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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六月初四（6 月 27 日），是本文作者的母亲一百周年寿诞，
十年前老人辞世。今天作者写下这篇注满思念的文字，尽管事事琐碎，
但字字含情，读来让人潸然泪下。我们相信，这篇文章，会引起你
的共鸣。

编者按 文 / 李瑞琪

如果你有情感、婚姻故事要倾诉或投稿，请联系我们。电话：0731-82333620；QQ：915029624；邮箱：915029624@qq.com.

01撑起这个家
母亲是在我们李家家道

中落时嫁进来当童养媳的。进

李家后，她天天洗衣做茶饭，

侍奉长辈，当了五年小媳妇，十

九岁那年才和父亲完婚。

不久，我出生了，母亲成天

操劳家务侍奉公婆，抚养未成年的儿子，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1944 年的夏天，父亲和几个老乡经人

介绍跑到云南边陲去找事做，从此再也没

回过家。后来听别人说，他到云南后被招

收参加了远东军，在曲靖这个地方惨死战

乱之中。

当时只有母亲、祖母和我三人在家，

祖母是个百事不问的老人，我是一个不懂

事的小孩子。母亲一个人，上要服侍年老

的婆婆，下要抚养年幼的儿子，白天要做

饭、挑水、挖土种菜、洗衣浆衫，晚上熬

到三更半夜缝补衣服做针线活。

母亲每年要做很多新布鞋，不但为家

里人做，还要帮两个出了嫁的小姑子的小

孩做，很多族中的哥兄弟妹没少穿我母亲

做的鞋子。我晚上睡一觉醒来，迷迷糊糊

总是看到母亲在油灯下穿针引线的身影。

我长到七岁的时候，为了减轻母亲的

负担，开始上山打柴。

每次上山，母亲总是把煮好的饭盛一

些到锅里放一点盐，用铲子到锅里不断地

拌压，把饭压烂后再拿在手里捆成饭团，

用纸包起来放进我的衣袋里，告诉我肚

子饿就拿出来吃。

直到如今想起母亲为我做那些饭团子

的情景，眼泪都要流出来。

记得有一次，我从山里打柴回家，突

然被一条狗盯上了，吓得我一阵猛跑。

我越是跑，狗越是追，不到十几米远

就把我追上了，并狠狠地在我脚上咬了一

口。我忍着痛，快一脚慢一脚地回到家里。

母亲看到我这般模样，用手抚摸着我

的伤口，看到伤口上还流着血，母亲的泪

水一滴滴地掉落在我的脚上。

02换我一生幸福
在乡下时，我们家里养了很多鸡鸭。

每天天刚刚亮，母亲就赶着鸡鸭群到禾坪

里、山坡上去吃野食。傍晚，怕它们在外

面没捞饱野食，总是要拌一大盆子米糠和

切得很细的青菜叶子，用冷水调匀喂给鸡

鸭吃，等到它们完全撑饱了，才赶进鸡舍

里睡觉。

母亲的辛劳，终于得到回报，每天都

可以捡到不少的鸡蛋鸭蛋。这么多的蛋，

我母亲从来都没舍得吃，除了有时给生病

母亲的手
文、朗读 / 小贱
几日的发烧，让我这个平时

独立惯了的汉子不得不接受家人

的照顾。由于妻子上班，端茶倒

水的活自然也就落到了母亲身

上。而今天母亲无意中又像小时

候一样，将手放在了我的脸上，

看着我的眼神中满是心疼。母亲

的这一举动，也许无意，或者说

是身为母亲对孩子的一种本能，

却让我的心咯噔地跳了一下，一

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不知不觉已

过了近三十年的光阴，母亲手上

传递的感觉亦如童年，不同的只

是那双手已满是岁月的痕迹。

母亲其实很普通，平凡得让

人说不出有啥特别。从记事起，

留在印象中的就只是她从早到晚

忙碌的身影，毕竟一家子的嘴还

等着吃饭，一屋子的琐事还指着

她那双并不厚实的双手，生活不

允许她有一丝的偷懒。小时候，

每当做了什么值得表扬的事，母

亲都会用手摸摸我的脸，笑着表

扬几句，看得出那是发自内心的

高兴。那时候，母亲的手是那般

温暖，摸在脸上的感觉很舒服。

小时候因为调皮，总会比其

他孩子多几处伤疤，多生几次小

病。脑海中具体的事情已伴随年

龄的成长变得模糊不清，不过记

忆中依然清晰的依旧是母亲的那

双手。每次生病打点滴，母亲都

会伸出胳膊，把我抱在怀中，用

手拖着我的脑袋。因为怕把我弄

醒，从打针的那刻开始，母亲的

手就没有换过位置。每次我都会

仰着脸问她：“妈，你累不累？”

而得到的答案却总是那句：“你

乖乖躺着，妈不累。”……

■读情

读出温情的故事，听见温暖的

声音！读情，满足你耳朵里的直觉

感受，治愈你心灵里的伤心失落。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本栏目就是为

你们而开。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

你经历过什么感人至深的小细节，

你有什么心里话要对身边人说，都

可以参与这个栏目。把你的故事写

下来，录成音频发给我们，你就会

有一个专属于你的朗读故事二维码，

别人扫一扫就能听到你的声音。求

婚、道歉、告白、赞美、感谢等等，

都可以。这里就是你的朗读平台，

今日女报的所有读者就是你的听众。

投 稿 邮 箱：91502962@
qq.com，《读情》栏目 QQ 群：
427178520。小编在这里等候大
家充满温情的声音 ! 

编者按

母亲的手打在儿身上，却疼在了
她自己心上。儿子长大后，望着母亲
那长满老茧的手，却哭了……扫一扫
二维码，听完这个感人的故事。

一篇让你共鸣
且流泪的文章—— 点滴

的祖母煮上一两个补身体。母亲对我说，

鸡蛋是家里的油盐罐子，母亲每隔几天

就要用篮子盛满新鲜的鸡蛋去赶集，换

一些油盐布料针线及日常生活用品。母亲

每次赶集都会带点吃的东西回家给祖母

和我吃，有时几个小法饼，有时几颗糖粒

子等等。每当母亲去赶集，祖母总是撑着

拐棍依在家门口，盼望着母亲回来。

我10 岁那年成为衡山一中的初中生。

学校离我们家有八十里路程，我和几个同

乡的学友只能在学校寄宿，每逢星期天才

回家。

有一次，学校里放几天农忙假，我回

家却看到家里大门锁着，邻居告诉我，娘

在岭上挖土。

我跑到山上一看，母亲正满头大汗地

拿着锄头翻土，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纱。

她说太阳快要落山了，要把这块土挖完，

明天好栽红薯苗。我看母亲疲惫不堪，

从她手里抢走锄头，发现锄头柄上沾满了

红红的血迹。我当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就是这样的日日夜夜，我和母亲相依

为命，共同生活十七个年头。

这十七年，我泡在浓厚母爱的甜水里

长大成人。

1956 年夏天，正当我即将步入高中时，

省气象局派人在我们乡下招聘应届初中毕

业生，培训气象观察员。

当时母亲正为没钱交学费而一筹莫

展，碰到这个机会，就毅然决定让我从事

气象工作。临走时，母亲送了一程又一程，

一直把我送到十里外的招生集合点才依依

不舍地离开。

我到气象局工作后，每月工资 34.5元。

第一个月拿这么多钱不晓得怎么花，除了

买点饭菜票外，余下的都寄给了母亲。后

来才知道，寄回家的钱，母亲自己分文未用，

除了还清一点欠债，剩下的给我置了两身

衣服，做了两双鞋子。她说，都这么大了，

在外面穿得太破旧不体面，人家会笑话你

的。我都快 20 岁的人了，母亲还把我当小

孩子，处处关心我。

03母亲进城后
我参加工作第三个年头，经领导同

意，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了。乡里的人说：彭

云陶苦尽甜来，崽把她接到城里享福去了。

事实并非如此。母亲进城以后，我当时工

资比较低，不久又结了婚，先后有了两个小

孩，经济上总是入不敷出，经常找人借钱

过日子。母亲为了帮衬我，除了要做家务带

孙子，还想方设法到外面找点事做。

当时我住长沙南门口碧湘街，街道办

事处的同志看到我家境困难，介绍母亲到

附近制药厂做点事情。制药厂没有事做的

时候，母亲就主动找我的同事帮他们带小

孩，挣来的收入全给我贴补家用。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改革

开放后，日子才好转。我和妻子的工资逐

年提高，两个女儿都参加工作成了家，经

济条件都不错，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了，辛

劳一生的母亲从此可以享享清福了。

可是岁月不饶人，母亲年纪老了，一身

疾病，家里有吃的她吃不下，有穿的她不

想穿，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好在两个孙女

儿孝顺，经常回家陪老人家聊天。还有一

点就是，母亲和妻子的婆媳关系还挺不错，

妻子很同情母亲一生的遭遇，也敬重母亲

的为人。母亲几十年来不管在乡下还是在

城里，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凡是和她相

处过的人，都很尊敬她。

2007 年 6月，母亲的生命到了灯枯油

尽的时刻。

我坐在母亲身边握着她骨瘦如柴的手

腕，突然感到她的脉搏停止了跳动，辛劳

一生的母亲就这样安详地离开人世。

普天之下，母亲对儿女的爱才是最为

尊贵和纯洁无私的大爱。自从母亲离开后，

年年清明节、中秋节和母亲的生日，我们

全家都要到母亲的坟前扫墓，看到母亲坟

头墓碑上的遗像和陵墓两旁的苍松翠柏，

都要引起我思绪万千。

几年前，我曾经情不自禁在坟前写过

一首诗：

慈母驾鹤西去远，

为儿思娘梦魂牵，

清明年年坟前跪，

难报往昔万一恩。

如今，她老人家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

每当想起她生前三更半夜在煤油灯下穿针

引线的身影，想起我被恶狗咬伤后母亲流

在我身上的滴滴泪水，想起了母亲不辞辛

劳挖土时两手沾满的鲜血……

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让我热泪盈眶思

念切切。

扫一扫，
分享这篇
爱的文章

▲ 作 者
年 轻 时
和 母 亲
的照片。

▲ 2003
年全家人
合影，前
排中间为
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