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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作为母亲，我很

惭愧，甚至内疚，因为在儿子成

长过程中，我付出不多，别说优

秀母亲，就连合格都够不上，但

我仍以一位幸福母亲的形象出

现于公众视线里。看着阳光帅

气的儿子，回想生活中无处不

在的爱，心里满满的都是温馨

与感动。

小时候儿子瘦瘦的，长得

像小萝卜头。为给儿子补钙，

我们时不时去买虾，正好儿子

也特别喜欢吃虾，于是这样的

就餐情景经常出现：老公给儿

子喂饭，我专门负责剥虾壳，一

口虾就着一口饭，老公不敢有

丝毫怠慢，儿子吃得津津有味，

我剥虾剥得得心应手，一家三

口就像在一条流水线上有条不

紊地工作着，以至于习惯成自

然。直到儿子长大，即便现在，

我仍保留这个“传统节目”，每

逢餐桌上有虾，我便不由自主

伸手剥掉虾壳送到儿子嘴里，

而一直主张独立的儿子也会顺

势矫情一下，说是给我面子。

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与其说

是被动接受“虾来张口”，倒不

如说是借此重温记忆深处那份

至真至纯的母子温情，而我也

一次次陶醉于这短暂而美妙的

时光里，回味、再回味。

同样值得回味的是我为儿子

剪趾甲。茶余饭后，我突然兴之

所至，拿起小剪刀，对儿子说：

“来，免费修甲师开始服务喽！”正

在看电视的儿子一边说着，“我自

己又不是不会”，一边乖乖地将臭

脚伸到我跟前。我一边说着“臭

死了，臭死了”，一边小心翼翼地

专注修剪，并不忘像对待艺术品

似的用心欣赏一番，然后抛出一

个很幼稚的话题：“等我老了，眼

睛花了，腿脚不灵便了，你也会这

样为我剪趾甲吗？”“废话，那是当

然啦。听好了，老娘负责活得精

彩，儿子定当孝敬到底！”每当这

样的时候，我就自然想到读小学

时的儿子。那时候，贪玩的儿子

为了看电视，总是软磨硬泡，有板

有眼为我按摩，说是要消除我的

疲劳。我也乐意在轻松氛围里享

受这份亲情待遇，然后暗暗对自

己说：“谁说只有女儿才是母亲的

贴心小棉袄？”

现在，虽然儿子也口口声声

说我们之间有代沟，实际上我们

更像是朋友。买了新衣服，我会

先穿起来给儿子看，因为我相信

他的审美观；遇到不开心的事，我

会找儿子倾诉，因为他善解人意，

善于开导；甚至碰到一些比较大

的事情，我也会跟儿子商量，因为

他是一个挺有思想的青年。儿子

也喜欢跟我聊工作，谈生活，让我

分享他的喜怒哀乐。

在平凡岁月里，我就这样幸福

着一个平凡母亲的平凡幸福！

对于离世多年的母亲，我一

直深深怀念。

母亲是一个要强、硬气的女

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女汉

子”。

“要争气，绝不能叫别人看不

起！”这是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母亲从不轻易在别人面前落泪，

不愿在别人面前显露哪怕一点点

懦弱的样子。她要靠自己双手，

改变命运，绝不需要他人同情。

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时，村里

塘路边父母盖了一间二层小瓦

房，供大姐、二姐开裁缝店。与瓦

房同排的还有九间邻居的矮屋。

一年后，邻居们决定拆掉矮屋建

造四层楼房，而父母不愿意，一是

因为地方偏僻，在此处盖楼毫无

升值空间，简直是跟钱过不去；二

是当时家里经济比较拮据，拆建

意味着要花很多钱，难以承担。

然而独木难撑，我们一家人

几乎陷入以一敌九的困境。

有个邻居，作为代表，跑到我

们家谈判，很轻蔑地甩出一叠钱：

“你们家不同意是吗？那么，这些

钱够不够买你家的房子？”这叠钱

约摸有两三万元，在当时可不是

一笔小数目。他的意思是不管我

们愿不愿意，用这笔钱一次性买

断我家的房子。

“谁稀罕你的臭钱，不盖就是

不盖！”母亲被惹怒了，将这叠钱

用力甩回给他，钱在空中散开，撒

得满地都是。那人怔住了，料不

到母亲有这样的反应，俯首捡起

钱，慌不择路往外跑。

母亲追了出来，朝他离去方

向狠狠骂了一顿。那人原以为用

钱可轻易摆平的，没想到母亲态

度这么坚决。对人的尊重，是用

钱办不到的。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房屋拆

建陷入僵局。实际上，母亲就是

为了争一口气。而我们家也开了

一个家庭会议，父亲说：就算与那

些不友好的邻居住一块，也没什

么意思，不如放弃这块地！母亲

则提出，放弃可以，但一定要在村

里最好位置买块地，盖起一间更

好的四层楼让他们瞧瞧。我了解

母亲个性，一旦决定的事，她就算

砸锅卖铁也要办到！

说办就办！新地皮就在菜市

场塘路边，此处商贾云集，人气较

旺，相当于当时本地的“虹桥路”。

为了盖好这幢楼，全家大小

齐上马，夜以继日织带子（当时以

织带为生），勒紧裤带过日子，伙

食标准降低好几个档次，咸菜、鱼

生、豆腐干……每天吃来吃去都

是这几样。

“妈，我吃腻了。”“孩子，再熬

熬吧，苦日子总会到头的。”那段

时期，算是我一生中伙食最差的

时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以致

面有菜色，母亲添了一两条鱼改

善下伙食，总是待我吃完后，她才

收拾“残局”。

耗尽所有积蓄，新房子终于

落成。之后便是装修工程。但是

当漆完楼梯和第二层房间后，却

再也无力继续装修，留下一个半

拉子工程。

“面子真有那么重要吗？能

当饭吃吗？”我一直很不解。

“不是面子问题，人很多时候

不就是为了活一口气吗？没有这

口气，人怎么可以过得下去？”母

亲却这么说。

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

一旦认定目标，不管有多大的苦

都会自己熬下去。纵观母亲一

生，似乎都与房子有关，都是与

房子战斗，为此也付出所有。比

如，婚后盖了两间房子，但为让

三姐出国又卖掉了，在村里盖小

瓦房又卖掉，在塘路边盖起四层

楼，为了我的婚事又毅然在安阳

地段买房子……每一次盖房都

像蜕一次皮。为了这个家，她操

尽了心，油尽灯枯，没有享到哪

怕一丝一毫福气却撒手人寰。

2006 年春节过后不久，她说自

己胃疼，检查结果让全家人傻了

眼：肝部癌症晚期，且已转移，之

后的 4 个月内更是迅速转移，化

疗无济其事，最终医生摇摇头

说：你妈还是回家吧！

或许，母亲是到另外一个世

界去了，她在那边肯定想我，就像

我在这个世界上想念她一样。我

所做的一切，她都在默默地关注

着。我成功了，她会高兴；我遇到

挫折，她也会跟我一样难过。

人生，还有好长的路要走，我

不仅要为自己，也要为天堂里的

母亲而活得精彩！

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

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

河……

伴着温情的车载音乐《相逢

是首歌》，我把车停在概念餐厅

门口，霓虹清幽，往事如烟，怀着

无比期待的心情赶赴一场日报

通联文友之约。

孙编不断在微信群里及时

报道前方消息：为了这次相聚，

张秀玲特意调换了晚自修，周微

燕特意从塘下赶来聚会，郑志杰

甚至特意从永嘉赶来……

刚走到包厢门口，里面传来

阵阵爽朗的谈笑声，60 后、70

后、80后，三个年龄梯队，因为共

同的文学爱好而相聚，其乐融

融，全无代沟。我走进去，大伙

儿招手呼应，像相识多年的朋

友。也是，这些在文字里浸润过

百回千回的人物终于走到眼前，

亲切无比。握手、再握手，举杯、

再举杯，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

是情怀，在“五四”这个属于青年

的节日里，我们仿佛找回青春，

感动、怀旧、畅想！

举目四望，很多虽是新面

孔，却是老相识。和我同时出现

于《生活杂感》一文中的余盛强，

翻拍 1998 年特约记者名单的林

祝兴，文优画佳的李浙平，还有

在脑海里想象过多遍依然不能

对上号的黄选坚……

在这些熟悉的人群中，我最

惺惺相惜的莫过于金洁、钱玉

琴。我们在 18 年前报社组织的

泽雅山庄结下深厚友谊。当时我

们同居一室，彻夜畅聊。金洁到

现在还记得我先生（那时还是男

友）是教书的。而我每当看儿子

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零食区搬东西

时，我一边偷偷把儿子搬的零食

放回原处，一边忆起金洁曾写过

类似关于他儿子超市购物的文

章。那时，他儿子一如我孩子现

在那么大，十几年过去，蓦然得知

其子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年，

惊呼岁月竟然没在她脸上刻下痕

迹。痴爱文学，与世无争，心单纯

得如透明纸儿的她，又怎会老

去？浸润在文字馨香里的人儿，

铸就了一段不老神话！

金洁说，很多往事自己都忘

了，但读者某一天遇上她总会聊

起，你某天怎样怎样！他们大多

时候从文字里了解她的生活。

30年坚持记录生活，不容易！透

过个人生活，可以折射出时代的

变迁。小文章，大时代，我喜欢

金洁接地气的文章，我更欣赏其

坦率真诚的个性。

李浙平号召文友多关注瑞

安，创作多从小我推向大爱，担

当起文人的社会责任感；王毅和

孙编提倡大家宣传“人文瑞安”

公众号，让文学的路延伸到更广

阔的天地。

张秀玲拉着我的手说：“你

刚完成长篇大作，要歇歇，不要

太累了！”和煦的语气如邻家姐

姐，让人一阵感动！

曾经，我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

年，被文学认领后，有了一大群朋

友，从此不再孤寂。依然记得在泽

雅山庄开会时，马邦城老师曾说

过：“生活不都是黑暗迷茫的，多写

写阳光下的事情。”时至今日，这句

话伴随我走过十几个年头，并在文

学路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心境依

然向阳！席慕蓉曾说过：“每一朵

花，只能开一次，只能享受一个季

节的热烈或者温柔的生命。”青春

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只能来一次，

只能有一个名字。但是这并不影

响青春这首歌曲的主旋律。

望着渐行渐远的青春，我总

算活明白了：青春的美丽，不是街

衢流行的名牌时装；青春的旋律，

不是吉他弹奏的缠绵忧伤；青春

的潇洒，不是臂臀摇摆的忸怩作

态；青春的快乐，不是车轮旋转的

郊外飞扬。青春无语，却焕发出

活力；鲜花无语，却散发出芬芳；

春雨无语，却滋润着大地。

良辰易逝。曲终人散，车窗

外的小雨滴滴答答，车灯把远处

的路照得迷离和梦幻。我和金

洁聊着聊着，直至错过她的家门

方才惊觉。

相逢是首歌，同行是你和

我，心儿是年轻的太阳，真诚也

活泼……

前几天在瑞报通讯员微信

群里，新老通讯员们相谈甚欢，

各抒与日报结缘之情。在微信

群里我戏说“重出江湖”，虽属戏

言，但事实证明自己在瑞报副刊

发表的文章愈来愈少了，近五六

年时间几乎没有文章见报。

探究原因。懒惰是其一，

杂事多是其二，平日写的文风

文体不适合报刊发表是其三，

没有理由可解释是其四。在微

信群里，黄选坚说我一直在江

湖，这江湖指的是文学江湖。

这倒也是，我一直未舍弃写作

爱好，未曾离开所谓的文学圈

子，近两年不务正业陆续尝试

接触其他文体写作，有时甚至

觉得晚上坐下来写篇文章是一

次心灵的抒发和身心的休闲。

孙编在微信群里向我约稿，

说期待我的文章。真好，这无形

中激发我的写作动力。我寻思

着，该写些什么呢，就写写与瑞

报副刊的情结吧！于是，我便在

家里翻出当时曾发表于日报的

文章剪报，发现 1995 年、1996

年、1999 年曾发表过几篇评论

文章，2004 年、2005 年则发表

了较多随笔，曾被评为报社积极

通讯员。2006 至 2009 年陆陆

续续发表得少了，直至淡出瑞报

副刊版面。

但 2004 年有两次发表的

经历令我难忘。一次是某旅行

社与报社联办并冠名的有奖征

文比赛，我的一篇散文获得三

等奖，奖金 300 元。那次的奖

金是旅游线路，一张价值 300

元的旅游券，如果专门为之安

排一次旅游显得不妥，一个人

跟团又没劲。正当犹豫不决，

当晚，我接到一个电话，询问是

谁 ，对 方 报 上 名 字 —— 万 锡

春。我一愣，忙向对方问好，我

们相识多年，当时却联系和接

触不多，由于常在副刊发表文

章，相互又非常关注。锡春兄

说自己获得征文二等奖，是张

500元的旅游券，是否能结伴选

择一条旅游线路，一起去！我顿

时振奋，他的话正解决了我的抉

择难题，两人便在电话里相约同

游武夷山。翌日，去旅行社定好

线路，3天的武夷山之旅玩得惬

意而愉悦。至此，我们也成了常

有往来的朋友。这就是报社带

给作者的意义所在。

还有一次是2004年3月份，

瑞报文化周刊举办一次题为《眉

飞色舞》的“小说接龙”写作竞赛，

由金编召集金庆伟、潘永华、王永

乐、我还有其他约10余位作者，

写了15篇接龙小说，恰好当时瑞

安房地产刚热，所以内容自然而

然牵涉到炒房，这个活动延续了4

个月。这也是我首次参与报社的

集体创作活动，非常刺激，因为整

个故事情节和发展脉络都要根据

上一篇的内容来推进，我当时写

了两篇文章。

这两次的发表经历，带给我美

好回忆，这种互动意义远大于文章

发表的意义，也一直是一段难忘情

结留存于我的心底！

■金春妙

人活一口气
■遥 远

平凡母亲的幸福
■金 洁

难忘的副刊情结
■王 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