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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呀么二朗山，高呀么高万丈，枯树
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这是我在妈
妈怀抱中学会唱的第一首歌。

妈妈的歌以民歌居多，诸如《唱支山歌
给党听》《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等等。
她能根据不同场景，不同地域自编自唱，能
将民族的变为通俗，通俗的变成美声，美声
的再变为民族；还可以不用歌词随便吟出
一些长调，都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她
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没有活计时，只要
空闲她也唱。妈妈的歌声特别有感情，像
她的为人一样淳朴、善良。有时唱着、唱
着，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溢满她的眼眶。
可以说，我是伴着妈妈的歌声成长的，陶醉
在她拥有浓郁感情色彩的歌声里，我的世
界充满七彩斑斓。

受妈妈歌声的感染，后来我也喜欢上
音乐；歌声，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感情
因素。

妈妈19岁那年，随我父亲从黑龙江省
依安县来到内蒙古扎赉诺尔煤矿安家。那
时，父亲刚刚从辽宁省阜新高子校（现阜新
矿院的前身）毕业。怀揣“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的誓言，父亲放弃了重庆煤矿设计
院的理想工作，毅然与家在南方的一位女
同学兑换分配地点，只身来到风吹草低现
牛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当上一名探矿的

地质测量队员，他在那座草原煤城生活了
五十多个春秋。那个年月，气候恶劣，工作
条件极其艰苦，每日穿梭在茫茫荒原上的
父亲，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每每听着屋
外白毛风的吼叫，妈妈就用歌声为我们壮
胆，也在歌声中为奔波在风雪之中的父亲
请安。我时常听着妈妈的歌声入梦，后背，
是妈妈暖融融的心房；胸前，是不时扑面的
火炉的暖流。沉浸在激荡肺腑的歌声中，
我的梦境踏实、无恙。在梦中，我仿佛乘着
歌声的翅膀，飞到那茫茫荒原，站在父亲山
峰一样的肩上望日出，抚摸苍穹。

上学后，我最喜欢学习的就是音乐
课。每次唱歌，我都十分投入。也许是受
了妈妈的感染，我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班级音乐课代表的评选中拔得头筹。知
道这个消息，妈妈非常高兴。她鼓励我，

“要像妈妈一样，唱舒心的歌，干暖心的事
儿，做开心的人。”

每天放学后，我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
几乎就是往“二队”跑；“二队”，是妈妈做农
活的农场。我并不急于奔到妈妈跟前，而
是在一条田垅上托腮而坐，远远地凝眸她
们育苗、播种的样子。我还喜欢看她们头
顶上飘浮着的各种姿势的云朵，仿佛在天
空蔚蓝色的舞台上自由自在地歌唱，那是
我见过的最洁净、朴素、动人的场景。那

时，《公社都是向阳花》《马儿你慢些走》等
等妈妈她们特别喜欢咏唱的歌声，就会从
田野那边飘来，如雨露滋润我幼小的心田。

我小学即将毕业那阵子，正赶上中苏
备战，疏散人口，大哥大姐回到老家。一个
初冬的午后，妈妈领着我和二姐踏上了回
故乡的列车。

踏上中转站昂昂溪的月台时，已是繁星
点点，妈妈领我在候车室过夜。北方的初冬
有一种透骨的寒意；然而，拥着她的体温，倾
听着她的歌声，便有无限暖流涌上心头。我
醒来时，列车已经启程。凝眸妈妈那布满血
丝的眼睛，我的心头充满无限感动。远眺车
窗外的晨曦，湛蓝的天际点缀朵朵白云，这
时，车厢内传来《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的歌
声。歌声辽远、深情，像是一丛丛海浪花，激
荡我稚嫩的童心。后来，我的脑海时常浮现
大海与蓝天交织的湛蓝，这个画面也成为我
人生教科书中的重要背景。

沿着妈妈的歌声，我慢慢成长。从童
年的稚嫩到少年的懵懂，从青年的痴狂到
中年的稳健，总觉得歌声里有一种说不出
的哲理悄悄地启迪着我，让我面对厄运，也
不觉得有多么惊恐；即使站在无助的边缘，
心境，仍如水般清澄。妈妈的歌声，让我感
受到爱的源头淙淙的溪流，歌声饱含坦诚、
友善、挚美的内涵。

妈妈的歌声
□贾文华

下班路上，我接到女儿的电话，问何时能到
家，女儿和妻子等着我一起去健身房。

姑娘爱美，上班后一直重视健身。妻子平时
上班很忙，没时间健身，年初退休后到健身房办了
年卡，请了私教，每天坚持进行器械和长跑训练，
用她们的话说，是进行强肌和减脂训练。我看她
们并不胖，但她们自己感觉需要减肥。在近期健
康检查时，我的血脂、血糖等数值已达或接近正常
峰值，医生建议先不吃药，调节饮食，加强锻炼。
于是，我也办了健身卡。我们家每月健身要花费
两、三千多元，健身成了我们一家三口今年的共同
习惯。

我们家近期在健身上消费支出较多，而同事
唐雪则对健康食品和智能产品情有独钟。一大
早，唐雪就晒从网上订购的绿色水果、蔬菜等。她
手机下单的牛油果、猕猴桃、蔬菜等生活用品，很
快就送货上门了。周末，唐雪在多个电商平台，给
一岁的宝宝凑单采买做辅食的生鲜蔬菜，免去了
开车带娃去超市采买的麻烦了。“100元包邮”“一
小时送达”。唐雪说，消费体验太好了，每次上网
买菜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月她们的家庭消费
四千五百元。“智能化”已成了她们家消费趋势，手
机控制起夜喂奶的“小夜灯”，连接手机24小时观
察儿子的摄像头，播放儿歌的AI智能语音终端，用
来留住儿子影像资料的手持云台相机……用了七
千六百多元。生活中日新月异的智能产品，让育
儿期的唐雪感受到了细节升级带来的幸福。

每周一吃过早饭后，家在沈阳的李健都会去
果蔬超市买一盒12个装的笨鸡蛋。“农村散户养的
笨鸡，鸡蛋摊饼最好吃。”一说起附近的蔬菜新鲜、

肉蛋，李健门清。李健退休 4 年，儿女在外地生
活。生活条件好了，他与老伴儿的消费观念也变
了，舍得为自己花钱。“吃东西既要绿色、养生、健
康，还要口味好。”旅游则是李健老两口另一大开
销，平均每年约2万元，餐饮和旅游支出占他们收
入的40%左右。他老伴常说：“趁着能走就多走，
等走不动时就来不及了”。他们从沈阳出发，初夏
开车去丹东吃黄蚬子，秋天去本溪看枫叶，冬天去
辽阳泡温泉。除了省内，李健老两口还去过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等10余个国家。疫情之后，国内交
通、住宿便利，两人坐高铁境内游，女儿帮着报团
去风景区游玩。

统计部门持续十多年对我国居民消费进行跟
踪观测发现，十多年前，家电还是普通中国家庭消
费的顶流产品，2019年开始，国产智能手机市场份
额不断扩大。随着脱贫政策显现成效，城乡居民收
入持续增加，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蓄力爆发。从
十年前家庭消费账单的前五名看，产品型和服务型
消费占比为4:1，到了2015年，占比已到3:2；2020年
又调整到2:3，家庭消费逐渐形成从具体的温饱、购
买产品到购买社会服务的升级。去年底以来，旅
游、保健和教育成为家庭消费新的“三驾马车”，中
国普通人的家庭消费，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普通家庭消费理念、结构和方式的变化，反映
出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明显
提高。建党100年来，无数人团结奋斗、牺牲奉献，
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幸福生活。如今，
人们生活条件好了，由满足温饱性向质量更高、需
求多元化的个性化消费转变，追求更加美好的幸
福生活，这也是中国强大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的爱情就像
金秋的高粱，没有花前月下，朴素却甜蜜。

父母的结合很传统，无外乎媒妁之言。当时
爷爷奶奶早已离世，外公外婆和母亲正是看中父
亲诚实可靠、勤劳英俊。结婚之初，家中一贫如
洗，只有半间不到十平米的低矮土砖房、一个木
床、两床被子、一个衣柜、几条凳子，但父母同心，
夫唱妇随，对未来充满信心。凭着父母的辛勤耕
耘，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成为当地的佼佼者，
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后来，姐姐和我呱呱落地，
添丁又添彩，一家人其乐融融。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没有婆媳
矛盾，但父母有时也会吵架，甚至爆发“内战”。有
一次，父母因为招待客人发生口角，各不相让。父
亲暴跳如雷，眼含怒光，还摔打碗筷，说“你怎么能
这样，太不热情了”。母亲针尖对麦芒，哭着说“我
都是为了这个家！这难道也有错吗！”姐姐跑去拉
架，我则哇哇大哭，乡亲们闻声赶来，纷纷劝架。
后来，外公外婆听说后，很担心，从十几里外的家
里赶来，说了两人的不是，要父母有事多商量，好
好过日子！这是我见过的最激烈的内战，或许是
父母感受了彼此的爱意。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
有如此过火的吵架，即使争执，父亲也会让着母
亲，总是说“你说的对，我不说了”。家中又恢复风
平浪静。

父亲是务农的一把好手，记忆力超强，什么时
令种什么作物做什么农活，父亲都熟稔在心。母
亲无须操心，戴着草帽跟在父亲后面就是。父母
常常一起去田地里劳作，比如，父亲在前面挖红
薯，母亲在后面整理，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有时
用眼神交流，也说话沟通，多年的生活，早已磨平
了各自的棱角，相处得如胶似漆。母亲身体单薄，
父亲总担心母亲受累，经常让母亲少做一些。天
气非常炎热时，父亲总会让母亲在树荫下乘凉。
父亲累了休息时，母亲就递上早已准备好的凉茶
和湿毛巾。

父亲曾经得过胆结石，每次发作时痛得脸色

苍白，大汗淋漓，呲牙咧嘴。母亲发现后，不管在
忙什么，都会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一溜烟跑过
去，帮父亲涂药按摩。待父亲疼痛减轻，脸色好
转，母亲就扶着他吃药，一边嗔怪父亲不好好照顾
自己。母亲日复一日地照顾病中的父亲，父亲从
痛苦中步入幸福的天堂，每次都给我心灵莫大的
震撼。我想，这就是相濡以沫的爱情吧！

母亲爱花。父亲就特别留意四季的花朵，每
次务农回来，就会带来一朵或者一束娇艳欲滴的
鲜花。他还在房前屋后遍种着菊花、兰花以及不
知名的花。有人说他爱显摆，不好好搞生产，不务
正业。父亲不以为然，反驳说：“这是我个人的事，
与你无关！再说，这些花是药材，既能赏心悦目，
又能贴补家用，怎么是不务正业呢！”现在想来，父
亲就是用他男子汉的担当守护母亲的爱好，守护
家和万事兴！

如今，我也成家立业，是妻子的丈夫、两个孩
子的父亲。我常常想起父母的相处之道，想起他
们朴素的爱情。他们在老家种菜种树，相互照顾，
快乐地过着慢时光，默默地守在彼此的身边。

正如木心所言“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从小在和气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从记事起，爷爷就不在了，整个

大家庭全靠奶奶操心。家里总在不
断地添人进口，可谓人丁兴旺，大家
都说奶奶会持家呢。

总有人跟奶奶“取经”，管了那么
多号人，怎么让人服服帖帖的，一定
是有什么诀窍。奶奶常常笑着说：

“我哪有什么诀窍，只是尽自己本分，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比什么都好。”奶
奶确实如此，无论是对父亲兄弟们，
还是母亲妯娌们，都非常和气，尽量
把一碗水端平。家里有什么小矛盾，
母亲总是充当“和事老”的角色，第一
时间将小事化了。有次农忙，小娘抱
着娃回娘家了，婶婶们看到了有想
法。奶奶看出来后，及时跟大家解释
说，小娘是担心娘家忙不过来，是帮
忙去了，叫大家把心放宽些。

到田地里劳作，大家手头忙着，嘴
上却不闲着，常常拉些家常，或者开些
玩笑。大家说笑时，奶奶总是忙前忙
后，不是递工具就是端茶水，一家人其
乐融融。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妯娌们在一起总是那么热闹。奶奶也
总能把握好分寸，该安抚的安抚，该批
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倒也相处得
融洽。父亲常常说奶奶是“风油精”，

家里哪里“痒了”就抹哪里；母亲说奶
奶是“消防员”，哪里有“火”就灭哪
里。奶奶真的能七十二变，只是变不
了和气的本色。俗话说“兄弟和气金
不换，妯娌和气家不散”，我家正因为
和气才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

父亲弟兄几个和睦相处，大事小
事都拿出来商量着办，没有什么不愉
快的。有次奶奶生病了，叔父们商量
着去医院的事。父亲坚持到武汉大
医院，那里医疗条件好些。小父他们
几个认为送当地医院，好照顾奶奶。
就在父亲他们争执不下时，奶奶说：

“老办法，你们几个商量着来，莫让尽
孝时伤了兄弟和气。”最后大家商量
着还是在当地医院，兄弟们轮流照
顾，都尽尽孝心。

在奶奶的影响下，父母对我们也
很和气，有什么都商量着来，充分征
求我们的意见。在和气的氛围中，我
们成长得格外快乐，也特别有安全感
和幸福感。我们这一辈相继考上了
理想的大学，给奶奶及父母他们很大
的安慰。村里人都说我家出人才，一
出出一窝。其实，家和万事兴，家庭
和睦了，家业就兴旺了起来。

和气在我家代代相传，成为宝贵
的家风。岁月 盛利者/摄

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