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老街的老房子里，有一个油渍斑斑
的小木方桌。小方桌边，依然紧挨着两个
小方凳。

小方桌上摆放着我妈做的一荤一素。
泡菜炒肉、清炒菠菜，这是常上桌的一荤一
素。我爸就喜欢吃那一口最是下饭的泡菜
炒肉，那口稳稳当当立在厨房的陶瓷泡菜坛
子，是我奶奶传下来的，因为时间久了，它发
出古铜色一样的光芒。

3年前的秋天，爸从老街骑着白鹤远游
上云端去了。我妈做的一荤一素，就剩下她
瘪着嘴独自吞咽了。

冬天的晚上，风在城市高楼间来来回回
上上下下地刮，像是在呼喊着找人。我妈凌
晨打来电话，你来一下。我来到老房子，看
见妈呆立在阳台，正仰头怔怔地望云，黑云
堆积，天色沉重如铁。

妈指着云层说：“我昨晚梦见你爸了，他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天上云层里飘来飘去。”
我安慰她，妈，那是您心里的念头，日有所
思，夜有所梦。妈去柜子里拿出家里老影簿
打开，一张一张回忆着我爸的生前场景。

爸去世后，我妈一直坚持着住在老房

子里，老房子里，有我爸留下来的痕迹。我
多次恳求她：“妈，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
妈的口气怪怪的：“哎呀，你要写文章嘛，要
安静，我来了，不是影响你了么。”这和以前
的口气似乎不同。爸还在时，妈看见我整
日伏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着，中年的发
际线抬高了，地板上有了落发，她心疼不
已：“你写啥呀，不写不行吗，你爸活一天，
就给你攒钱一天。”

爸从单位退休，每月有退休金，爸妈一
直在辛苦地攒着钱。老街几家银行的职员，
都认得爸妈。我妈有次还给我爸下过一道
命令：“老头子啊，你起码要活到90岁，活一
年，就多给儿子他们留一点钱。”我爸觉得我
妈说得在理，我妈老会计一样盘算着我爸一
年的退休金收入。但我爸那天寻思着我妈
的话，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他起身在客
厅走了一圈，忿忿地说：“我活在世上，你们
就是看在我有退休金的份上么？”我妈回击：

“你多活一天，我就多照顾你一天，你当然要
为家里多作贡献才对。”我爸躺在沙发上，长
叹一口气：“你们这些人精啊！”

我爸没有服从我妈的命令，离84岁生日

还差1个多月时间，他就突发疾病启程去了
星辰闪耀的地方。

爸离开人世后，为了不让我妈在老房子
里睹物思人，我让妈来我家住上一段时间，
不到一周，她就嚷嚷着要回老房子里去住。
我送她去老房子，刚刚进门，我妈就伸出双
手，如鸟的翅膀缓缓张开，她用力地拥抱了
老墙，一块墙皮突然间落在了我妈肩上。我
妈当场就落泪了，她说，你爸爸啊，还住在这
里的。当天中午，我妈就做了一荤一素的饭
菜端上桌，喃喃呼唤着我爸回来一起吃饭。

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妈有天心血来
潮，她说想去养老院里住。她说，她去养老
院里看过，那些老人们整天唱歌跳舞，快快
乐乐生活，养老院里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0
多个，真是一个长寿的地方。

我尊重我妈的决定。于是收拾行李，送
她去城里的那家养老院。刚进养老院，几个
老头老太太就围了上来，他们做出花枝招展
的夸张动作，欢迎我妈入住。

我陪我妈去养老院吃第一顿午餐。100
多个老人整整齐齐坐在食堂餐桌两边，等
待炊事员给他们分送食物。吃饭时，食堂

顿时响起一片“沙、沙、沙”像蚕吃桑叶
发出的咀嚼声。一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
吃相各异，有两眼望着食物怔怔出神的，
有把假牙取下来放在桌上的，有吃饭时发
出一些奇怪哼哼声的，有突然把食物打翻
在地的。我妈怔怔地望着这些老人，她咀
嚼着食物，目光沉沉，眼眶变得愈发深了。

住了不到一个月，我有天去看妈，她已
收拾好行李，并挨个去跟院里的老人们道
别，一个老头儿还深情地拉住我妈的手眼泪
花花地唱起来：“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
两眼泪……”

我把妈从养老院接回家，问她，您为啥
不住那里了？我妈回答，我走了，老房子里
谁陪你爸回来吃饭啊？当天晚餐的小饭桌
上，摆放着清蒸肉丸子、大蒜苗炒胡萝卜，一
荤一素，再搭配两碗白米饭。

饭后，我妈从柜子里拿出老影集，摩挲
着我爸的黑白照片，感觉她深陷的眼眶里，
已把我爸深深地吸入到了她的心房。

老房子里灯影闪烁，妈妈做的一荤一
素，这是日子里的陈酿佳肴，妈妈，我要多陪
陪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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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母爱；有一个人，一生一世值
得我爱——母亲。五月，天空蔚蓝，山川瘦红肥绿，在这个美好的季
节里，有一个最美的节日——母亲节，而在我家，三代人的母亲节让
人温馨无限……

八旬老妈的母亲节。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而平凡的女人，
没有母亲十月怀胎的艰辛孕育，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母亲
是我们人生中第一任启蒙老师，是我们生命成长中的保护神，她像
一束柔和的阳光，温暖自己儿女，像蜡烛那样，牺牲自己，照亮着自
己的儿女。我降生时才不到四斤，因此从小就体弱多病，3岁那年冬
天，我因疾病被冻僵了，家里人都说不行了，母亲哭泣着将我捂在胸
前，抱着我冰天雪地里来到好几公里外的赤脚医生家，经过一天一
夜的抢救，我又活了过来，是伟大的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母亲
出生于上世纪 30年代，为了养育我们兄妹六个，也不知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罪，但母亲从无怨言。记得儿时，母亲几乎每几天给我
们做一顿鱼，那时做鱼虽然简单，油炒后加水煮熟即可，但却很香。
于是母亲节我回去决定改变烹饪方法，做最香的鱼给母亲吃。我的
堂弟在县城开饭店，红烧鱼是他饭店的“招牌菜”，我“拜师学艺”后
将买回来的新鲜鱼收拾干净，用少许盐、料酒、姜丝、白胡椒粉将鱼
腌起来，看看差不多到吃饭时间了，我便开始做鱼了。先给锅里倒
少许油煸香葱姜蒜，然后加入豆豉和豆瓣酱继续炒香，随后将腌制
好的鱼放入锅内，倒入少许清水，再加点盐、白糖、料酒，继续盖上锅
盖用文火慢烧。当汤汁烧开变浓稠时，再加入一点白胡椒粉和葱
花，这美味的“红烧鱼”便可出锅了，母亲尝了一口，赞道：“我的乖
乖，比大阿宝（堂弟乳名）饭店的红烧鱼都香啊！”

妻子的母亲节。妻子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由于身体的原因，她生孩子时两个都是剖宫产，身体非常虚弱。
我年轻时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经常出差不在家，于是，妻子一边工
作一边抚养教育一双儿女，如今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成家立业了，
虽不在身边，但时时惦记着养育他们的母亲，每到母亲节，他们的第
一个祝福便送给他们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五旬母亲。去年母亲节那
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忽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儿子的一个
高中同学手捧一束康乃馨站在门口……原来当天，在几千里之外工
作的儿子，委托同学在本地的花店买来鲜花送给他的妈妈。妻子当
时手捧康乃馨，满脸幸福地叫我给她拍照并第一时间发到朋友圈和
抖音上。而女儿则早在母亲节前两天，就快递过来新款华为手机，
作为母亲节的礼物，因为妻子的那款旧手机已经用了五六年了，虽
然不好使了，但一直舍不得换。女儿说，新手机刷抖音、玩快手，视
频聊天更方便。

女儿的母亲节。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沿海城市工作，当母亲也已
经六七年了，由于女婿是一名现役军人，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同时
女儿的公公前几年因病去世，年迈的婆婆在家还经营着几亩茶园，
因此培养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女儿的身上。知道妈妈的艰辛，乖巧的
外孙女虽然刚上一年级，但“人小鬼大”的她非常懂事，感恩母亲。
这几年的母亲节，从小有画画天赋并参加美术培训班的外孙女，每
到母亲节这天，都要画一幅美丽的画，并歪歪扭扭地写上“祝妈妈母
亲节快乐！”前年母亲节前一天，她偷偷用“私房”压岁钱，在小区楼
下饺子馆买了一份她妈妈最爱吃的饺子作为母亲节礼物。去年母
亲节，外孙女在送给她妈妈自己画的一幅画后，随即现场唱了一首

《听妈妈的话》。事后听女儿说，她事先并不知道她宝贝女儿的这个
节目，孩子瞒着她在学校里偷偷跟音乐老师学的，前后学唱了半个
月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爱如
阳光，温暖我们的成长，她们理应得到儿女们的无私回报。我家的
三代母亲，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困境，但作
为母亲的内核是一样的，是一种能够供养我们身心健康与精神驰骋
的力量和源泉……

三年前，母亲平静地离开了我们，她那亲切的音容笑貌，几十年
为家庭日夜操劳的往事，还有她的谆谆教诲，仍历历在目，成为我心
中永远的记忆。

山东胶东半岛的乳山县，是我母亲的家乡。17岁那年的春天，在
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母亲毅然在家乡报名参加了华东野战军，
随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上海的战斗
等。上世纪50年代，她与父亲辗转江苏多地，来到了江南古城镇江，
在这山清水秀的城市工作、生活了70年，镇江成为母亲的第二故乡。

母亲长期从事医务工作，常年上三班。父亲担任地区卫生部门
领导，整天开会学习，常到各个县乡农村检查工作，有时长达一两个
月。母亲承担了家中所有的家务，还要抚育我们四个子女。儿时的
记忆中，母亲总是一刻不停地忙碌着。每日里大盆洗搓衣裤，晾晒
被褥，清理卫生，买菜做饭，十分辛苦。每至炎炎夏日，当我们入睡
之时，母亲坐在床边为我们轻轻摇扇纳凉，驱赶蚊虫；入秋时节，她
千针万线地纳鞋底，编织毛衣，赶做棉袄，备好棉被；三九严寒，在冰
冷的水中，洗菜腌菜。夜深人静之时，还常见着母亲在微弱的灯光
下一针一线地缝补衣裤。

那年月，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粮食、肉蛋、布匹及日用品等均凭
票证限量购买。我们四个孩子都在长身体，饭量大，穿衣费。母亲
不惜花钱在市场买来高价米油，有一次还带着我乘坐火车去句容，
到下蜀公社供销合作社购买不要布票的粗纺布，为我们赶做衣服。

母亲善于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常将老大的衣裤缝改后，给老二
穿，又将老二的衣服修改后传给老三穿。为解决一大家人平时吃菜
的问题，母亲领着我们姐弟，在屋后荒地上锄草筑地，开垦出几垄菜
地，还向附近农民要来菜种及秧苗，种下各种蔬菜和瓜豆。从那时
起，我们开始学会了劳动。

母爱总是那么的无私和深沉。有一次，我和姐姐正在学校上
课，临放学时，天空电闪雷鸣，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在校门口
焦急地徘徊着，不知所措。这时，茫茫雨水中母亲熟悉的身影出现
了，她一手撑着伞，一手拿着一只油布伞，在泥泞的路上一脚高一脚
低地赶来。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三年自然
灾害困难时期，家中吃饭困难。母亲每日里把南瓜、山芋等掺杂在
饭锅里，每次吃饭时，尽量让我们多吃米饭，自己则在桌旁默默吞咽
着南瓜或山芋和极少的米饭。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患上了贫血症。

虽然母亲很忙，但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极严，特别是思想品德。要
求我们懂礼貌，讲诚实，千万不能说谎。有了错误，要敢于承认和改
正。每天晚上母亲必定要检查每个人的作业，她还常去学校与班主任
沟通，了解我们在校的表现。直至我长大进了工厂，母亲再三教导我：

“在厂里要听师傅和领导的话，不要怕吃苦，要勤奋，多学技术。”一个
个春秋过去了，我们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教育下，健康成长。我也
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参加工作后，牢记母亲的教导，爱岗敬业，吃苦
耐劳，刻苦钻研，积极进取，在生产一线努力奋斗，20多次受到表彰，
还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党组织，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母亲给了我生命，为了子女的成长付出了全部心血，陪伴我们
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母爱是那么的纯洁，似一股股流淌不息的清
泉，注入我心田；如和煦的阳光，一生温暖着我。

每个人对自己母亲的记忆都不尽
相同，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都是
忙碌的。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便
起床给一家人做早餐，几十年如一日
默默地操持着家中大大小小的家务，
毫无怨言。

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高三那一年，
我陷在题海里挣扎，压力太大，不仅
睡眠不好掉头发，情绪还很暴躁，那
一年我把最不好的情绪都给到了母
亲，但母亲却一直在我身边默默陪
伴。她很少用语言安慰，也许是她懂
得这种时刻语言是单薄苍白的，有些
路只能我自己走，硬着头皮挺过去就
好。只是那一年我们家的桌子椅子腿
上都被母亲装上了硅胶静音保护套，
她害怕做家务的时候挪动桌椅的声音
太大吵到我看书写作业；每天早上起
床都有母亲变着花样做的可口早餐，
她说学习的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每
天下晚自习校门口有母亲等候我的身
影，回家的那段路母亲都会牵着我的
手，路灯下我们母女的影子被拉得好
长；每天晚上睡前母亲都会热好牛奶
叮嘱我早点休息；高考那天母亲穿上
她珍藏许久的旗袍，只为给我加油；
我考完母亲抱着我留下泪水，和我说

“孩子辛苦了，无论结果如何妈妈都会
在你身边”……

母亲用她看似柔弱的肩膀，托起
了我对更美好、更广阔天地的向往。
让我知道，山那边的确是海，是无限
可能，而不只是山；让我明白，多读
书用知识不一定能换取万贯家财，却
能够有底气有选择的权利；让我懂
得，为梦想坚持，持续努力，是一件
很酷的事情。

记忆中的母亲，她无论什么事都为
我们着想，至于她自己，永远排在最后。

得知母亲生病入院的消息，还是过
年回家和父亲聊天时，他不小心说漏了
嘴，我满眼心疼地看向母亲，母亲却不
以为然地说：“别听你爸说，我没啥事，
小手术都过去了。”然后转头对父亲嗔
怪道：“孩子平时工作忙，离家又远，好
不容易过年一点假期带着外孙回来一
趟，大家高高兴兴的，就你话多，让孩子
担心。”父亲憨憨地受着母亲的唠叨，像
个做错事低着头的小孩，忙去厨房给母
亲打下手，我看着慈爱的他们，在一片
氤氲中红了双眼。

我从读书到工作，从结婚到生
子，这一路越走越远，对父母是亏欠
的。他们生病时我不能在床前伺候，
思念时只能电话视频问候，但他们却
害怕我工作忙，怕我嫌他们唠叨怕打
扰我，只希望我幸福快乐就好。

我生孩子前母亲坐火车来看我，本
来我说给她买高铁票，老人家非不舍
得，觉得我现在有家庭还要照顾孩
子，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她能自己搞定
的事情不用让我操心。把母亲接回家
后，她把随身带的几个超大的包包和袋
子打开，里面装的都是我爱吃的：有家
乡的豆皮、自家打的糍粑、腌制的辣白
菜、豆豉和豆腐乳、小咸菜、香菜葱
段、还有几百个土鸡蛋……总之，她把
她能想到的家里有的全部都拿给了
我，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她都不觉得
苦累，看着这些东西，我又一次红了
双眼。

我的母亲这大半辈子都没见过外
面的世界，都是围着灶台，围着儿
女，围着土地生活着，总觉得自己没
有多大成就，但在我心里母亲是这个
家最重要的存在。高尔基曾说“世界
上的一切光荣与骄傲，都来自母亲”。
我也如此啊，我身上所有的乐观豁
达，荣光与骄傲都是因为母亲，愿我
的母亲永远身体康健，喜乐安宁。

母亲是典型的农家妇女，没上过学，不
识字，可对流传于民间的俗语、谚语、歇后
语、谜语等记得又多又清楚，而且还能熟练
地运用。只是分不清它们的类别，在她那
里，通通都是“俗话说”。

母亲的“俗话说”，内容十分丰富，天
文、地理、风物、人情、道德、礼仪等等，无不
涉及，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明白了很多道
理。母亲教我看云识天气，说“云彩边有
毛，大雨来如潮”，“东西胡同雨，南北胡同
风，调斜胡同下满坑”；母亲教我知时令，她
说“春打六九头，五九尾”，“九尽杨花开”；
母亲教我明农事，她说“白露早，寒露迟，秋
分耩麦正当时”“麦抵芒种粱抵秋，过了霜
降刨芋头”；处亲，她说“亲戚别交财，交财
断往来”；处邻，她说“邻居好，赛金宝；家不
便，邻居串”。跟别人交流，她交代我：“一
句话能把人说笑，一句话能把人说跳”；希
望我节俭，她说：“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
斗”；反对我浪费，她说：“吃了不疼撒了疼，
老天看见不收成”……

这些“俗话说”并不是母亲刻意教给我
的，而是在平时和我交流中交代我、要求
我、叮嘱我、责备我时，随口说出的。

说实话，接受母亲这些“俗话说”也有
个过程。开始，因为叛逆，也曾对母亲的

“俗话说”不以为然，觉得这都是些“老一
套”，不值得注意，更不值得遵循，甚至还跟
她别着干，结果吃了不少苦头。

二十岁那年的一天，我一早起来准备

去赶集买地瓜干。集距我们家近四十里
路，又没有自行车，挑担来回得一整天。

一早起来上路，母亲也起来送我，走
出村子往东一看，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了——东方的天空好像着了火，那火的颜
色还不断变化着，一会红彤彤的，一会金灿
灿的，一会黄澄澄的……

母亲看了，对我说：“今天的集不能赶，
回家吧。”

“为什么？”
“俗话说‘清早烧，晌午浇’，今天有雨，

还下不小呢！”母亲肯定地说。
“昨晚收音机里播的天气预报，说今天

没雨！”我显然相信县气象站的预报，不信
母亲的“俗话说”。

“被雨淋出毛病来就麻烦了，别啰嗦，
赶紧回！”母亲一边说一边拉我的衣角。

“哪有这么厉害，你回吧，我去了——”
我挣脱母亲，跑走了。

事情不出母亲所料，晌午我刚买好五
十斤地瓜干，天就滴答了。我赶忙挑起担
子往家赶，没走到三里路，雨就下大了。上
不着村下不着店，想找个避雨的地方都没
有。一会，浑身就湿透了，衣服全贴在了身
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水顺着我的头发
一直往下流，我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
水。脚下全是泥，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我
本来力气就小，地瓜干被雨水泡了，越来越
重，担在肩上，压得我直咬牙。我负重冒雨
往家赶，深一脚浅一脚，一路不知摔了多少

跤，等到家，都半夜了。母亲看着浑身泥水
的我，直掉眼泪，喃喃地说：“俗话说‘不听
老人言，必定受颠连’……”

像这样吃苦头的事还有几次。苦头吃
多了，才觉得母亲的这些“俗话说”还真对，
还真有用。这些“俗话说”，不仅让我大受
裨益，收获颇多，还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少走了很多弯路、歧路，少犯很多错误。

她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让我
不断地上进；她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让我永远戒满；她的“肝花肠子心作主”，让
我一直自立。当我对前途茫然的时候，她
告诉我说“没有不明的天”；当我的意志消
退的时候，她鼓励我说“人活一口气，佛争
一炷香”；当我自我膨胀时，她批评我说“骡
子大了有人骑，人大了没人理”……直到现
在，我还铭记着老人家的“活到老，学到老，
人到八十还学巧”的“俗话说”，一直跟“高
科技”较劲。学会了忘，忘了再学，目前，电
脑、微信、支付宝等一般老年人望而却步的
东西，我基本上都能玩得转。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自我感觉
还差强人意：虽没大富大贵，却有碗饭吃；
虽没光宗耀祖，却也没给祖宗丢脸；虽没多
少亮点可圈可点，却也没有多少败笔可提
可数……自己认为，能活到这个份上，母亲
的“俗话说”功不可没。

现在，我已经把母亲的这些“俗话说”
整理出来，作为“传家宝”传授给儿子、孙
子，并希望他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五月初，立夏刚刚过去，走过古城街
巷，榴花衬着绿叶，池中小荷新生，清风吹
落陌上花，细雨润过枝头叶。一切都散发
着五月的清新，透着温馨的气息。在这个
美好的季节里，有一个最美的节日是“母亲
节”。时光的长河里，伟大的母亲们总以自
己的辛劳书写着不朽的传奇，破晓的晨曦
总是映照着她们忙碌的身影。

五月，是一年里最舒服的季节，也充满
了爱意。对于我们含蓄的中国人来说，很
少把“爱”表达出来，尤其是对自己的家
人。有时挺羡慕外国的孩子，他们随时可
以将“我爱你”说出口。而我们因为不好意
思表达，错过了多少句对妈妈的“我爱你”。

自长大以来，生活被越来越多人和事
填满，读书、工作、恋爱、结婚，不知不觉中，
留给母亲的时间越来越少。记得小时候，
还会用画笔画幅画在母亲节的这一天送给
妈妈。长大后啊，似乎越来越不知道怎么
表达。

其实，每个母亲都曾是弱不禁风的女
子，拥有脆弱胆怯的内心。而一旦她成为
母亲，她的内心就会被强大的母爱悄无声

息地占据着，这就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强”
的真实写照吧！

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母亲
的心里就书写下了我们每一次的欢笑和哭
泣；书写下了我们的喜好和不足；书写下了
我们每一次细小的变化；书写下了我们成
长路上的点点滴滴；书写下了我们生命的
历史和足迹！

纪伯伦说，人的嘴唇所能发出最美的
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我
的妈妈”。因为从孕育生命的那刻起，我们
就开始缔结一生的契约，彼此守护，唯一的
交换条件，就是爱。生命伟大的开始，皆来
源于母亲。一年四季分明，鲜花盛放有时，
唯爱永不凋零。一声妈妈，是全世界都听
得懂的呼唤；一生妈妈，是全世界最动听的
字眼。

时光如流水，岁月不饶人。当母亲逐
渐走向衰老的时候，她的心中一定有无尽
的想念和回忆，有无奈的孤独和寂寞，但是
她从不会向我们诉说和抱怨，因为她理解
儿女的忙碌和不易。这应该是天下所有母
亲忘我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吧？

冰心在《不为什么》里记载，有一次，幼
小的我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
我？”母亲温柔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
我的女儿！”妈妈的爱，在孕育中储蓄，在成
长中丰盈。我们在母爱里行走，不断支取
幸福，所以我们也应适时地开启双向奔赴，
陪妈妈一路披荆斩棘、打怪升级，一起走一
条浪漫似锦的花路。

龙应台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
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所以不要
在等待中留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遗憾，不要错过了恰好的时机，
留下无意义的叹息！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
食谱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握握她的手，
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当耳边再次
传来周杰伦熟悉的歌声时，我准备把“陪
伴”作为送给母亲的节日礼物，因为我知
道，这将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岁月悠长，
母爱绵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只愿，我们都能好好地珍惜和母亲相依相
守的幸福时光。

三代人的母亲节
□ 汪 志

母 爱
□ 雷晓明

妈妈的一荤一素
□ 李 晓

记忆中的母亲
□ 杨 锐

母亲节的“表白”
□ 徐 静

母亲的“俗话说”
□ 何怀银

母亲的笑容，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后天是母亲节，一组关于母亲的稿件，祝天下母

亲幸福平安。

周文静周文静 摄摄

情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