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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共传好家风
■高英

家风故事

“双争”有我 家风传承
2023 年沧州市善美家风故事

【秋雨】

秋雨虽让人感到悲凉，
但是依旧滋润着万物。大抵
因为心里的愁，人才有生长
的勇气。一场秋雨一场寒，只
是岁月依旧无动于衷。任肩
膀逐渐厚重，秋雨依旧。

——周文恒

微
写

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面对一轮秋月慢慢地爬
上树梢，我坐在老家的屋檐
下，陷入了一种沉思，想月亮
为何在孤独中释放出冷意。
它滑过秋后的枝叶，滑过土
砖老屋的瓦檐，滑过邻家钢
筋水泥砌成的坚固的墙面，
带着直袭之意而来。我抬头
望月，秋月上了枝头，也上了
我的心头。

——石泽丰

【秋月】

母亲和土地
■杨琳

【落叶之美】
落叶飘落在秋风里，它们

像一群缤纷的蝴蝶，翩翩起舞。
它们从树上轻轻飘落下来，慢
慢地覆盖了整个大地，层林尽
染。我踩着这些落叶，发出咯吱
咯吱的声音。这声音像是大自
然在耳边低语，让我感受到了
生命的美妙。我闭上眼睛，聆听
着这美妙的声音，仿佛身临其
境。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

——王文咏

母亲今年8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
地。从年轻时起，她除干家务活外，大部分时间都
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节令在土地上耕作。

从我记事起，我们的衣食日用都来源于我们
村前村后那几片土地。那几片土地上既种过瓜果
蔬菜，也种过棉花黍子。这几年根据土壤结构，主
要以种小麦、玉米为主。

小时候，直到现在我都在不停地苦想：这大片
大片的土地，怎么就能长出那么多庄稼？经历冬
天，虽大部分枯萎死去，但一到春天，它们又都开
始发芽、顶破土壤葳蕤地生长。而且种什么出什
么、长什么结什么，像魔术一样变化神奇，难道它
里面有什么玄机？

记得在我五六岁时，因为好奇，我曾把母亲刚
耕种过的土地用手偷偷刨了个底朝天，总想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可想而知，我刨出来的除几
粒种子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土还是土，只是略带
点湿润而已。这个愚蠢的举动使我大失所望，百思
不得其解。

如今，母亲依然闲不住，热爱劳动，不愿把有
限的时光虚度。她经常说：“人活着，就得干活，就
得活动。一旦不干活了，不活动了，人这一世也就
走到头了。”她这样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们
下地，她也下地，无论酷暑严寒，挡也挡不住。我们
做儿女的实在不忍心，曾千方百计想说服她，想改
变她固执的想法，可我们的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

无奈，我和妻子、姐姐商量，只能对母亲约法
三章。那就是责任田六亩地，归我和妻子儿子收种
管理。门前一分多地的菜园让母亲亲自料理，但翻
地等力气活由我们来干。这一来，母亲十分高兴，
她把全部精力用在了菜园上。施肥、栽苗、下种、浇
水等活她样样在行，而且都早早干完，根本没有我
们插手的机会。

小小菜园，母亲完全承包了。经她一番辛勤不
辍的精心劳作、呵护，每样菜都长得个大、肉厚。我
家五口人，再怎样吃也吃不完，母亲就叫左邻右舍
都来采摘，或者送给亲戚朋友。

看着这些吃不完的蔬菜，母亲十分感慨地
说：“这土地啊就是个宝，只要有肥有水，它啥
都给你长。你看这些瓜呀果呀，就是这土地生长
出的儿女……”母亲这番平常的话语，使我思绪万
千。是的，我们这帮儿女，哪个不是母亲用她博大
的胸怀、用她甘甜的乳汁、用她无私的奉献养育成
人？母亲的恩德何其伟大啊！我想，母亲实在像那
厚重、广袤无垠的土地，而父亲就是天上那不倦的
太阳。

幸福的暗号
■刘英

最近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视频：一位老人再三被儿子叮嘱
不要给孙子零花钱，但她却在四
下没人时悄悄塞给孙子零花钱，
那场景像极了特务接头。看到这
一幕，我不由地想到我与外婆之
间的暗号。

母亲当年就嫁在同村，跟三个
舅舅和外婆住得很近。我小时候非
常顽皮，尤其是有外婆的独宠，让我
在村里肆无忌惮地干“坏事”。比如，
把二舅拴在树桩上的牛给悄悄放
了，害得二舅在后山满山遍野地找；
大舅家母鸡在孵蛋，我会偷偷在鸡
窝里放几个鹅卵石，或者把鸡蛋涂
上跟鸡窝一样的颜色，让眼神不好
的大舅在鸡窝旁一遍又一遍地数鸡
蛋……

每次，母亲必然拿着一根细长
的藤条追打我。从大舅的屋前追到
二舅家门口，再追到三舅的屋后。母
亲一边追，还一边大声地骂我，一声
比一声大。这时，外婆则在母亲的后
面，用她那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在后
面追。

母亲跑不过我，外婆也追不上
母亲。但每次外婆看到母亲追着要
打我的架势，她就十分担心。于是，

外婆悄悄跟我说，以后你母亲再追
着打你，就来找外婆。

有一次，我正好被母亲抓了一
个正着，还好被外婆拦住，没有挨
打。于是，外婆以咳嗽为暗号，在我
躲藏的时候，如果母亲真的走开，外
婆就以咳嗽三声给我通风报信。而
外婆的咳嗽声，伴随我整个童年，让
我至今难忘。

后来，我在外地工作结婚安了
家。因为离家太远，所以很少回老
家。我一有时间，就会给外婆打电
话。可是外婆耳朵有些背了，总是听
不清楚我说什么。于是，我开始以咳
嗽作为我跟外婆的暗号。咳嗽一声，
表示我想她了；咳嗽两声，是叮嘱外
婆要注意增减衣物；连续咳嗽三声，
让外婆给我分享一下她最近遇到的
高兴的事，咳嗽四声……

有次跟单位同事一起下班，路
上接到外婆的电话。整个通话过程
中，我除一直咳嗽以外，几乎一个字
都没有说。挂了电话，同事问我咋接
个电话一直咳嗽不停，难道是哪里
不舒服?

我笑着给同事讲了我跟外婆的
暗语，同事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
和你外婆都是幸福的人。”

花开诗旅

秋耕
■丁太如

收回秋日窥视的目光
犹如合上一本沉甸甸的诗集
从遥远水域走来的诱惑
响彻深居简出的日子

烂熟于心的节气
定格了麦子播种的时令
来不得一点含糊
种子与土地的结合
便决定了永远的相依相伴

残留在字里行间的文字
无法承载生命的波动
穿越土层的耕耘
追逐一种飘入内心的萌动
锃亮的农具跃跃欲试

从生根发芽到成熟收获
是一种多姿多彩的过程
每一刻炫目的光彩
都凝聚着虔诚的期待
每一次艰辛的劳作
都蕴含着汗水的苦涩

人生感悟

知礼仪、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我出生在军人家庭，长大后，
也当兵到了部队，在部队的大熔炉里
锻炼，爱国爱家，军人的作风也一直
在我骨子里延续。家风是融化在我们
血液中的气质，是沉淀在我们骨子里
的品格，是我们立世做人的风范，是
我们工作生活的格调，更是我们家人
不懈的追求。

退伍3年后，我结婚走进了现在的
大家庭。那时爷爷85岁，奶奶77岁，二位
老人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对儿孙精心呵
护。星期天，我们小辈儿们齐聚在老人并
不宽敞的住所。当时老人都已高龄，却忙
前忙后，不让我们动手。一天下来，他们
脸上始终挂满微笑，分别把大家送至大
门口，微笑看着我们远去。

在老人们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
影响下，我的父辈们也养成了尊老爱
幼的良好家风。他们工作之余对老人
照顾无微不至，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充
满快乐和幸福。兄弟姐妹相互帮扶其
乐融融，长辈晚辈笑言笑语和谐相
处。父辈们的所作所为时刻影响着我
们，使我这个军人出身、讲话耿直、做
事雷厉风行的人，自然而然地融入到
这个大家庭温暖的怀抱。

在爷爷90岁、奶奶82岁时，为了
让老人冬季生活更温暖、更方便，我
们把老人接到了我们的新居。我们给

老人洗澡理发，他们牙口不好，硬的
东西吃不了，我们每次都是把做好的
菜给老人剁碎了再食用。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女儿放寒假
在家，也主动照看老人，经常给老人
打洗脚水，洗脚、洗袜子，帮老太爷老
太太洗头穿衣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务，把良好的家风又传递到下一
代。爷爷奶奶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半
年，临走我们大家都恋恋不舍，老人
们和我们都流下了泪水。

爷爷96岁去世以后，奶奶也患上
了老年痴呆症，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
哭闹，我的公婆、叔婶、姑姑轮流天天
守护在老人身旁，端屎端尿，不怕脏
累，精心护理。父辈们孝敬老人之举
受到周围街坊四邻的羡慕和赞扬。我
的婆婆为了照顾老人方便和奶奶睡
在一张床上，每天夜里不知起多少
次，老人不睡觉就一直守护到天亮。
这就是我们的大家庭，虽然没有轰轰
烈烈的壮举，但是我们尊老爱幼、孝
敬老人、勤俭持家、和谐处事。

我们大家庭另一个特点是文化
氛围较浓。闲暇之时，一家人经常在

一起进行书法、绘画、手工、乐器演
奏、戏曲歌曲演唱等活动。春节，我们
一家人凑在一起除吃团圆饭、包饺
子、看春晚外，还聚在一起举办雅而
不俗的活动，使大家在欢歌笑语中快
快乐乐地度过最隆重的中华传统节
日。

记忆比较深刻的一次是2011年
春节，当时因爷爷去世，我们决定不
搞演唱会之类的娱乐活动，以“和谐
春节”为题，诗词散文形式不限，每名
家庭成员写一篇小文章。

每次家庭春晚节目编导、现场录
像、舞台设计应有尽有，说实话真的
很辛苦，许多筹备工作需要一两个
月。但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传承家庭的和谐良好风气，让长辈们
开心，让小辈们快乐，我们义不容辞
甘愿奉献，再辛苦也觉得值。

一个幸福、快乐、和谐的家庭需要
每个家庭成员共同的努力，只有每个人
都奉献一点爱，家才会更温暖，只有每
个家庭都幸福了，我们的社会和祖国才
会更加繁荣昌盛。家和万事兴，把日子
过成诗，这就是我们家庭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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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