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回老家都为母亲精心挑选着礼物，绞尽
脑汁，煞费苦心。就差列个选项单打钩取舍：鲜
花，NO。旅行，OUT。衣服，YES。美食，OK。

母亲一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用主义者。
在她看来，一切超出柴米油盐的华而不实皆为浪
费；一切脱离衣食住行的小情小调皆是矫情，当
然，母亲字典中的衣食住行中的“行”字绝不包括
旅行。如果手中有笔，绘一幅母亲的日常生活
图，它绝不是一幅水墨写意的国画或浓墨重彩的
油画，是寥寥几笔绘就的简笔画。

由幼及长，印象中，我家除了早饭有米粥，馒
头是热的，中午晚上餐桌上只有热水凉馒头。以
至于后来嫁到婆婆家竟然发现一天三餐可以有
热粥、热馒头，幸福指数顿时飙升。我家除了我
养过两条寿命不长的小狗和地里干农活必备的
一头毛驴，既不闻鸡鸣犬吠的声音，也不见鸡飞

狗跳的场景。我猜我家即使有人白日飞升，也绝
不会有传说中的鸡犬升天。当然，我家房前屋后
也绝不会有鲜花果树，不会有菜畦瓜架，地里一
茬茬成熟的庄稼和家里一天天长大的我们已经
让她觉得穷于应付。门前院周，所有的不过是几
棵祖辈相传，垂垂老矣的老枣树，每年的秋季在
枝头象征性地稀稀拉拉结着几颗红枣。后来，这
些渐渐寿终正寝的老枣树也陆续被伐掉。于母
亲而言，一切生活之外所谓没用之物大可不必存
在或拥有。想来大约是母亲幼时艰难，环境使
然。

母亲刚刚记事，姥爷便撒手人寰早逝，寡居
的姥姥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好在，舅舅年纪
轻轻便担起一家之主的重担，一手抚养起三个妹
妹和自己的五个孩子，期间的辛酸不易大略可
知。众多的姊妹姑侄中，母亲永远是最让人省心
的那一个。她本分地不添任何麻烦，默默地帮衬
着姥姥和舅舅劳作度日；她安于现状，顺从于家
庭的一切安排，对生活从没有非分之想，极少索
取别人给予她之外的东西。就连她与父亲的相
亲都是大姨替她相看的。

彼时，父亲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大姨竟然替
母亲同意了婚事，为此，我一直觉得大姨颇有识
人之术。后来，父母渐渐相识，其实所谓相识，也
不过是偶尔在集市上惊鸿一瞥的一眼对视。此
情此景倒让我想起一句歌词：“只是因为在人群
中多看了你一眼”，不过这一眼母亲对父亲却不
甚满意，只是从未向姥姥和舅舅提出异议。她顺
从地安然出嫁，来到了她不熟悉的新家。生活的
艰难磨砺了舅舅一颗坚硬的心，母亲却是唯一一
个在出嫁时让舅舅和妗子觉得不舍的人，也因
此，虽然父亲家的彩礼单薄，母亲的嫁妆却格外
丰厚。以致后来每次提起，母亲都自觉颇有底

气。
生活中的母亲是粗线条的，甚至简单到粗

暴。彼时孩子们头上都爱生头虱，母亲竟然给姐
姐头上抹上一通敌敌畏后，把姐姐锁在家里然后
施施然去赶集。等她回到家，看到趴在门边的姐
姐已是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她怀着弟弟时馋
酒，拿着家里的粮食换酒喝，怕家里人发现，聪明
地把酒瓶藏在粮囤里。每每说起此事她都自鸣
得意，却听得我一身冷汗，幸好当时怀的不是
我。弟弟三四岁时，带着弟弟去大姨家，她竟在
集市上把弟弟走丢，幸好向来乖巧胆小的弟弟懂
事地坐在一个摆地摊的老爷爷身边乖乖地等着
母亲想起他然后来寻他，好歹算是虚惊一场。

有时会觉得母亲是冷的，是骨子里的冷。看
过很多名家记述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却不像其
中任何一个。自小我和姐姐就跟着奶奶睡，成长

中的所有问题和秘密都是我们自己消化解决，她
从不过问我们的成绩和心事。初中晚自习回家，
经过我家的大门，望着门缝里漏出的明亮灯光，
我都特别想回家，可只能望门兴叹乖乖回到烛光
昏黄的奶奶家。偶尔忍不住敲门，借口掉到家里
东西，母亲都一脸的不耐烦。姐姐初中毕业后考
上中专，要去济南搭乘火车。恰逢邻家在济南铁
路上班的大爷一月一次开着大卡车回来，于是，
父亲托付大爷把姐姐捎到济南，再打发姐姐坐火
车。从未离过家的姐姐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里，
躲在车窗后面哭得梨花带雨，站在门口送行的母
亲颇为不悦地斥责她：“去上学是好事，有啥可哭
的，再说，出门前哭哭啼啼的多不吉利。”一席话
把我们离别的心酸和愁绪生生抹平。同样一幕
还发生在姐姐结婚当日，坐在喜车上的姐姐看着
父亲母亲难舍的嘤嘤而泣，常规接下来的镜头应
该是母女抱头痛哭才符合常理，母亲却不为所
动，依然训斥姐姐：“这孩子，大喜的日子哭啥，多
不吉利，又不是不回家了。”这一幕多么熟悉，在
旁陪着姐姐落泪的我又一次一脸惊愕。多年后
坐在喜车里的我看着越来越远的家滴泪未流。

年轻时，她与父亲也常有争执。为父亲的贪
杯，为家庭的琐事。她一次次夜深人静时骑着自
行车独自一人寻找喝酒未归的父亲。当她带着
脚步踉跄的父亲回到家，接下来就是一场暴风
雨。最后的戏码都是她摔门回娘家。出得大门，
她就安心地坐在我家北面农信社旁边的台阶上
等着我们去寻她。等我们大哭小叫地找到她，她
就会拍拍身上的尘土领着我们回家，且美其名
曰：舍不得她的孩子舍不得她的家。我晕！如果
当年有奥斯卡，母亲定会捧回最佳表演奖。

母亲与父亲无论战争大小，却从不与外人
言。所有矛盾与委屈都消化在家里。村里的时

光，日长如岁，女人们总爱聚到一起纳鞋底、做衣
服或只是闲聊。出了门，无论是否还在冷战，父
亲永远是她口中聪明睿智、高大光辉的好丈夫，
好父亲。她很鄙夷那种把家丑挂在嘴边的女
人。她不止一次告诫我们，丈夫是用来维护的，
任他有百般不是，外人面前也不能贬低他，自己
的丈夫自己都瞧不起，别人又怎么会尊重他。此
言不差。我铭记在心且举四肢赞同。有时候生
活中悟出的道理远不如书本上修饰措辞的华丽
动听，却更接近生活本质。

结婚几十年，对于维护父亲，母亲从来都是
冲锋在前，毫不含糊。有一年中秋，离家在外的
大伯回到家，姑姑们都来叙天伦，直到月上中天，
他们都一直在屋里嘁嘁喳喳争论不休。原来，大
伯提议爷爷和爸爸分家，让爸爸给爷爷上大梁。
这本也无可非议，可大伯和姑姑们又提出许多苛
刻条件，自己却都置身事外，貌似有意为难父
亲。都是亲人，父亲有苦难言。被支出去的母亲
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护夫心切的母亲毫不
犹豫地冲出来。于是，一场闹剧终以姑姑们深夜
匆忙告辞，大伯第二天天不亮黯然离去告终。当
夜，我听到了父亲压抑的哭声。此后，此类话题
再没人提及。

外人面前，母亲身体力行的维护着父亲的高
大形象。在家里，她对父亲更是言听计从。她觉
得父亲就是她的生活，她的依靠，她的终身。她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的生活里会再也没有了父
亲。从父亲查出身染绝症，我们就刻意隐瞒，心
思简单的母亲从未多想。她在医院一夜夜守候
着手术后的父亲，盼着早点出院；她陪着父亲去
济南放疗，住在狭小的旅馆里毫无怨言；父亲一
次次住院，她从没让我们守过一夜，她说怕父亲
难受时不好意思支使我们，也怕我们耽误明天上
班。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我们终于告诉她实情。
她哭着从姐姐家离开，本来端到桌上的饭菜一口
未动。她埋怨我们不够尽心尽力，和父亲商量着
去青岛找大伯。如同溺水的人，她努力想找一根
可以救活父亲的稻草，却是徒劳。夜里，我们从
医院坐着120带回弥留的父亲，下车，母亲冲到早
已听闻消息等候在门口的婶子大娘身边，坐到地
上开始嚎啕大哭，她假装的坚强一下子丢盔弃
甲。

举行完父亲的葬礼，老公心疼正身怀六甲的
我，想把我接回家，她一听我要离开，一下子坐在
地上，又是一场大哭。七大姑八大姨齐齐指责，
我尴尬到不知所措。姐姐扬手给了我两个巴掌，
母亲才算罢休。她的世界坍塌了，一片废墟，她
怕我们会把她一个人丢在废墟里。此后两年，我
和姐姐几乎每周回家，陪着她哭一场，然后听她
絮絮叨叨讲述她和父亲那些陈年往事。从前从
不给我们打电话的她仔细地把我们的电话号码
记在一张硬纸上，压在电话机的下面。只要我们
一时接不到电话，她就开始兴师动众，满世界打
电话找我们，仿佛她的孩子失踪了，弄得人仰马
翻，直到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篇才算翻过。

整整两年，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不能
自拔。好在她是个勇敢乐观的人，时间渐渐磨平了
她的伤悲，提起父亲时她不再流泪，只是黯然叹息
父亲的福薄。我们也渐渐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
活。每次回老家都为母亲精心挑选着礼物，绞尽脑
汁，煞费苦心。

偶然一天，看到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我
的母亲》，他说：“自从我父亲去世，我偶尔会突然
领悟，就像我父亲在我的身体里残留了什么，我
走下玄关时的感受；我的脚滑进等在那里的木
屐；还有我倾身读报纸的样子，我把玩烟盒的样
子。似乎我存在与我死亡之间的距离，自然而然
地变短了，我就是下一个。但我的母亲还精神矍
铄，她是此生与死亡之间唯一的存在。”看完，我
忽然泪流满面。 作者单位：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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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保卫处的人到车间来找我的时候，我先是

愣了一下。接着，我就知道，是那天晚上的事被查
到了。

我没太当回事儿，我想，不就一千多块钱吗？
能咋地？

被带到派出所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事竟然会
有这么严重！

我被送进了拘留所。
我妈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大半。本来就瘦小的

她，看起来更瘦更小。见到妈妈的时候，我都不敢
看她。

我爸爸也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一道道的，又
深又密。

开始的时候爸妈瞒着爷爷奶奶，后来还是瞒
不住了。爷爷血压本来就高，一着急，瘫了。爷爷
那么疼我，他住院，我却不能去照顾他。甚至，连
去看他一眼都不能。

1 7
我一直怨爸妈从小把我留在爷爷奶奶家不管

我。到上学的时候，又非要我来县城的学校。
现在想想，爸妈工作都很忙，他们不把我送到

老家，确实没办法照顾我。我也想明白了，当初爸

妈执意让我来县城上学，也是为我好。乡村小学
的教学质量肯定不如县城。

现在，农村稍有点能力的
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县城来
读书。家庭条件好的，从托
儿所就开始来县城了，有好
多托儿所，都有专门的宿
舍。那么小就离开爸妈，我
觉得，这对孩子不好。

爸爸脾气急，我上幼儿
园的时候，爸爸每次送我去
上学，都是急急忙忙的。因
为他单位上班时间早，而幼
儿园上学时间晚。爸爸提
前送我到幼儿园，然后再慌
忙去单位。爸爸的单位每
天都是要签到签离的，晚去
一分钟都要扣工资。每次
爸爸都是卡好了点去送我，
我一哭闹，他就要迟到。总
迟到，爸爸也觉得很没面
子。

从小，我就没让爸妈省过
心。上小学的时候，三天两头地被老师把家长请
了去。后来，又迷上了游戏。现在想想，我的心

思，从来都没往学习上用过。
我想，如果当初我能好好学习的话，也不会像

现在这么无聊，这么无知。
庭后絮语：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禇亚诺的叙述
中不难看出，他的父亲虽然没什么大的恶习，但日

常生活中，他却是个既不自律
也无节制的人。作为家中
的男主人，其对生活的态
度及对妻子劳累、病痛的
漠视，在潜移默化中，都在
影响着儿子的心理、行为
习惯，对其人格的养成，起
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禇亚诺的父母工作
忙，没时间带孩子，就把禇

亚诺留在了爷爷奶奶身
边，上小学的时候，才把禇

亚诺接回到城里的家中。
像禇亚诺这样从小由爷爷
奶奶带大的孩子，也不在
少数。关键问题是，当父
母把孩子接回到城里后，
从小在乡村跟着爷爷奶奶
长大的孩子，不论是从心

理上、情感上还是行为方式
上，都一下子很难适应。这就

需要父母花费更多的心血，更多的爱，帮助孩子尽
快融入到新的环境当中。

本案中，禇亚诺的父母当面对一时不能适应
城里生活，不能适应学校生活的孩子时，他们没有
去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逐一帮助孩子解决，
而是采用了简单直接的方式。这给禇亚诺幼小的
心灵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禇亚诺不愿去幼儿园上学的时候、学习跟不
上的时候、去游戏厅玩游戏的时候，他爸爸唯一的
管教方法就是打骂。

禇亚诺的诸多问题，有家庭的原因。但与其
自身的不读书不学习，有更大的关系。在家庭教
育跟不上的情况下，如果他自己能够努力学习，用
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在阅读中找到自己人生
的目标与方向，明事理、辨是非。那么，他就不可
能如此的无知和无聊。他的生活，也将会是另一
个样子。

法院认为，禇亚诺通过不法手段，强行劫取他
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案发时，禇亚诺已满14周岁，应当对其抢
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归案后，对所犯罪行供认
不讳，认罪态度较好。且其父母积极赔偿受害人
的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因禇亚诺未满18
周岁，且属初犯、偶犯。综上所述，决定判处禇亚
诺有期徒刑三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十四）

圆桌对面的孩子圆桌对面的孩子
鞠鞠 慧慧

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
2020个故事个故事，，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
温情絮语温情絮语，，指引他们与青春和解指引他们与青春和解。。
勇敢作别青葱岁月的荒诞与不羁勇敢作别青葱岁月的荒诞与不羁，，
看得见远方看得见远方，，就不惧未来就不惧未来，，不畏成长不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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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不神秘，这些乌鸦把树多的
辛庄看作是它们的家，白天外出觅食，晚
上回来憩息，带着一天天的喜悦，高兴的
团聚一番后，天黑下来再归宿，夜晚，树上
落满黑乌鸦。这也许就是它们的天性。
冬季的雾凇和树挂也是辛庄一大奇景，因
为树多，成一片玉树琼花、冰清玉洁的世
界，煞是好看。南坡里和东坡里，各有一
片李氏墓地，植有松柏，南坟茔有两座高
大的石碑，书有逝者的生平业绩。东坟茔
内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风一吹，杨树叶
就哗哗作响，整个村子都能听到。辛庄的
紫门篱笆墙举目可见。树多，每年秋天都

“均”下好多树枝子，村民们就将它沿着屋
台子的四周扎成篱笆墙和紫门。这样，篱
笆墙和房屋后墙之间多出了一个可以利
用的空间，用来挖地瓜井子或拴牲口。等
到次年春天，在篱笆墙下种上扁豆、丝瓜，
干枯了的篱笆墙又披上了新绿，开着花
儿，蜂蝶翩翩起舞。篱笆墙的存在，加上
土坯房、扁豆秧、打麦场、鸡叫狗咬孩喊娘
构成了一个稀有的古村落特征。说起场
院，大小不等家家有，夏秋用来收拾庄稼叫
打场，冬季躲进柴火垛，夏季家人坐在那里
乘凉、数星星、看月亮，呼吸着天然氧吧，听
昆虫奏的交响曲，感到格外的惬意。村内最
大的场院当属西大场院，占地约二亩余，既
开阔、又大气，是全村人唯一集中活动的场
所，每年春节、元宵节玩灯、演戏都在这里聚
集。村内没有深水湾，浅水塘倒有十几个，
它就像餐桌上的盘子盛不了多少水，一下雨
就满，除有一处是苇子湾外，多数里面种有
耐涝的柳树，浅湾边上长些灌木或菁鬼子姜
之类的自生植物，一簇簇、一片片，星罗棋
布，每到傍晚蛙声一片，伴着明月光，一直叫
到大天亮……这就是旧时的辛庄。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治理黄河十分重
视。毛主席亲自视察黄河，并作出“一定要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从此黄河洪灾
逐渐减少。尤其是小浪底工程建成后，几
乎完全征服了水患，黄河治理的真像母亲
（河）了，它按照人们的意志，顺顺畅畅的流
淌着，呈现出慈祥的面孔，变害为利，辛庄
人亲身感受到了实惠，欢喜之下，辛庄也正
式改名了，芳名叫东辛村。1953年，村里成
立了互助组，1954年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
社，1956 年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 年
成立人民公社后，改为生产大队，全村划分
为 4 个生产小组。随着黄河水患的消失，
村内发动群众开展了翻红压沙、改良土壤、
重造良田的重大举措，并在黄河岸边设立
了水车群、灌溉网，改变了守着河水种旱田
的局面，使全村千亩耕地变成了水浇田。
1959 年——1965 年，国家困难时期，东辛
村向国家交售粮食较多，曾连续受到县、乡
的表彰。1976年黄河又一次大汛后，政府
投资，给村内修起了避水台，1999年，又建
起3个村台，整修了村内道路，虽是权宜之
计，村民们也觉得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40年的改
革开放，东辛村也像是又获得了新生一样，
思想解放替代了固步自封，青年人不甘心
在老祖宗居住的滩区贫困的待一辈子，他
们纷纷走出东辛村外出打工、创业，去闯新
的世界，靠他们的勤奋和智慧，在县城、在

外地赢得了立足的一席之地，他们又把自
己所取得的成果，反馈于村内，支持村内经
济的发展。由此，东辛村在党的阳光下，也
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
化。看今日，杨柳依依，万物生辉，虽然少
了古韵，却多了新的美丽。坡里修起了电
楼子，引黄灌溉的设施一应俱全，马哒声
声，水流哗哗、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在田
野上不停地奔跑，几年前就实现了机械化、
水利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那一派
嫩绿青翠的庄稼，顺着视线，伸向远方，一
望无际，看不到尽头。新建起来的 280 亩
荷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惊艳八方，引无数游客流连往返。村
内也旧貌换新颜，砖瓦房、宽厅堂，衣食住
行讲时尚，电灯照明、手机通讯，门前多了
摩托车、电动车、拉货车、小轿车。房前屋
后清洁，卫生处处绿色，空气新鲜，村民的
幸福指数年年递增，人们笑在脸上，暖在心
里，说不尽的幸福感，道不尽的颂党恩。党
和政府为了让滩区村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从去年开始，让东辛村的群众陆续分批
搬出滩外，住进了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楼
房，远离水患梦魔，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下一步还将完善学校、幼儿园、卫生室、老
年公寓等配套设施，生活品质还将大大提
升，村民们说，盼了多年的愿望——安居乐
业的梦想，如今实现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
怀。

基于东辛村地处特殊环境，具有一些
自然形成的原生态，便有善思的名贤提议，
在东辛村即将搬离滩区的当下，留住这些
不会再有的乡愁。笔者以为，想法甚好，但
全面考虑难度很大。一是已经失去的自然
景观，无法再复制，如黄河激流的咆哮，货
船、白帆、纤夫的再现，大雁的聚集，大柳树
的壮观，乌鸦的空中垂旋等等；二是大堤里
面的滩区本就是黄河行洪之道，只是因为
早年先有了村庄，然后才有了大堤，在滩区
内有村庄是历史造成的，黄河部门监管，历
年都在清障，不会允许有条件搬离的村庄
和群众再继续留在滩区；其三是让村民搬
离滩区这是党和政府对滩区群众的深切关
怀，是让他们彻底脱贫的重大决策，是实现
农民、农村振兴的英明之举。东辛村搬离
滩区，是摆脱贫困，计在长远，改变命运，百
年所盼，决不能因小失大，抓了芝麻丢了西
瓜，整体搬迁系第一重要的事情。如若想
留乡愁，只能是在黄河监管部门批准的情
况下，用招商引资的办法重新规划设计，不
可与东辛村的整体搬迁混为一谈，“搬”是
一个问题，“留”是另一个问题。整体搬离
绝不可半途而废，留下烂尾工程，人为的把
一个600多年的村庄弄得七零八落。

“搬离滩区拔穷根，安居暖热村民心，
一步登天梦成真，千言万语颂党恩”，这是
东辛村人今天的新语。愿东辛村整体搬
迁工作顺利进行，并对搬迁后的新家园建
设充满期待，对东辛村人今后的日子过得
更好寄予殷切的希望。

注：以上这段历史，从南坡里祖墓中的
两座碑刻文以及1959年修黄河大堤时，从
马店子村东120米处发现的祖墓遗迹中得
到证实。 （完）

初探东辛村的前世今生
◎李增武 李增荣

我 的 母 亲
◎杜秀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