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来到谢家老屋门口，就听见屋里传出

一阵阵笑声。走进一看，原来两位老人正在

逗着玄孙女妮可，大媳妇缪仙妹正在给婆婆

梳头（如下图）。两位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

挂着慈祥的笑容，尽管有90高龄，但看起来

精神矍铄，谈吐也很清楚。

看到记者，陆婆婆一脸疑惑地问道：“这

姑娘是哪家的呀？怎么从没见过？”众人解

释后笑着告诉记者：“别看老太太年纪大，记

性好着呢，100多号人个个都能报上名。”

身体健康、儿孙孝顺、生活无忧，如今日

子过得也算悠哉，但忆往昔，二老直叫苦，那

两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就是最好的见证。

“长兄为父”在谢老身上得到充分体

现。父亲去世那年，最小的妹妹年仅2岁，

他不仅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了弟弟妹妹，而且

还帮助3个妹妹和1个弟弟建立了家庭。

“说起过去的苦事儿真是不堪回首。”谢

老一脸沉重地说，他21岁就担起了家庭的

重担，当时只靠干些农活养家糊口，由于家

里人多，不要说白米饭，就连番薯丝也常常

吃不上。为了增加口粮，他只能偷偷去田里

捡人家挑剩下的番薯和土豆。

陆婆婆和谢老有着类似的经历。“我12

岁丧母，照顾弟弟妹妹的活儿就落到了我身

上，16岁嫁人后还要帮着家里继续照顾弟

弟妹妹，那时候真是两头牵挂。”陆婆婆说着

说着眼眶便红了起来，话音也低沉了，谢老

见状忙拉起老伴的手安慰。

一说到二老的婚姻，陆婆婆好像又打开

了话匣子，脸上也恢复了笑容。陆婆婆笑

着说：“那个年代哪像现在自由恋爱，都

是媒人介绍，两个人结婚前甚至连面都

没见过，更别谈性格合不合。可我们

老两口照样相处得好好的。其实天

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我们

俩也有小吵小闹，但从没

有‘隔夜仇’。”

“如今孩子们都成

家了，生活条件好了，

没有什么牵挂了。

现在过的可真是天

堂般的生活，知足

啦！”谢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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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同堂枝叶茂 百余儿孙膝下绕

一户大家庭的幸福路线图

■记者苏盈盈/文 杨微微/图

在年终岁末，“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儿。在塘
下肇平垟有这么一户大家庭，一对身体健朗的九旬夫妇，享受着104个子孙承欢膝
下的乐事。这几天，在外经商的儿孙们都回家了，还带来了第五代玄孙女——白净
可爱的小妮可，她依偎在怀中，让老人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

这是普通平凡的一家，104人都健健康康，生活得快快乐乐。日前，记者走进这
个超级大家庭，体验了一番百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听他们述说着往事。五代人
的故事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印迹。

在谢老一家中，第五代玄孙辈的共3人，其中玄

孙女1人，其余2人是出嫁女儿的曾孙和曾外孙。

“奶奶，我要给老太太们看我的照片。”小妮可

从奶奶戴丽燕手中拿来Ipad，熟练地打开电子相

册，一边翻照片，一边用奶声奶气的普通话说着。

虽然谢老夫妇听不懂小妮可的话，但光看着照片他

们已经乐得合不拢嘴了。

戴丽燕告诉记者，小妮可在意大利出生，父母

如今在意大利有了自己的服装公司，由于工作繁忙

无暇照顾妮可，就让妮可一直跟着她在重庆生活，

这次是趁着过年回乡探亲的。

“我在幼儿园学了很多舞蹈，表演给你们看。”

说着，小妮可便开始翩翩起舞了。

看着天真活泼的小妮可，在旁的大人们纷纷感

叹：“时代不一样咯，我们以前这么大都学着做家务

了，还要照顾弟弟妹妹，而现在的小孩子可是家中

的宝贝，真幸福哦。”

第一代 从艰苦到安享
主角：谢昌田（96岁）陆升妹（91岁）

第二代 从艰辛到安乐
代表夫妻：谢成棣（73岁）缪仙妹（70岁）

据了解，谢老夫妇共育有9个儿女，其中6个

儿子，3个女儿，大儿子谢成棣72岁，小儿子谢成

调49岁。

在谈话间，谢成棣不经意间小咳了几声，不一

会儿就见妻子缪仙妹端来了一杯茶水，嘴里唠叨

着：“唉，让你别吸烟是不可能了，叫你少抽点也总

是左耳进右耳出，赶紧喝杯茶润润喉咙。”

谢成棣指着妻子笑着说：“你看，老太婆又开

始唠叨了。”

短短两句对话，话语间乍听还带点抱怨，却透

露出一对金婚夫妻对彼此的关怀和体贴。

“我们也是媒人介绍的，结婚前没有感情基

础，原本陌生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养育儿女，有

苦一起熬，彼此照顾、支持，这日子一过就是50

年。”谢成棣感慨道。

和父辈靠农活为生的情况不同，在谢成棣这

一代，肇平垟一带不少家庭从事粉干制作。“虽然比

做农活有赚头，但这活儿实在折腾人。”缪仙妹说，那

时候他们下午开始磨粉，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起床开

灶烧水、蒸粉、压制粉丝，分批晾晒，到了中午时分开

始收干。“凌晨起床是最难的，冬天挨寒受冻，夏天喂

蚊子，如今能一觉睡到天亮真是太幸福了。”

“凌晨起床，做好了粉干还不得空，我们夫妻

俩白天还得去工厂上班。”谢成棣接过话茬道，17

岁开始在村里当会计，期间村里时常派他到市里

参加会计培训，专业技能不断提升，10余年后被3

个企业聘为会计师。“别看我只有小学毕业，识字

量可不比中学生少呢，家里没钱供我读书，我就靠

自学。”谢成棣说，“要不是担心眼睛吃不消，我还

想学电脑呢。”

谢老第三代中共有24人，其中12个孙子，2个

孙女，6个外孙，4个外孙女。

陈：“你早上去过厂里了吗？”

谢：“没呢，准备一会儿去。”

陈：“我去吧，你就安心吃饭吧。”

在餐桌上，谢树群夫妇的对话简练又不失温

情。据了解，谢树群创办了一家标准件加工厂，日

子过得还算富足。说起创业的故事，谢树群感慨

颇深。

小时候家里虽不算富裕，但是温饱不愁，或许

他骨子里就有一种“当老板”的禀赋。由于家里没

有存款可供他创业，为了积累资金，他16岁就跟着

亲戚到海南街头摆摊补鞋包。那段时间虽然辛苦，

但收入不错。之后又先后到父母所在的仪表厂上

班、到安徽等地做塑料生意。

四处奔走淘金，谢树群手头积累了一些资本。

24岁那年，他和妻子陈爱华经相亲认识，走入了婚

姻的殿堂。

由于两人都曾在机械厂工作，“办厂当老

板”的想法一拍即合。在创业之初，老板其实就

是工人，什么活儿都得自己干，偶尔找几个人帮

帮忙，为了赶订单，经常忙到半夜。“直到后来生

意上了轨道，我们才走出了车间。”谢树群说，

“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感谢老婆，她陪着

我一起熬，苦活累活都亲力亲为，没有一句怨

言。”

第四代 生活安康，不忘拼搏
代表：谢真（23岁）

幸福密码

这个超级大家庭的第四代共有33人，其中曾

孙13个，曾孙女3个，曾外孙11个，曾外孙女6个。

和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一样，谢真也是

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成长，由于是家中独子，从小

到大深得父母呵护，没干过一点粗活重活。高中

毕业后便到叔叔的工厂上班，平时也只是做一些

管理的事务，如今，他还和朋友投资了一个电子商

务项目。

“成本可能需要几十万元。”谢真告诉记者，虽

然平时生活无忧，但年轻人总想闯一番自己的事

业。

“等事业步入正轨后，也要开始张罗婚姻大事

了。”谢真说，和父辈的观念不同，他渴望在生活中

认识“有缘人”，先培养感情再走入婚姻殿堂。“倘

若机缘未到，也会选择相亲，长辈们相亲结合的婚

姻也很美满。”

第五代 无忧无虑，快乐成长
玄孙女：谢妮可（5岁）

第三代 从辛苦到富足
代表夫妻：谢树群（46岁）陈爱华（42岁）

“威严”这是子孙对谢老的一

致评价。在这个家族里，谢老一

声令下几乎无人不听从。“这并不

是因为父亲凶，而是他身上有着

一种独特的威严，是他靠双手撑

起了这个家，养育了我们。”谢成

调说，“不仅是小辈们怕父亲，就

连姑姑们也很敬畏他。”

看着孩子们说自己管教严

格，谢老忙起身为自己“辩护”，

他说：“我们是个大家庭，如果

我不建立自己的威信‘治’住你

们，这个家老早散了。”

说到谢老严格的家训，谢家

的子子孙孙并不责备，反而表

示赞同。“正是严格的家教，才

让我们成为守规矩的人。”谢树

群说。

严为训 谢老一声令下无人不听从

和为贵 吵嘴从来不过夜

在一个百余人的大家庭，夫

妻和睦、家人团结，这要靠一个

字“和”。俗语有云：“家和万事

兴”、“和气生财”，而谢老夫妇就

给小辈们树了个好榜样。

小儿子谢成调说，在他的记

忆中父母之间从没动过粗口，更

别说打架。母亲是个很贤良的妇

人，凡是父亲决定的事情，她一般

会遵从。偶尔拌几句嘴，也是当

天事当天解，从不会吵了架后几

天不说话。二老对儿孙夫妇也是

如此要求，一旦听闻哪对夫妻闹

别扭，父亲就要亲自上门“调解”，

该劝的劝，该批的批，总能让夫妻

俩言归于好。“在他的眼皮子底

下，这个家里就不能出现解不开

的矛盾。”

孝为先 6个儿子每天轮流买菜

百善孝为先，孝顺是我们民

族的传统美德，谢家也延续着这

一美德。

虽然请了保姆照顾二老起居

生活，但众多儿子、儿媳们中每天

总有人会到老房子去坐坐，陪老

人家唠几句家常。二老也承认总

是盼望着儿孙常去看望他们，哪

怕是露个脸，问候一声，他们心里

也觉得踏实了。

为了让老人吃得营养均衡，6

个儿子每天轮流给父母买菜。“年

老的人对吃的有讲究，自己买菜

心里踏实。”二儿子谢成林说。

不仅儿女孝顺，就连孙子、

曾孙们也时常牵挂着二老，隔

三岔五地去老屋看看他们，在

外地做生意或者读书的，回来

第一件事基本上是带着礼物去

看望老人。

养生经 勤劳、不挑食、心态好

年逾九旬，二老身体依然健

朗，谈及养生“秘诀”，谢家儿孙给

出了总结：勤劳、不挑食、心态好。

据介绍，去年老太太因风湿关

节痛才请了保姆，在这之前，二老

的起居都是自己打理，也不喜欢人

家帮忙。在他们看来，二老长寿离

不开大半辈子的劳动，虽然辛苦，

但也激发了他们的身体机能，让他

们上了年纪还这么健朗。

“时常听有些老人说这个不

能吃，那个要少吃，而我公公婆

婆一点不挑食，不过他们不舍得

花钱，以前自己买菜时都不舍得

买大鱼大肉，饮食以蔬菜居多。”

缪仙妹说，除此之外，二老的心

态很好，如今吃得饱穿得暖，生

活过得无忧无虑，儿孙们平平安

安，经济条件也好了，他们更加感

到开心、满足了。

初一事 聚在一起话家常

每年大年初一，谢家老屋总

会上映“儿孙满堂”幸福时刻。在

谢家有这么一个习惯，大年初一

早上起床吃了早饭，子子孙孙就

会拎着“伴手礼”到老屋给二老拜

年，看到儿孙齐聚一堂，老人总是

满脸欢笑。

这个家族里老老小小已有

百余人，在特殊日子里聚在一

起 ，闲 话 家 常 ，增 进 感 情 。“ 这

间老屋就好像我们的中心区，

二老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

会一直延续这一习惯。”谢成调

说。

有商议 有商有量矛盾少

10年前的全家福 谢昌田和陆升妹

“我们要开个家庭会议讨论

一下，稍后再答复你吧！”记者就

此次采访事宜征询谢成调时，他

这样一句回复令人对这个普通

的农村家庭顿时另眼相看。

“有商有量矛盾自然就少了，

家人的关系也融洽了。”谢成调

告诉记者，“但凡有关家族的事

情，我们兄弟几个就会齐聚一堂

共同商议。就如这次接受采访事

宜，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

是关系到整个家族，肯定要让兄

弟们知晓并商议后才能作出决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