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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儿女对母亲的爱是涓涓
细流，那么母亲对儿女的爱就是那
浩瀚的海洋。当我身在异乡，当我
也拥有了自己的一双儿女时，当我
在心里咀嚼着母亲那三十多年来对
我那份厚重无私的爱时，我才算真
正读懂了母亲。

记得孩提时我们姊妹四个，还
尚年幼，父亲又在部队工作，家里
的所有重担都落在母亲肩上。母亲
总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可
是她没有抱怨，总是笑容可掬。无
论再忙再累，我们的衣着装束总是
干净整洁。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她用
自己的言行在教导我如何做人做
事，年幼的我总嫌母亲爱唠叨。现
在想起来，我忽略了多少值得聆听
的日子啊！当我离开母亲，来到几
百里之外的异地他乡，才深感聆听
母亲的教诲是最珍贵的幸福。当我
独自面对人生的各种境遇，无处诉
说的时候，才知道母亲的爱是世界
上最温暖的心灵鸡汤。

那是一个深秋的季节，我接到
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我，她很想
我，她那段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
的，现在没事了。简短的几句话，
我怔住了，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
来。我恨自己这段时间竟没有给家

里打个电话，问问家里有什么事没
有。原来母亲在晚上出去时，不小
心被大货车撞了，已经五十多天
了，当时她给我们姊妹四个谁都没
讲。我能想像到，母亲生育了四个
孩子，在自己最疼痛最煎熬的日子
里，在身体不能动的情形下，除了
父亲的陪伴，她最怕拖累我们，怕
我们操心，就独自承受这一切。我
心里不由地有一种酸涩，不知为自
己还是为母亲。真想立即赶回去为
母亲做几顿可口的饭菜，为他洗几
件衣服。我不知道母亲躺在病床上
的寂寞是怎样排遣的，只知道我们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看望母亲了，悔
恨和歉疚涌上心头。

有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
着，突然就想家了，想念几百里之
外的双亲。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
的是母亲，她吃了一惊：“出了什么
事儿？”我赶紧说：“没事。刚才突
然想家了，想说说话”。“说什么
话，深更半夜的，怎么不好好睡觉
呢！孩子好吗？”母亲的责怪充满关
爱。她叮咛我要认真工作，好好过
日子，让我寄个全家照给她。我半
天无语，沉浸在母爱的安静中。最
后我说：“时间不早了。妈你睡觉
吧！”母亲稍停了一下说：“是不早
了，你也早些休息了，对了，明天

上班一定要带上雨伞，你那边有
雨。”“你怎么知道的？”“从电视上
的天气预报上看的。”放下电话，我
怎么也睡不着了，在遥远的家里，
母亲时刻关注我这边的阴晴冷暖，
惦念着我的心情，提醒着我的工作
和生活。

与母亲夜晚谈话的第二天，果
真下起了雨，全单位只有我一个人
带伞，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我站
在窗前，窗外大雨如注，我不知道
母亲那边是否天晴或下雨，但我知
道她一定会站在窗前，望着我这
边。也许，这就是母子心灵感应。

当我买房经济拮据的时候，母
亲跑老远的路到我这里，把节衣缩
食的几万元钱都给了我，还不住的
说就这些，先拿着，一副很惭愧的
样子。母亲在我这里小住的日子，
总给我做我爱吃的家常饭菜，让我
感受家的味道。当我有时心情郁
闷不畅意的时候，母亲总是在我旁
边宽慰着我，让我乐观面对眼前
的一切。

哦！母亲的爱是一把温暖的
伞，一直护佑着我；母亲的爱是风
筝，无论我飞得再高再远，也会牵
引着我；母亲的爱是我永远思念的
情怀。正是因为这份爱，我人生的
天空才变得一片湛蓝，灿烂如花！

母 爱 是 一 把 伞
张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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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后来，我才无意间知道，其实女

婿不是很认可我在这里长住，一直跟
我的女儿闹意见，我来了他们夫妻俩
都分床睡。他们夫妻意见不合，我在
女儿家也住得不是很舒心，有种寄人
篱下的感觉，不用我做饭，也不用打
扫卫生，全都女儿搞定，而我就天天
傻愣愣的，到点吃饭，到点睡觉，然
后时常遇到他们夫妻争吵，也时常受
到女婿白眼。所以，在女儿家，我没
住多久，才一个月多点就走了。

回自己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算
好时间，我又去了西安大儿子家。对
于大儿子，我是带着十足信心去的，
我觉得大儿子是不会让我不自在的，
毕竟大儿子的房子，我也出了十多
万，虽然是偷偷出的，没让其他子女
知道，但大儿子的房子，也可以说有
我的一席之地的。

然而，真到了大儿子家后，却让
我失望透了。我在大儿子家住，夫妻
俩都没啥意见，但就是对我有种不闻
不问的感觉，虽然每天给我饭吃，给
我地方睡觉，却没有多少关心。每天
他们和我交流很少，他们上班就让我
一个人呆在像鸡笼一样的高楼里，下

了班他们不是各自回房，就是看电视
玩手机，短暂的同桌吃饭，也是吧唧
吃完就走了，有话说也是他们年轻人
的事。我来的第二个月生病了，在床
上趟了好几天，大儿子虽然会来问候
我，但也是不冷不热的，问我要不要
去医院，我说再看看，结果大儿子就
没再问过。每天就把饭菜送我房间
里，茶水倒满，然后他们就各自过着
各自的，一点也不把我的病当回事。
幸好，我这只是小毛病，休息够了就
没啥事。

在大儿子家，我住得最久，足足
住了快 5 个月，但也还是以失望收
场。感觉在大儿子家住，就像自己在
家独居一样，只不过多了几个不闻不
问的宿友。就这样，我从大儿子家离
开了，并且再也没有想过去儿女家轮
流养老。

而在这不到一年的轮流养老生活
里，让老郝发现了一个很扎心的现
实：“人老了，在儿女家住就如同要
饭一样！”他们的确没有不孝，一个
个都肯留老人同住，但是却一个个应
付了事一样，留老人只不过是多添一
副碗筷，生活开销多费点钱而已，对
老人一直没有那种用心尽孝，诚心给

养老的态度。
外人看老郝在三个儿女家住了个

遍，羡慕极了，可他却如同乞丐一样，
挨家要饭要了个遍。没有享受什么福
气，却吃了一肚子的憋屈。这样的生
活，很悲催，比一个人生活还难过。

所以，他就决定回归到老家，一
个人独居时，他虽然过得不是很如
意，但也感觉比儿女家更有归属感，
至少这个家，是他自己的，他可以潇
洒自如地活着。

小院虽然不大，却充满了情趣，
给老郝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为了修心养性，他在小院里种
花、种菜、养鸟，闲了出去到外面晒
晒太阳，与村人谝谝闲话，无不让他
清欢逍遥！

时光如流，平淡的日子一天一
天的过着，不急不慢，老郝不忧不
慌，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离开这个
世界，起码自己不会现在离开这个
世界……

可是，没有想到，老郝却溘然长
逝了。

（完）
（有兴趣阅读该文完整内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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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岳峰

编者按：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新时期，老年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
养老方式，既能保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又能获得适当的照顾和关爱？年轻人应该如何对待老人的赡养问题？今天，
“稷园副刊”特别推出的《养老奇遇》这篇文章，贴近现实，真情感人，扣人心弦，发人深思。由于版面所限，本报
将分四期连续刊发。今天刊发第四期。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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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的园艺爱好者来
说，铁筷子这种花也是非常的
陌生。然而在万木凋零的冬
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
中草药园的唐棣树下唯独铁筷子
静静的绽放，裙子般的花朵半低
着头，粉红色的花瓣，带着少女
般的娇羞和温柔，她那独特的
温婉气质让人难以忘怀。

“铁骨铮铮怎唤云，昂然
冬绽却言春。冠名岂掩倾城
貌，本是天宫仙子身。”在严
寒的冬天，铁筷子的茎秆都冻
硬了，冰雪融化后又能开花，
花瓣周围带着褶皱的裙摆，像
风铃花也像铁线莲，却比风铃
花多了明媚，比铁线莲少了妖
艳。杂交的铁筷子有着鲜艳的
色彩和复色花型，花颜含羞，
如露着雪白颈脖的芭蕾舞女
孩，惦着脚尖低头浅笑，在酷
寒的隆冬给人们带来阳光般的
温暖。

杨凌冬日的傍晚时分，晚霞已托不住沉重
的夕阳，夜幕即将降临。我感受着铁筷子的温

柔和阳光般的温暖，思考着本来不该思考的生
命的意义……在微弱的光线下，我看着一群穿
着橘红色反光背心的人，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
——绿化工人。从这些绿化工人的影子里，我
仿佛看到了每天黎明前就开始挥动着扫把的环
卫工，他们在多少个日子里，在凄冷未明的街
道上，在滂沱雨中的水篦旁，在有需要的每个
角落里，都能见到他们劳作的身影。在冰天雪
地里，难道在他们身上不也萦绕着铁筷子的影
子吗？

“百花争艳谁夺魁？历尽风霜始觉真。”看
似不起眼的花，普通平凡的人，才是这个世界
上最瞩目的焦点。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在滴水成冰的
冬季，大部分的花草披着大地的棉被深埋地下
的时候，铁筷子傲立于风霜之中依然绽放，它
才是最美丽的花朵；大部分人都蜷缩在温暖的
床榻上，一群人不畏寒冷不畏艰辛，燃烧着自
己的能量坚守初衷和梦想后依然微笑，给他人
创造出美丽的环境与美好的生活，他们才是最
可爱的人。

皑皑雪地里，铁筷子始终踮起脚尖低着头
微笑，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娇羞；环卫工低
着头一直挥动着扫把，那一低头的温暖，是世
间最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