哪
儿都好。”“那为么今天不高兴

啊?谁惹您生气来？”母亲叹了
一口气：“这都怪俺自己，头好
几个月，你大娘就告诉俺，30年
前印的钱现在不能用了，俺一
直没当回事儿。昨天晚上，俺从
箱子底下找出以前特意放的6
张票子，今天下午去两家银行

（农行、信用社）兑换，可人家说
啥也不给换！这60块钱俺和你
爹攒了三年，一直压在箱子底，
从没舍得花，现在花不出去了，
多可惜啊。”母亲一边说一边
哭。

我父母都是会过日子的
人，为了我弟兄俩成家立业，二
老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没乱花
过一分钱。后来，我们弟兄俩都

成了家，日子过得都不错，父母
也跟着享起了清福，吃喝花不
愁，手里钱不缺，可母亲为啥这
么在乎这60块钱呢？母亲告诉
我，这60块钱是父亲和她辛辛
苦苦攒的血汗钱，是拿汗珠子
换来的。她舍不得花掉，是对过
去辛酸日子的一个回忆。60块
钱不能当钱花了，失去了价值，
母亲感到自己挣的血汗钱打了
水漂，她心里难受。

我安慰她，“娘，别难过了，
我和银行的人熟，明天我去给
您兑换，保准换6张崭新的票
子。”我接过母亲的60块钱，这6
张票子已褶皱得很厉害，是
1965年版第三套人民币，2000

年7月1日已经停止流通使用，
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我骗她
说：“娘，这钱能换。”听了我的
话，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
容，“能换就好，俺就怕瞎到手
里。”

我知道这60块钱已是“历
史文物”，但我还得接着“骗”母
亲。第二天，我从工资卡里取了
60块钱，并特地让银行工作人
员给我找了6张新人民币。中午
下班后，我把钱塞到母亲手里，
老人家高兴坏了。

这6张旧版人民币浸含着
父母的血汗，让母亲高兴过，也
让母亲伤心过，我将好好保存，
永记父母的恩德。

孙宗珍被评为

全省“十大孝星”

我自掏腰包“换”父母的血汗钱

▲马光仁与父亲、母亲、妻
子（从右至左）在儿子结婚典礼
上的合影。 马光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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