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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夹菜的母亲
□作者：王国梁

家 事

一棵树“结”出的家具
□作者：李秀芹

家 忆

画出新天地 苗 青/摄

一首歌多少岁才算老
□作者：马亚伟

心 情

这些年，随着自己工作、年龄、学识的增
长，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道德
观念，让我们具备面对喜悦时的从容淡定和
遇到挫折时迎难而上的品质”。在见证孩子
的成长中，我发现是与生俱来的家庭氛围，更
是长辈面对家庭琐事时的处理方式。都说家
庭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家庭教育是家
长融化在爱之中的教诲，是人生的第一课。

我成长在一个有着红色基因传承的大家
庭，从我的爷爷到我的父亲母亲再到我，三代
共产党员，一家四代七口人用奉献和担当，始
终坚守着“祖祖辈辈家风正，红色基因永传
承”的家规家训。我们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让红色家风代
代相传，让红色基因辈辈传承。

投笔从戎守边防 扎根海事献青春

为国家做贡献，是我从小到大不变的梦
想，2003 年正在滁州学院读大二的我，看见
校园里张贴的征兵宣传海报，心中的那个梦
想被再次点燃，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毫
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
滁州学院首届应征入伍大学生。而今，退伍
回到地方后，2006年成功考入滁州市地方海
事局，成为一名海事职工，面对身份和岗位的
巨大转变，我心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缺

少积累，没有经验，刚走上工作岗位，感觉有
劲不知道往哪里使。凭着当兵磨炼出的坚强
毅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工作时间认真向同
事请教，闲暇时自学业务相关法律法规。靠
着这种“勤能补拙”，我逐渐掌握了工作方法
并熟悉了业务流程，从船民眼中的“毛头小
子”成长为一名精通业务的技术能手。

百善孝为先 传承孝老爱亲好家风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每天都会去爷爷
奶奶家，帮着收拾生活用品，偶尔也做饭，爷
爷奶奶则会做上一桌美味的饭菜，一家人在
一起吃饭、聊天，分享好消息，是一件很开心
的事情。父亲总说“他们养我长大，我养他们
到老。”时光荏苒、岁月更替，奶奶离世，爷爷
成了耄耋老人，父亲也在 2013 年因患脑梗
塞，瘫痪在床已近10年，我和母亲承担起照
顾家庭的重任，虽然生活过得很艰辛，但一家
人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吃饭比什么都开心。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最好老师，作为两个孩
子的父亲，我要为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要求
孩子们从小树立孝老爱亲、尊敬师长的良好品
德。有一次，我在给父亲擦洗身体的时候，6岁
的儿子在一旁坚定地说：“爸爸，我以后也要这
样对你”，这句听起来似乎有点语病的话，让我
感到很欣慰。都说身教大于言传，通过日常耳

濡目染的环境熏陶，孩子也开始做些简单扫
地、擦桌子等家务，我知道这就是最好的家教。

树立终身学习思想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谆谆家训、磊
磊家风，奠定子女成长的思想基础。我和妻
子在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同时，不忘利用工作
生活点滴时间轮流进行学习充电，每天制定
学习计划，妻子先后完成了安徽省财经大学
本科学历教育、并通过《初级会计师》、《中级
会计师》考试，我也先后取得了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学历教育，通过《注册验船师》考试。在
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大家庭一直
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断感悟
人生、提升境界。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
的人生”。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为新时代
的奋斗者鼓舞了士气，而这些毅力和信念，大
多都是来源于好家风家训的传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新时代的
年轻人要让好家风铭记心灵中，融入血脉中，
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奋斗与奉献中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注：滁州海事局王军家庭曾入选 2020
年滁州市“廉洁家庭”）

传承好家教家风
奋进美好新时代

□作者：王 军

同学微信群里，小萍发过来一首歌的链接，
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她接着说：“真让人感慨
啊，我喜欢的这首歌已经20多岁了！每当听到
这首歌，我就想起那些轻舞飞扬的少年时光！”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
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放……她们还在开吗
……她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她们
都老了吗，她们还在开吗？我们就这样，各自奔
天涯。”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发行的个人专
辑里，确实已经有20多岁了。

歌声轻快散淡，像流水一样自由，而且带着
淡淡的忧伤惆怅，仿佛心灵独白一样，适合哼
唱。记得年少时我们都喜欢哼唱这首歌，轻快
优美的旋律伴随着少年飞扬的裙角，为我们的
青春涂抹上美好浪漫的色调。如今与老歌重
逢，忽然间有种眼泪往上涌的感觉——那是似
是故人来的温暖，是岁月匆匆逝的感慨，是物非
人也非的失落，是人与歌俱老的伤怀，也是与时
光握手言和的彻悟。

那些陪伴我们的老歌，在我们的生命中来
了又去，去了又来，飘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不
时提醒我们，时光游走，韶华易逝，转眼间便是
沧海桑田。历数生命中那些曾经拨动心弦的老
歌，真的是与我们相濡以沫，渗透到了灵魂深
处。老歌里的故事，是一个个流转在时光深处
的传奇，为人生增添了太多的况味。

我很想盘点一下那些生命中留下踪迹的老
歌，于是问：“一首歌多少岁才算老？”很快有人
回答：“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是啊，很多歌都是如此。少年不识愁滋味，
为赋新词强说愁，当初听的时候不解其意，却故

作忧伤地唱着少年单纯的怅惘。与我们一路相
伴中的那些歌，初见时风华正茂，是青葱少年。
再见时，却是鬓角斑白的天涯客，江湖夜雨十年
灯，少年弟子忽已老，回首山河已是秋。在人生
的海里浮沉几遭，悲欢离合都尝了个遍，一颗心
也会变得沧桑。

忽然，小婉发出来一句话：“初闻正是曲中
人，再闻已非曲中人。”她给我们发过来一首老
歌的链接，《因为爱情》。小婉说：“这首歌多少
岁了？在我听来，它老得都没有边际了，比一辈
子都老！”

“再也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
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
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
样。”这首老歌已经有十多岁了，当初小婉听着
这首歌，与爱人牵手婚姻殿堂。谁曾想到，十年
的时间，她经历了爱情的甜蜜，再到后来的爱情
消失，离婚大战，最终两败俱伤收场。当初的爱
有多深，她伤得就有多深。最后，她说：“不管怎
样，我会一直相信爱情！希望再遇到一位可以
陪我唱这首歌的人，让这首歌老了又老！”

时光啊，有时真像刻刀，雕刻改变着我们；
也像利剑，给我们重重一击。一首歌多少岁才
算老？我脑海中浮现了一首《时间都去哪里
了》，仔细算算，这首歌也有八九岁了。当初唱
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组父女俩30年间的合影作
为背景。如今那对父女俩，应该依旧坚持每年
合影吧？这八九年，时光又去哪儿了？

一首歌多少岁才算老？当一首歌里面融
入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故事和情感，她就慢慢老
去了。

亲爱的妻子英：
你好！
我知道你困在上海小区有十多天了，家里没

有多少存粮了，现在连老家带去的老咸菜也所剩
无几。我知道这个星期，你每天吃的很少，我知
道再这样下去，疫情还没出现拐点的话，你肯定
会非常着急。那天我和你视频聊天，我就从你的
脸上，就看到了绝望，看到了无助，更看到了焦躁
的眼神，虽然我很心疼你，也很担心你，但是请你
相信，无论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积极配合抗疫，
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其实，我这边也和你一样，也困在湖州小区
一个星期了，每隔几天就要做核酸检测。幸好，
我这边的疫情没有你那边严重，核酸检测只要是
阴性，每隔两天还能出去自由活动一会儿，除了
买生活用品以及蔬菜外，我呆在出租房，哪里都
不去。以前，我在这里上班很忙，每天晚上都要
加班，累的够呛。现在公司放假，正好给了我难
得的休息机会。当然，我休息的方式，可不是蒙
头大睡或者玩手机，那样，多浪费时间啊！而是
把这几年带过来的书本拿了出来，不断给自己充
电。说实话，有的书本买来好几年了，还没有从
头到尾认真地看完。现在有了这大把的空闲时
间，我每天都安排得紧紧凑凑。上午，我在小区
健身场地坚持跑步，练书法半个小时，下午午睡
一个小时后，不是看书，就是坐在电脑前码字、做
自己爱吃的食物等等。晚上，我还要看会儿电视
新闻，和在外的亲友聊天，其中也包括你。当然，
如果还有空闲时间，我还会主动报名参加小区志
愿者，帮生活不便的老人做一些方便他们的事。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那么，不妨

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吧。我们小区有个小区群，加
入的有一千多人。哪家断粮或者没有蔬菜了，只
要在群里招呼一声，立马就有人送上门去；哪家没
有口罩的，只要在群里吱一下，肯定会有人给你留
言。哪家老人不方便下楼做核酸检测的，只要消
息发出来，肯定会有人自告奋勇帮老人背下楼。
有一次，我出去散步，把钥匙忘在家里了，进不去，
只能借梯子，爬上平台，进窗户，才能拿到钥匙，我
这消息刚在群里发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人给我留
言，说小区里有个叫小杨家里有梯子。我加了小
杨的微信，很快就从他那里借来了梯子。因为我
们也封了好多天了，社区工作人员担心我们会断
粮，曾挨家挨户地送菜和面什么的。其实，我们并
不需要，所以，每次送来的菜和面，我们都送给最需
要、最困难的小区居民。

我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尽管
你那边的疫情比我们还严重，但是你要相信困难
只是暂时的，你在家里做好防护，不乱跑，不聚集，
不给国家添乱，就是对抗疫最大的贡献。现在全
国各地不仅有无数支医疗队支援上海，更有许多
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上海。

这不，刚刚看到微信里你发来了好几张领到
了蔬菜和粮油的照片，不仅有鸡肉、包子、水果
等，还有几盒抗疫服用的药品。最后，你还不忘
给我发了个微笑的表情，这是十多天来，你第一
次给我发来微笑的表情。看到这个表情，我仿佛
看到最艰难的黑暗已经过去，曙光即将来临，可
以说，没有一个任何春天，会拒绝花开。

愿山河无恙，愿我们早日团聚。
你的丈夫

2022年4月12日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母亲最宠我。
小时候每次吃饭，母亲都要给我夹菜。

小时候很少吃肉，偶尔菜里有几个肉片，母
亲必定要夹给我吃。我很爱吃白菜炖粉条里面
的粉条，母亲便伸长胳膊，把粉条夹给我。过年
时好吃的多，母亲的筷子几乎停不下来，直到把
我的碗堆成一座小山才罢休。小时候我特别喜
欢母亲给我夹菜，觉得她夹的菜吃起来特别
香。一方面是因为母亲总是把最好吃的夹给我
吃，另一方面我有种被母亲宠着的骄傲和得

意。那时候哥哥姐姐已经大了，他们看着母亲
给我夹菜，嫉妒得冲我翻白眼，我便更加得意。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点抵触母亲
给我夹菜了。可能是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吃
饭时，母亲为我夹菜已经成了习惯，所以餐桌上
她无所顾忌地为我夹菜，我瞥到女朋友用一种
异样的眼光看着母亲。母亲以为夹菜是表达热
情的方式，正要为女朋友夹菜，我大声阻止：

“妈，自己吃就好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夹
菜的。”母亲讪讪地笑了笑，停下筷子。

我结婚后，在自己的小家庭过起了日子。
偶尔回到老家，母亲便觉得贵客来了一般，做上
一大桌子好菜。吃饭的时候，她依旧习惯性夹
菜给我吃。我第一次注意到，母亲是用她自己
吃饭的筷子给我夹菜的。她给我夹完菜，继续
夹起一筷子菜放到自己嘴巴里，然后又开始给
我夹。我皱了皱眉头，埋头吃起来。一会儿功
夫，我的碗里又堆起一座小山。我终于忍不住
说：“妈，你以后别给我夹菜了，不卫生！”母亲愣
了一下，恍然大悟似地说：“知道了。”

当着一家人的面，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太不
给母亲留情面了，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小时候
我从来没嫌弃过母亲，如今怎么能嫌弃她不卫

生呢？谁曾想，母亲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
上。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才永远不会在乎你
的伤害，无论你对她说过什么伤人的话，她都会
全盘接受，而且还会回馈你更多的爱。

再与母亲坐在一起吃饭时，她竟然提前声明
起来：“瞧见没有，这双筷子是干净的，一会儿专门
夹菜用的，别嫌不卫生了。我不给你夹菜，总觉得
你吃不饱。”姐姐在一旁颇有些“醋意”地说：“妈这
么多年习惯了，给你夹菜成瘾，习惯难改，你就成
全妈的一番苦心吧！给你夹菜，看到你吃下去，她
才能安心。我可没这待遇！”姐姐的话虽然是调侃
的语气，我听了却觉得眼睛发热。母亲对姐姐说：

“你也知道，你弟小时候身体弱，瘦得不成样子，总
是生病，一生病就发高烧。我总想让他多吃点，多
吃点长胖点，身体就壮了。这么多年了，一吃饭就
要给他夹菜，就想让他多吃点儿，真成习惯了。”姐
姐打趣说：“怪不得他现在这么胖，都是你夹菜夹
的。都这么胖了，还让他吃呢！”一家人听了哈哈
大笑，我却有些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家人都知道了母亲为我夹菜的习惯。母亲
来我家小住，妻子每顿饭都准备一双公筷，是给
母亲准备的，让她给我夹菜用。这个世界上，有
老母亲为你夹菜吃，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

家 风

□责编：朱丽丽
□电子信箱：czrbjiating@163.com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丈夫结婚时，家具是
公婆砍了后院的树，找村里木匠做的。

丈夫家的院子不大，后院种了三棵树，我们
结婚时都用了，待孩子叔叔结婚时，小树还未长
成材，公婆没钱做新家具，便和孩子叔叔商量，院
里的树将来分家归他，结婚时找人把旧家具油漆
一下，保证和新的一样。可弟媳不同意，非和我
们比，说哥哥结婚用新家具，弟弟也必须有。

弟媳拖着不结婚，公婆犯了愁，丈夫见状和
我商量，把我们结婚时的家具让给弟弟结婚用，
院里的树归我们，既然丈夫已经决定了，我也表
示赞同。

后来，单位分了我一间宿舍，我们一家搬出
了老宅，将老宅留给了孩子叔叔住。有一年我
回家，发现院里的树不见了，一问才知是孩子叔
叔将树卖钱了。我有些生气，让丈夫去问个清

楚，说好院里的树归我们，孩子叔叔咋自作主张
卖了钱装自己口袋里了？

丈夫当晚就去问了，回来告诉我：“孩子叔
叔说了，树都招了虫灾，净是窟窿，长不成材了，
便砍了，没卖几个钱，他要给我树钱我没要，我
让他还我三十个树坑。”

那时村里的山地承包到户，丈夫要在山地
里种树，山地石头多，刨树坑是个大工程，让孩
子叔叔还三十个树坑也成。丈夫一早一晚便骑
着自行车回老家种树，一个春天下来，山地都种
上了树，树木好管理，十几年就能成材，等大儿
子结婚了，正好卖了给儿子结婚用。

没想到还没等到树成材呢，孩子叔叔先“成
材”了，他自己做生意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
在镇上盖起了二层小楼。大儿子结婚时，孩子
叔叔把大儿子的结婚家具全包了，连彩电和洗

衣机也给买了。
孩子叔叔说，他刚结婚时一穷二白，是我们

把自己结婚的家具送给了他，后来做生意需要
钱，他偷着将院子里属于我们的树卖了，可我们
一句话也没说……

听到这里，我脸都没地搁了，原来丈夫那晚
在外溜达了一圈，根本没去问树的事情，至于那
三十个树坑，也是他自己编来骗我的。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则“凳子树林”的文章，
有人将柳树等比较可塑的品种，幼苗时用铁丝
固定在塑料框架上，随着成长逐步对形状进行
塑造，等成长成形后再去掉模具，树便长成了模
具的形状。

春天种下一棵树，秋天就能“结”出家具来，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春天了，赶紧播种
美好吧。

写给在上海
妻子的一封信
□作者：张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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