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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安理

母亲诞生的红船

那么小那么简陋

母亲出征的宣言

大地龙吟狮吼

母亲率领的红军队伍

雪山草地里杀开血路

八年抗战的悲壮岁月

民族精神传颂千秋

母亲操劳的开国大典

中华儿女挺腰抬头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不畏强暴震撼全球

母亲领导的亿万人民

建设家园艰苦奋斗

充满希望迈步前进

东方红日辉映神州

远航的巨轮遭遇惊涛骇浪

母亲曾多次经历曲折坎坷

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神圣宗旨是她不变的探索和追求

母亲一再教导我们

人该为民活 命可为民丢

母亲时时告诫我们

大业为民创 坦途为民修

沉舟侧畔

依然千帆竞发热浪涌

病树前头

照样万木争秀春色稠

母亲生日时我诉说

绝不忘记当年的誓言

镰刀和斧头的旗帜

永远飘扬在自己的心头

母亲生日时我祝福

母亲的伟大是我们的自豪

母亲的光荣是我们的骄傲

母亲的正确是我们唱不尽的歌

六大碗
!

张纯玉

有一年数九寒冬的下午，我同哥哥

背着母亲亲手用青布一针一线缝合的书

包，去学堂念书。才跨出大门没几步远，

忽听母亲叫了几声我和哥哥的小名，我

们转过身来，只听母亲说道，你们兄弟俩

过两天随我去你们娘舅家吃六大碗去。听后我有点不理

解，吃六大碗，什么六大碗？六大碗还好吃吗？我翻翻小白

眼，在去上学的路上，边走边问哥哥，哥哥说他长到十三

岁了，从来没有吃过六大碗，还是听大人们说的。六大碗

里有什么？反正是有好吃的呗。

时隔两日，那天是个礼拜天，母亲一大清早嘴里就不

停地唠叨着，今天是个好日子（双日子），原来是我母亲最

小的弟弟一家人住上了新砌的茅草屋，为了图个吉利，也

为了答谢三朋四友和前来帮忙做小工的人，舅舅掐了个

好日子进宅，热闹一下。

临行前母亲把我和哥哥叫到一旁说道，你们兄弟俩

是第一次随我到舅舅家出人情，见到长辈要喊人，见到同

辈晚辈要打一声招呼，坐席时要听指客的安排，去了见到

好吃的不要穷吼吼地抢着吃，拿筷子搛菜时，不要越过

“河”，要在自己面前搛，要学会谦让，吃完饭离桌前要跟

同桌的人打一声招呼，叫人家慢慢吃。这是母亲教育我们

从小要懂事理。

好不容易等到傍晚到了舅舅家，前来祝贺的人都坐

下来了，只见长辈们坐在舅舅家堂屋上首两张四方大桌子

旁，我和哥哥还有与我差不多大的表弟表兄，挤挤夹夹坐

在紧靠大门口的一张小桌旁，

心想，反正人挤嘴不挤，只要能

吃上六大碗就是站着也值的。

舅舅向前来贺喜的亲朋好

友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后，从老

爷柜上取出两瓶散装酒，放在

饭桌上。又从怀里掏出一包丰

收牌的香烟，拆开后，撒给会抽

烟的人，剩余的又塞到了怀里，

等酒席结束后，再发给各人一

支。酒宴开始了。

母亲那晚没有陪着我们一道坐席，

因母亲那天是掌勺的，只听长辈们边喝

边谈，个个对母亲炒出的菜赞声不绝，都

夸好吃。来客特别喜欢母亲制作的猪血

子汪豆腐，提出来再上一份。母亲笑道欢

迎大家下次品尝。长辈们互相谦让着，来来来，请请请。我

们这一桌一道菜等不到一道菜，吃个精光，帮忙的人看不

惯了，跑过来低声低语地说，你们省点吃吃顾顾人，要向

张家两个儿子（指我和哥哥）学习，几道菜上来了，他们兄

弟俩没有挟到两口菜。我心想让他们先吃饱了，等六大碗

上桌就看我的了。我左等右盼也不见六大碗上桌，肚子饿

得咕咕叫。跑到锅前悄悄地问母亲，桌上菜全吃光了，六

大碗怎么还不上桌？母亲说全上去啦。我一大碗都没有吃

到。母亲拉着我走到桌子前，指着吃光了的六只大碗说

道，这不是六个大碗吗？母亲掰着手指头，一大碗红烧肉

（下面衬托的是茨菰），一大碗猪血子汪豆腐，一大碗菠菜

炒百叶，一大碗韭菜炒鸭蛋，一大碗三指宽的红烧鲫鱼，

外加一大碗咸菜茨菰汤。

噢，这就叫六大碗，是用六只不同式样的大碗盛的

菜，那时不谈菜肴的质量如何，能吃上一回六大碗确实不

易。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又问起母亲来，今晚舅舅家办

的一桌饭菜要花多少钱？一股邋遢（含烟酒菜）加起来要

花六块钱，母亲回答道。不得了了，要六块钱一桌，比我一

学期的书学费还要多呢。当时一个劳动日才不过三角钱

五角钱，要花十几个劳动日才能吃上六大碗，后来听母亲

说，舅舅家做行当，就算体面得多了，有的人家为了等孩

子生日满月结婚才能吃回六大碗，还有的四大碗，全是蔬

菜。当时出的人情也不算大，五角钱、八角钱、一块钱不

等，舅舅家进宅，我母亲出了两块钱，两块钱在农村来说

就算大人情，那时两块钱要买近三斤猪肉。

随着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农村人家做喜事由六大碗

变为八大碗、十大碗，菜肴有荤有素，不过还是以自产蔬

菜为主，到后来发展到七碗八碟，再发展到现在全是碟子

摆满了桌子。

六大碗年代离我们很远，但凡经历过的人们都不会

忘记它，不会忘记那特定的年代。

爱和善需要传播
!

徐春梅

有爱心之人，必常行善事。

爱善并存，是我对自己的一种道

德要求。因此，常怀善意、常举善

行，基本上成了我的一种生活原

则。我不习惯高调做事，感觉做

了好事虽是对他人的一种关爱，也是对自己心灵的

一种抚慰，也是在爱自己。但我知道，爱和善是需要

传播的，因为包括我在内，任何一个人都会在需要

的时候获得别人的帮助，因此，必须营造广泛的社

会氛围，不能让“爱善”之心、之事封闭，尽管每个人

选择的传播方式不同。

十几年前我曾资助一名学习好却无钱读书的

女学生，她是吉林人，从小学起，家庭就被穷苦困

扰，父母相继先病后故，我通过对她精神和经济上

的帮助，让她首先从精神上走出了困境，重新树立

了好好学习的信心和决心。而到今天为止，我们都

没有见过面。

爱是一种奉献。有一首歌叫《爱的奉献》，想必

许多人都曾吟唱过：“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

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没有爱

的延续，就没有人类的永恒。善是爱的化身，是一种

爱心的体现。爱和善无国界之分，无人种之别，更无

身份之界。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爱和

善的好处，谁也都需要爱和善。但在我们这个自古

乐善的文明古国，有那么一部分人却无厘头地将爱

的理念和善的行动上了锁。有一些拥有较多财富的

人，如果要让他掏腰包，却不能帮他宣传以获取更

大的名声和利益，他会认为不划算，进而拒绝行善。

在他们看来，行善是一种花销，

而花钱是一种投资，是投资就该

有回报，捐赠只是一种变相的商

业模式而已，退一步说，即使得

不到利，也要图个名。这样的善，

当然很沉重，也不会放得开。

封闭的爱，常常是阴暗的、自私的溺爱。封闭的

善，常常是狭隘的、虚伪的施舍。解开爱和善的锁需

要一种良好的氛围。要有科学的导向，更需要更多

的人去实践。哪怕是一种初浅的参与。几年前高邮

一中有一个女孩，因学习成绩优异却没有足够的经

济支撑，几乎面临失学。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毫不犹

豫地让她走进了我的家庭。三年高中，许多事务都

是我和我老公帮助她处理，高考填报志愿，就连家

长会都是我老公去参加。女孩非常努力，考上了南

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又成了一名人民教师。现在已

经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期间，女孩常常跟我

们联系，我便像母亲一样跟她谈心交流，要她有爱

存善，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自觉地伸出援助之

手。现在这女孩不仅家庭和睦、工作努力，在其生活

的圈子里也赢得了具有爱心、常行善事的口碑。这

让我们感觉很欣慰。

爱和善是改善我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添加剂，更

是一种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我们不仅要求自

己去做，也必须协助和引导他人去做，并从他人身

上获得更多的启发，更好地做出完美来。“最美教

师”、“最美司机”、“最美乘客”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强

烈反响，便是最好的诠释。

白头翁的鸟巢
!

胡志新

前几天先生十分惊奇

地告诉我，我们家腊梅花里

有了鸟巢了，是白头翁的鸟

巢。他让我看，我不敢看。我

就问他：“白头翁尾巴是不

是长得比麻雀尾巴长一点翘一点？”“是，它

头上还多了一个白点。”怪不得前两天在走

廊上看书，看见一只很神气、也很漂亮的小

鸟叽叽喳喳的欢蹦乱跳，当时就觉得这院里

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充满了生机。

这些天有的时侯是看见它（可能是鸟爸

爸）嘴里衔着一根干草，站在那蔷薇花的花

架上跳跃着，叫唤着；有一次那蔷薇花架上

还挂了一根长长的布条，后来又发现地面又

多了一根类似的布条，我没有去捡，我就想

让它自己回来收起，但从中午一直等到了傍

晚，那两根布条还是静静地躺着，保留着原

样。我就纳闷了：它从哪儿找来的这布条？那

么辛苦找来的眼前就到了目的地，却又无情

地抛弃。是不小心失落了，还是因为不合适

舍弃了？

这两天，这院子里倒是安静了许多。可

今天先生打牌回家，却又惊喜地告诉我：“快

来看，鸟窝里有四只鸟蛋！”我就想:是什么

原因让这鸟选择我家的院子，选择了这棵腊

梅树？是什么样的智慧让这鸟在没有任何辅

助工具的情况下，就凭着两只小脚和一张小

嘴，编织了这么精致这么完美的豪华宫殿！

它的心该有多细，它的双脚要多么灵活，而

它的那张小嘴又该有多巧呢？还有那只雌

鸟，四只鸟蛋在它的身体中要占多大的空

间，它该多辛苦，多累呀？！这会儿它们又去

了哪儿？是去为它们的后代出生做物质准

备？还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去寻找新的浪漫？若说它们

没有语言，怎么会有蔷薇花

枝头的歌唱？若说它们没有

爱心，又怎么会有这么温暖

的鸟巢？若说它们没有安全意识，又怎么会

有这么隐蔽的安乐窝呢？如果不是我先生的

细致，我从院里的任何一个角度都不会发现

这个美丽的所在。

我先生说：这两只白头翁可精明了，每

当它们从外面回来，总是先站在高处东张西

望，直到确认十分安全，它们才会安心地钻

进去享受属于它们的幸福。前天，先生的这

句话还真的得到了验证。傍晚，我在院里翻

着一本闲书，听见从远处传了鸟叫；抬头一

看，还是那只精悍的白头翁（是鸟爸爸）落在

了屋檐，它东瞅瞅西望望，一会儿又跳到低

一点的窗框上自由自在地左看看右看看 ，

不时地哼哼两声。一会儿，又一只肥美的白

头翁 （它一定就是那我一直想见而从未见

过的鸟妈妈了）飞来了；哦，原来它们是约好

了一起归来的。它们一起落在蔷薇花上，好

像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着，就是没有去鸟巢

的意思。我顿悟，合起书本，立刻起身，回到

屋里，透过窗口，望向它们。果不其然，它们

看见院里没人了，才放心地非常默契地双双

钻进了鸟巢。

现在，我每每从鸟巢旁经过，总是蹑手

蹑脚，小心翼翼，生怕惊动它们，吵醒它们，

生怕一不小心打扰它们安静的生活；因为我

确定，在最近的某个时刻我的耳边一定会传

来先生报告小鸟诞生的喜讯，一定的！我静

静地期待着。

爱在目光里
!

陈顺芳

到朋友家玩。她六岁的儿子跑

来跑去，一会看电视，一会搭积木，

一会踩童车，忙得不亦乐乎。朋友

边跟我聊天，边不停地指挥着儿子

该注意这，该注意那。看得出，自始

至终，朋友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她儿子片刻。

不由想起另一朋友写过的文章。说母亲的目光

总是追随着子女，关注着他的来去、起居，关注着他

喜欢什么样的菜、吃得多不多。在这样的目光里，他

也有厌烦的时候，而终有一次演变成对他母亲大声

的时候。于是，他那年事已高的母亲，像个孩子样的，

远远地、怯怯地遮掩着她那还是不由自主的目光。

因此也联想到自己。自从有了孩子以后，也是

这样不停关注着，不由自主着。甚至，自己都未曾察

觉。而这一种察觉，竟是近来才有的事。

那日，儿子向我诉苦，说我母亲总是盯着他吃

饭，还不时指点他吃这个、吃那个、多喝点汤等等，

这也是青春期的儿子对我母亲颇为不耐的理由。后

来，吃饭的时候，我注意观察，确实这样，母亲虽然

自己也在吃饭但从不懈怠她的目光，她的目光不仅

覆盖着我的孩子，还覆盖着我：筷子往哪个盘子夹

菜了，哪个菜吃得更香一点了，哪

个菜不想动了……时不时地，还把

自以为可口的菜肴朝我们面前推

推催促我们多吃一点……

那一刻，我和儿子相视一笑。

我们的笑，是因我们皆发觉，母亲的这种表现，是一

种太显而易见的关心与爱。

后来就是，有一次我与儿子单独吃饭。不觉间，

就听见儿子向我嚷出一声：“你自己吃吧，不要看着

我！”我才恍然觉悟出，我也有这一种关注，且也到

了难以克制、不由自主的地步。而那一刻，在儿子面

前，我只默默地，盯视着自己的碗与筷子。好像真的

做错了事一般。

我无法忘记，记忆中，也曾有过这样一道目光，

一直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一直追随着我，未曾远

离。那是十六年前，我去他家吃饭，他母亲的目光，

即是这样片刻不离地，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几乎

让我到了坐立难安的地步。

只是，突然间有一天，她就去世了，按照习俗，

我成了她的儿媳。婚后不久，我竟听见嫂嫂说，老太

婆生前最喜欢的是我这个还未过门的儿媳。

我就这样不明就里地承载了一份爱。这一份感

情的承载，是经历了生与死才让我明白。这足以让

我在那以后的许多日子里，一直泪流成河，而感动

了他太多的亲友；而其实，是我真的难以释怀。

是啊，因为爱，才会关注，才会不由自主。爱的

表达方式有多种，唯有这种不经意流露在目光里的

爱，才最自然最真切。我是在经历了人生的三十多

个春秋以后，才读懂这份蕴藏在目光里的爱。但还

不为时过晚。

写诗无悔
!

徐桂福

业余的诗歌创作

是我一生的追求

它与生命并存着

从满头黑发

直到满头雪花

无悔

有人对我说

我对别人说

春夏秋冬四季 年复一年

无论寒来暑往 风霜雨雪

仍默默前行 无悔

免谈成就 疲惫没有

勤奋埋头 握笔在手

生命的活力

如大河的水日夜奔流

晚年的路

仍是健步向前走

终生的目标

写诗继续拥有

如果有人问什么

还是两个字

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