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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我本打算陪几个远道而来的

外地文友喝两杯，可他们的行程计划有变，

只好取消了饭店预定的房间，骑车回家。我

一进家门，母亲面色难看地说：“你不是说中

午不回来吃饭吗？我和你爸都快吃完饭

了。”我洗完手坐到餐桌前，塑料筐里还放着

几个裂口的干馍，旁边是一盆昨天的剩菜。

母亲去厨房给我煎鸡蛋了，我对父亲说：“我

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剩菜不能吃，对肠胃

不好，你们咋老是记不住。”父亲笑了笑说：

“我和你妈上岁数了，不爱吃咸的，一点儿菜

就够我们吃了。再说了，这菜是刚从冰箱里

拿出来，不碍事。”听得出来，父亲说“不碍

事”这三个字时明显加重了语气。

我心里清楚，父亲这样说是有用意的。

几天前的一个中午，母亲做了一桌子丰盛的

饭菜。吃饭时，我和妻子再三催促，可父亲

和母亲就是不往餐桌前坐，还一个劲儿说早

上吃饭迟，不饿。我们开始吃了，父亲和母

亲才端着两碗稀饭和一盆菜坐在客厅的沙

发上吃。我上前一看，稀饭是早上剩下的，

菜是两天前没有吃完的一盘凉拌胡萝卜丝。

我生气地对母亲说，你和爸的胃本来就

不好，剩菜不卫生，吃了会加重病情。母亲

赶紧说，菜一直在冰箱里放着的，不会坏。

我立马过去和他们讲道理：“剩菜上滋生的

细菌，肉眼根本看不到。”于是，我一不做二

不休，端起那盘剩菜，呼啦一下倒进了垃圾

篓。母亲慌忙站起身来，紧走几步想阻止

我，可为时已晚。母亲眼巴巴看着被我倒掉

的剩菜，惋惜不已。妻子赶紧打圆场，把父

亲和母亲拉到餐桌上和我们一起吃饭。餐

桌上，父亲和母亲不停地给宝贝孙子夹菜，

自己却很少吃。一顿饭下来，桌上的菜又剩

下不少。我劝母亲：“以后少炒点儿菜，够吃

就行，你和俺爸也不用天天吃剩菜。”母亲笑

着说：“十来岁的孩子正长身体，不吃饱那

行，宁可剩一点儿，也不能欠着不够吃。”父

亲在一旁接过话茬说：“就是就是。”我一时

语塞。

父母吃剩菜的习惯，我一而再、再而三

地提醒劝说甚至发脾气，但都徒劳无功、无

济于事。父亲和母亲仍然我行我素，照吃不

误。后来我才知道，为了不让我发现他们吃

剩菜，他们居然赶在我和妻子下班前就把剩

菜剩饭吃完，可谓是煞费苦心。有一天中

午，我回家早，正好赶上他们吃饭。母亲怕

我又倒剩菜，干脆将盆里的残羹剩菜一股脑

都倒进碗里，吃饭的速度明显加快许多，唯

恐动作慢了被我抢去。

一日，我无意间收看了于丹老师主持的

《论语》栏目。在谈及孝敬之道时，于丹说：

“孔子有句话‘又敬不违’，难道我们就不能

顺着点父母吗？”是呀，我们怎么就不能顺着

点父母的意，尊重一下父母的习惯呢？如

果，没有父亲、母亲的节俭，也许就没有我们

现在安逸的生活。真正爱自己的父母，就应

该包容和尊重他们的习惯。

为了养家糊口，抚育儿女，父母辛苦劳

作，省吃俭用，多年来已养成了勤俭持家的

生活习惯。做儿女的如果真正爱父母，就应

该包容和尊重父母一路走来的习惯，这才是

真正的孝敬。 ■梁永刚

最近，婆婆和失散多年的老姐妹李阿姨

联系上了。李阿姨和婆婆是发小，中专毕业

后分配到了国有企业。后来，李阿姨被单位

派到外地工作，和婆婆渐渐断了联系。前几

年，李阿姨的儿子调回家乡工作，李阿姨和

老伴这才叶落归根。回来后，多方打听，几

经周折，才联系上了婆婆。

婆婆是家中长女，只读了小学便辍学在

家务农。李阿姨毕业后进入大城市工作，见

多识广，退休后和老伴玩起了自驾游。几年

下来，走遍全国各地，听说李阿姨还打算去

国外看世界呢。

婆婆受李阿姨的影响，说她也看开了，

趁着腿脚还能走得动，想跟着李阿姨到处走

走。以前，我和老公忙单位的事儿，忙年的

活儿都被婆婆一人承包了，猛然婆婆撂挑

子，我们还真有点措手不及。

婆婆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建议我们回娘

家过年。其实，我和老公每年春节休息不了

几天，只要单位一放假，便陪着婆婆赶回老

家。今年，婆婆要旅游过年，此消息在朋友

圈发布后，众亲友纷纷表示，等婆婆旅游归

来再来给她拜年。

从结婚到现在，我有十五年没在娘家过

年了。在电话里告诉老妈，老妈非常激动，

说我婆婆有这想法，着实出乎她的意料。

在我妈心中，婆婆是没有文化的封建婆

婆，老习俗、老规矩多得很，没想到老了还赶

上了时髦，外出游玩。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了婆婆外出旅游的

真正原因。开始时，李阿姨鼓动婆婆外出旅

游过年，被婆婆一口拒绝了，说过年是团圆

的时候，要旅游过了年再去也不迟。李阿姨

和婆婆说出了她外出过年的原由。李阿姨

的儿媳是外地人，每年过年都是儿媳自己回

娘家过年，儿子在家陪她和老伴。这么多

年，儿子、儿媳过年一直“两地分居”。后来，

她和老伴一合计，干脆旅游过年，让儿子、儿

媳一同回亲家母那边过年去。明着是过时

髦年，躲避忙年的辛劳，实则是替年轻人和

亲家那边考虑。

婆婆听了李阿姨旅游的理由非常赞

同。哦，原来婆婆的时髦里，竟藏着对儿媳

的理解和爱呀。 ■马海霞

一般男人都忌讳老婆比自己的学历高、地位

高，我就不怕。老婆是博士，我只是大学本科毕

业，我一直笼罩在老婆高学历的光辉里。其实，

也不是不怕，可现实就在那里摆着呢，怕就能改

变现实吗？所以，我得挺直腰杆，本科怎么了？

本科也要活得堂堂正正，不能让人瞧扁了。

要说当初让我找博士谈恋爱，打死我也不

敢。我俩结婚前，老婆和我都是本科生，她在学

校工作，我在企业发展。

可结婚没几年，有天老婆回家说在学校工

作，本科生怕跟不上了，必须读书深造。去就去

呗，不就是读个书嘛，我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于是，老婆开启二次求学之旅，连续8年征战，不

仅硕士学位拿了下来，还拿下了博士学位，后来

又做了个博士后。

那8年，我是累了点，照顾孩子照顾家，但家

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充分体

现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威风。

老婆博士毕业后，生活重回旧轨，一切按部

就班，我没发现家里有什么变化。

有回我和朋友喝酒，朋友诉苦在家没有地

位，我说我就不是“妻管炎”，在家里的地位绝对

权威。朋友斜眼看我，说了一句：“就你赚的那点

钱，能在家里说了算？”他这是瞧不起人呀！我慷

慨激昂，举出几个他都无法驳斥的例子，证明我

在家里的地位不可动摇。朋友听了，竟然狂笑，

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让我回家问问老婆每

个月工资是多少，然后再来驳斥他不迟。

这是什么话？！我虽然不知道老婆每个月的

工资是多少，可家里的钱都是我花出去的，她一

个学校老师，每个月能赚多少？我当然要回家证

实一下。老婆没直接回答我，而是努努下巴，说

工资条都在抽屉里呢。我拉开抽屉，拿出她的工

资条，赫然发现老婆的工资几年前就是我的两三

倍了！我的眼珠子瞬间突出，好半天都不能归

位。老婆看出了我的窘态，安慰我说：“我赚多少

都归你，你就放心花吧。”这话太暖心了。不过，

话虽这么说，可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里还是挺不

得劲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家里的权威。当

然，这得感谢博士老婆的宽宏大量。 ■原点

母亲住在乡下，自己种点蔬菜、瓜果，养

养鸡、鸭，日子倒也过得自在。

前几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留

下了后遗症，每到冬天就咳嗽得厉害。我请

人在老家隔了一间小屋，安了铁炉，专门用

作母亲烤火取暖用。一到冬天，屋檐下就被

我码满整整齐齐的劈柴，够母亲过冬用的。

但是，母亲总是舍不得，说费柴火，实在太冷

了才去烧一把。我们回家少，总是在电话里

反复嘱咐母亲不要省柴儿。母亲爽快地答

应着，但我知道她肯定还是舍不得烧。

去年冬至那天，我和妻子回了一趟老

家，帮母亲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母亲

喜出望外，忙进忙出，特别把那铁炉烧得旺

旺的，小屋里如春天般温暖。母亲自己舍不

得烧柴，对我们倒是大方得很。晚饭后，我

们一家人围着火炉聊天，温馨而美好。“妈，

从今天开始进九了，您教我们《数九歌》呗。”

妻子在给母亲洗头，我央求着母亲。母亲低

着头清了清嗓子，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

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

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犁牛遍地走

……”母亲小声唱着，这些熟悉的民谣勾起

了我儿时的回忆。

我小时候喜欢赖床，特别是三九天不愿

早起。母亲总是鼓励着我说，冬天数着过就

不冷了。我好奇地问母亲怎么数冬天，母亲

就教我《数九歌》，从一九二九数到三九四

九，当数到五九六九时就差不多过年了。所

以，我那时候倒没觉得冬天难熬，数着数着

就过去了。我常常问母亲进几九了，母亲总

是笑着说快到几九了，再过几多天就过年的

话。我满怀期待，因为过年了，春天就到了。

“小时候您陪我们数九，现在您年纪大

了，我们也陪你数九吧。”我朝母亲一笑。“好

啊好啊，我巴不得呢！”母亲高兴得像个孩

子：“家里劈柴多的是，烧起炉子来暖和着

呢。”自此，每个周末我都要回家，陪着母亲

数九，从“不出手”到“冰上走”，接着是后来

的“沿河看柳”，也就快过年了。每次回家，

我把炉子总是烧得旺旺的，小屋里暖烘烘

的，让母亲过个不冷的冬天。母亲整天乐呵

呵的，眼角含着笑，咳嗽的老毛病也好了很

多。

陪母亲数九，是一段幸福美满的时光，

无论多么冷的冬天也不觉得冷得冷。

■赵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