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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善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朴实无华的老前辈。她们许多没有文
化，不懂长篇大论的说教，但从骨子里透着朴实的善，无华的美。在我身边，
令我非常敬重就有这么三位：温婶子、婆婆和妈妈。

无怨无悔的温婶子
温婶子，我婆家的一位长辈街坊。（在我们老家，已婚女子，都是按辈分冠以

丈夫的乳名，再按祖辈父辈称作“X奶奶、X婶子”。）听婆婆说，温婶子十几岁出
嫁来到俺村跟了温叔，当时家境贫寒，兄弟姊妹又多，有五六个，她跟了老大，下
边还有两个小叔子、三个小姑子，最小的才四五岁。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困难
时，她公公婆婆先后离世，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压在她和温叔两个人肩
上。为了生计，她上坡拾柴，下地挖菜，折变嫁妆换来食物给弟弟妹妹们糊口。
好吃的省给最小的弟弟妹妹吃，饭少了自己就不舍得吃。当时年景不好，没有
吃的，也没有烧的，穿的也更谈不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温婶子披星戴月，不明
天就出去搂柴禾，晚上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艰难困苦的日子熬过了十多
年，直到农村实行责任制，村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温婶子也完成了两个弟弟成
了家、三个妹妹发嫁的任务，带着孩子过起了属于自己的小日子。温婶子为兄
弟姊妹奉献了这么多，她无怨无悔。当几个弟弟妹妹家都过得比她家好了之
后，也从不到他们跟前邀功请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温婶子夫妇准备好
好为自己活一把的时候，温婶子病了。可能是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身体严重
透支。温婶子得了脑瘤，眼睛失明了。因家庭承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没做
手术。这个劳累了一生的人，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每每说起温婶子，婆婆都眼泪心酸的。她讲的温婶子那些请媒人、借米
借面借鸡蛋、借油借盐借面条那些事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从年轻
时我就有一种写写“我们的温婶子”的冲动。种种原因，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一个长嫂，拉着一帮弟弟妹妹，家里又穷，谁家的姑娘愿嫁到他家。眼看
着两个弟弟都到了成家娶亲的年龄，温婶子就到处找人说亲，媒人一来，她就
张罗饭菜，为这事儿温婶子可没少作难。她和我婆婆是要好的邻里，又都是
同命相怜的“长嫂”，（只不过我婆婆就一个小姑子一个小叔子，加上我公公当
教员吃公家饭，生活比温婶子家相对好一点），所以有事她就去我婆婆家求
帮。为了两家来往方便，她们在土坯院墙上打了个洞，有急需的事儿或借用
小东西就不用转到胡同口从大门里进来，便直接从墙洞里解决了。

婆婆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你温婶子在他家里可不容易，她结婚时小妹妹
才五岁，光给这一家人弄着吃弄着穿就够受的，主要是那时候她想做还没有
东西。”婆婆说，她白天到地里干活挣工分，晚上做针线，点的那个煤油灯，灯
头和个苍蝇脑袋似的那么小，还常常接不下来。（她熬夜多，纳鞋底，成半宿半
宿地熬。当时按人供应煤油，一月打一回）。夜里纺棉花都是摸黑纺。冬天
婆婆家挖的有个大地窖（俗称“窨子”），相当于农村一间屋那么大，她就搬着
纺车去婆婆家的地窖纺棉花（自己织布做衣穿，供应的布票有的不够，有的攒
着结婚娶媳妇才舍得用）。说起穿的，婆婆曾经说过，有一年上河（修水利工
程），天气突变，民工们晚上都放假回来拿棉衣棉裤，温叔兄弟俩也回来了。
家里哪有棉裤，那时他家都是一人一套衣服，冬天续上套子穿棉的，春秋撤出
套子穿夹的，夏天拆去里子穿单的。所以，尽管已是补丁摞补丁，还得再用
它。两个上河的一回来，温婶子忙得脚不沾地。打发兄弟俩睡下，先拆后洗，
支上架子烤干，叫我婆婆帮忙，套子不够，找不到补钉，还是管我婆婆要的。
连夜做起了棉裤，早上他们穿上拔五更又去上河了。

还有在吃的方面，温婶子也受了不少委曲，常常忙活半天，不够吃的，落
埋怨。有时看到饭少了自己就不吃或少吃，等大伙都吃完了自己再打扫点儿
残汤剩饭吃。当时上学的中午要带一顿饭，光为这事温婶子也发了不少愁，
在家喝点稀的就行了，往外拿可不行啊，开始还勉强对付一阵，偶尔让婆婆接
济一下，天长日久，也不好开口。后来实在拿不起了，两个弟弟就不能上学
了。

温婶子虽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迹，但是作为支撑一家人的顶梁
柱，为了家人牺牲自我、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无私奉献，无不体现一种大爱、美
的精神。

长嫂如母的婆婆
提起婆婆，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激动。她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母亲。我曾在

一篇日记中写到：我对婆母的感情比对妈妈都深，我感恩婆婆。
婆婆一生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情：生活困难时，扶贫帮困。宁愿自己饿

肚子，也救济别人；看好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婆婆结婚早，她的婆婆去世后，
她担当起长嫂如母的责任，亲手拉大了自己的小叔子，并帮小叔子成家立业
看孩子；供应孩子好好念书，自己作多大难也不耽误孩子上学；还有热情好

客，任劳任怨。
婆婆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女，帮她小叔子拉大了四个儿子，帮她四个子女照看

了七个（其中包括我的一个）孩子，还有些短期帮忙的不算。我公爹脑血栓十四
年生活不能自理，全凭她日夜照顾，就因为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做了些辅助工
作，还把省级文明家庭的荣誉记在我的名下。

婆婆是她父母的独生女，在娘家也算是娇生惯养的。16岁结婚。一开始家
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不愁吃不愁穿，但到了60年代初因生活困难，她的公婆先
后故去。我公爹是名教师，常年在外，家里只有我婆婆拉着三个孩子（当时还没
有她的老小）、闺中待嫁的小姑子和未成年的小叔子。她加心用意地照顾小姑子
小叔子，生怕这两个没妈的孩子有什么闪失。她的大儿子仅比叔叔小一岁，有什
么好吃的好穿的总是先给小叔。逢年过节，自己和孩子不买也要为他姐弟俩置
办新衣。上中学的时候，许多孩子都拿不出吃的不上学了，她老大也不去上了。
但她坚持供小叔子上学，并说我就是要饭吃也供你上学。因为上学放学都要蹚
水，每天她都按时接送他上下学，放学后稍微晚一会见不到人就提心吊胆，坐立
不安。

熬过了艰苦的岁月，她先是倾全力发嫁了小姑子，又供小叔子上了高中，因
文化大革命停止高考，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又操持着给小叔子盖房子娶媳妇。
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师范大学。叔叔家七年生了四个儿子，都是我婆婆帮他看大
的。真的是“老嫂比母”，一个嫂子操了一个当母亲的心。

后来人多了，婆婆和叔叔分开过了。说到分家，不少现代人都为财产争得面
红耳赤，甚至打起仗来，弄得兄弟结仇姊妹不走。可就在当年婆婆分家，把好使
的锄镰锨镢、锅碗瓢勺、风箱、担水梢都给了叔叔家。自己修破布烂将就着用，实
在不行了就个人花钱置办。再后来大哥家的孩子们长大了，第二次分家，又是和
第一次分家一样，家什家伙济着哥哥嫂嫂挑。

难道婆婆的这些作为不是善，不是美吗？

心中先有他人的妈妈
我的妈妈今年九十周岁，至今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只是稍有耳背、视力

模糊。在女儿眼里，妈妈也是一位心地善良心灵美好的人。早年由于家境贫寒，
妈妈姊妹们多，15岁就来到婆家生活，两家以前都很贫穷，妈妈前半生受尽了磨
难。15岁才结婚那一二年，总是想家，实再想家了，就哭着跑回十几里以外的娘
家，可是跑到庄头，就不敢家去，怕自己的妈妈没啥吃作难，看看家门再跑回来。
但她人穷志不短，心地善良，心灵手巧，体慰老人，懂得感恩。妈妈有许多以前的
故事，也有许多我记事以后的故事，足以证明她的善与美。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换季的衣服多数家庭都是拆洗修补一件一件的凑，
等全家人都有了换上了她才穿。她常说：冷了我有棉衣也不能先穿，穿上就忘了
没有的人冷了。热了有单衣也不先换，怕自己凉快了不知道别人热得难受。在穿
衣吃饭这件事上，妈妈还有一件让我长大了才理解的一种高尚的美。生活困难时
期，我爸爸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有个妇女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要改嫁不好带，
想留下大女儿。十好几岁了，也不少吃呀。可当时提及吃饭最流行的说法是“添
人不如减口”，送给谁谁不要，再说一个女孩，送给不知底细的人也不放心。她非
要把大女送给我爸爸。看她母女可怜，当队长的爸爸就将孩子领我家去了。妈妈
虽然心里不悦，但也知道爸爸作难，也体谅那位改嫁的社员，就把姑娘收留了。这
样，我又多了个姐姐。她管我父母叫大爷大妈。大姐姐来了之后，妈的心就偏了，
有一点东西也要先给大姐姐，吃的东西一分为五，先让大姐姐拿，做衣做鞋先做大
姐姐的，有时新料子不够就给大姐做新的，我们用旧的改制。由于大姐姐身材矮
小，有些重体力活让我们姐妹干都不让大姐姐干（当时我们不理解，没少说妈妈偏
心）。大姐姐从十五六岁一直待到二十多岁，妈妈发嫁了她。那时生产队里穷，吃
供应还有救济。就因为爸爸当队长，一家人拉着五个闺女、养着一个老妈，够困难
的，但妈妈从不开口要救济，总是可怜那些吃不上饭穿不起衣的鳏寡孤独。

妈妈对待邻里街坊也很和气，乐善好施，无论吃的用的，稍有富余就分送邻
里，有时有点稀罕物自己不舍得吃也送人。她的口头禅是：“别人吃了传名，自己
吃了填坑”。过去农村没有自来水和电气化，一切生活全靠手工肩挑人抬，各种
生活用具缺了哪一样都不行。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只兴她帮人，不愿求人帮。各
种农具（锄镰锨镢麻袋绳索）、生活用具（水桶担杖簸箩簸箕筛子耙子）等等，样样
俱全。我记得有个邻居什么家什都没有，连根推磨棍都去妈妈家借。最让我们
心疼的是，我家的担水桶像她的一样，天天用，用漏了就不来借了，当我们花钱修
好了或换新的了她又来借了。但妈妈从不说什么，有时我们表现出不乐意妈妈
还批评我们。她说你不让她使咱的，她还得再去别人家借，多耽误事儿。

步入老年后妈妈对住女儿家，从来不争宠。还尽其所能予以帮助，不给孩子
添乱。现在条件好了，没人计较吃饭穿衣的事儿了，可有不少家庭就为夫妇两人
谁的妈来谁的妈不来争风吃醋，矛盾不断。我们家从没因此出过矛盾。我们姐
妹四个，除小妹坐山招夫（娶养老女婿）外，1979年之后，各自都有了相当稳定的
家。两个在县城，两个在农村。住县城的两家常年有男方亲家住着，她毫无争宠
之意。每当我们回家看妈妈，她总是嘱咐我们要好好善待公婆，都是工作人员，
别闹出矛盾让人笑话。和两亲家见面，总是客气地说亲家受累了，孩子让您操心
了。以前逢年过节，主要是每年冬天，都要给我们的大的小的做棉裤棉袄。当时
我们上班，有给孩子做衣服的就是帮大忙了，真得感激不尽。后来我公爹去世
了，每到冬天，我和二姐就接妈到县城小住，特别是县城上了暖气之后，冬天来县
城过冬。我这边清闲，住的多些。两亲家母住在一个床上，持续了十几个冬天。
直到2013年新农村改造，妈妈所在的小区也住上楼、用上暖气了，我们不接她到
城里过冬了，她愿意在哪里过就在哪里。婆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她怕来了
耽误事，妈妈基本不来我这住了，让我全身心地照顾婆婆。您说，她这些行为算
不算善，算不算美？

自幼生活在善美的环境中，长大后又感受着母亲们的熏陶，再加上工作
多年，不断接受党和组织的培养教育、学习培训，自己也觉得要做一个善良的
人。先人们，长辈们好多没文化，没受过培训教育都做得那么到位，何况自己
还是个识文解字之人呢。自己更应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做善
人，传美德，让济阳人的善与美发扬光大，把济阳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城区居民

从1963年来到济阳这座小城已经59年整。那时经济落后，古老的县城也显得没
多大灵气。日晒雨淋是头上的天、凸凹不平是脚下的地，尘土飞扬或泥泞是回家的
路，低矮土屋是百姓的房……。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济阳人不离不弃，长着志气穷
则思变，为她加油、流血流汗、治穷致富。这是何为？回答是因为崇尚善美，向往诚
信，追求和谐而爱这座城爱的深沉。

平凡，是百姓美好的心理世界，也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底色。一句“金窝银窝不如
自己的穷窝”，道出了百姓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自古以来，济阳人看重的不仅是城市
的繁华，也不是物欲的诱惑，而是身在圣贤地乐在善美中的朴实民风，厚德世情，图个
安则静静则安的安居乐业。这样的善与美，反映在点点滴滴的的大事小情中：就在每
个人的身边。当年，若干户住在一个大杂院，每天都上演着平民生活的精彩与温馨，
充满浓浓的亲情。谁家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有人登门提亲。如有婚丧嫁娶之事，帮
忙的人大都不请自到。如果你出门在外，来了亲戚朋友，邻居就为你接待。你要是有
个病有个灾的，周围的乡亲都争先恐后为你请医问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关
有个大集，遇到买地瓜、萝卜之类的重物，卖主会热情的给你送上门，买主也会让人家
洗把脸、唱杯热水（茶）。出门上街，既使遇到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常常是热情的问声
好，打个招呼……所有这些，看来是小事，但与那些对门视户数年不来往的现实有着
天壤之别。就这样，常此以往，人生境界真善美的理念深深地融入到了每个济阳人的
心灵里，它以一种无形的情感交汇一起，相互沟通达到彼此间的默契。

有一次，与一位在外地大城市工作的朋友相逢，我骄傲的向他说，生活在济阳，能
享受到许多在大城市得不到的东西。济阳的区域优势明显，省会济南市近在咫尺，57
万人口，百万耕地，是黄河以北华北大平原的起点。在这里，你与水从天上来的母亲
河相依相伴无需远眺，就能看到它的容颜，听到它扣人心弦的陈陈涛声。你极目远
望，无边的原野，广袤的农田、色彩斑烂的七彩锦绣，一起伸向远方，纵然你睁大眼睛
也望不到尽头，使你吸到充足的新鲜空气，还会把你的心胸上百上千的扩展开来。在
这广阔的天地里，你会亲临“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寒松”的真
实，你会亲身体验到“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华酒，冬吟白雪诗”的文人情
怀。你会增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若干见识，还会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思想收获。在这里，除夏天你能听到大自然赋予的蛙
声，蝉声外，一年四季能近林闻噪鸟，这舍望炊烟的乡间景致。我还告诉他，在济阳五
谷杂粮经常吃、地瓜萝卜断不了，玉米棒子花生枣吃应时，瓜果梨桃吃鲜的。要说最
开心的时候，不属每年的春节、元霄节，还有农产品交易会，晚间的地摊山市。每当此
时，你可以在这热闹的海洋里漫游，那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伴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或民
间街头引着你所有的感官、简单、朴实的温暖，充满了洗却铅华后的坦然，使你忘却世
事的纷扰，似置身于歌舞升平之中，此时，你会深深的感悟到你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
安逸，多么的快活。像济阳的这样纯真唯美的本色，便是值得人们无限爱恋的原因。

纵观济阳的古往今来，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方特色鲜明、它不光物阜
谷丰，还人杰地灵。自古至今，济阳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圣贤的基因。2500年前，至圣
先师孔子在曲堤闻韶书院讲授儒家学说：“尽美矣，又尽善矣！”还有各士蒿庵“精通三
礼”之贤良，传承了孔孟之道的精神文明，培育了济阳人忠厚仁义、尽善尽美的风貌，
且声名尤著，影响至深，他们那不朽的诗作歌赋华章，被历代传唱，为济阳增添了无限
的秀色春光，也使济阳这片沃土名人辈出，英贤不绝，历史文化精彩夺目。真正的济阳人，
做事从来不出格，从小就学做社会的可信人。济阳的耕读文化、济水文化、陇出文化历史
悠久，也是聚焦善美济阳的文明积淀。如刘台出土的早期西周罕见的文物，一经问世，就
引起全国震憾。沉睡了四千多年的黑陶文化，改革开放后，在济阳人的手上又重新获得
新生。它采用高温室烟碳的办法烧制，黑色乌亮，胎薄而实地坚硬，可谓黑如漆，亮如镜，
薄如纸，敲击铮铮有声。中外学者、古文物收藏家特别钟爱。除国内畅销外，还远销美国、
意大利、日本、法国及港澳地区，为济阳、为济南、为山东获得了荣誉，增添了光采。从唐代
就有的清宁书院也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见光芒。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彰显出济阳悠久
的历史，也证明济阳是我中华人民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另外，像传承下来的鼓子秧歌、垛
石驴肉，曲堤羊肉等美食文化，也都名声在外，更不用说如今的仁风富硒西瓜、曲堤黄瓜、
垛石的柿子、崔寨的香瓜等等，都是书写济阳大美的浓墨重彩。

济阳的地理位置独特，滔滔黄河从它身边流过，它那赏尽风雨、坦坦荡荡，昂首挺
拔的气质，也一直改变着济阳人自强不息的秉性。朴实无华、刚正不阿、豪爽大气成
为济阳人独有的特质，她在党的阳光下，不怕流血流汗，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经过
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硬是把一个落后的济阳变成了一个富而美的济阳，说明她具有不
一般的魅力。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最普通的兄弟姐妹，挺身而出，用各种方式保护老
干部和无辜受迫害的群众。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非分明，主持正义，不怕连累
自己，表现了济阳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的正气和豪气。

值得济阳人自豪的是，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功不可没的奉献。在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历次战斗中，济阳人参军、支前，处处走在前面，为革
命付出了巨大代价，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英雄模范人物，做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
迹。他们是济阳各个时期的先进代表。没有他们的牺牲和流血流汗，就没有我们
幸福的今天。1963 年刚来济阳时，烈士墓就在县广播站西邻，常年安息在地下，与
济阳人民在一个小县城里与热土共眠、与松柏长谈。在有花的季节，经常看到路过
此地的人们会停下脚步来采一朵最美的鲜花送到墓前，表示自己对烈士们的缅怀
和敬重。如今的光荣榜上，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自强自立、特别是奔赴前线、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那些白衣天使等方面的模范
典型。都是新时代善美的楷模。当然还有好多的人，任劳任怨、默默无闻、低调做
人，从不张扬，也从来没有在聚光灯下闪现过，但他们同样是最美的面容。济阳，这
个镶钳在黄河岸边的明珠，也不曾显山露水的自我标榜过、宣扬过，它一直私藏着
自己的梦，待改革开放 40 年后，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它像醒来的猛狮一举崛起，
腾飞起来，空前的发达起来，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竟令人刮目相看，它伴随着新旧
动能转换的持续发力显得格外不同凡响，全年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31.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6.95 亿元，为企业减税降费 6.17 亿元，
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城乡面貌也得到大幅提升，一些大企业商家过去请都请不
来，现在主动到济阳来抢地盘，这其中的奥秘，就是看中了济阳的大善和大美。如
今，济阳区天蓝水清环境美，城建、乡村振兴、民生一齐发力，让济阳这个古城展新
貌的城市处处安康、点点吉祥，更宜居，人民更幸福，实现了济南北部新区建设的新
突破。好些在外工作的朋友，两年未回来探视，就像南去过冬的燕子再回来竟迷了
路，一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们这样描绘现在济阳城的芳容：“四面社区三
面楼，商贾云集车如流，犹如丹青一幅画，一天到晚看不够。”真是的，繁花似锦，多
美的城，看一下就叫人心醉，就像是哪一位降临人间的仙女点染了济阳大地的壮丽
画卷，让这座曾经不起眼的古城迸发出这
样的生命力，让她变得如此丰满、厚重而美
丽……

谁能知道，在这一切一切的深处，济
阳人曾经有过多少期盼？有过多少希望
和梦想？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深处，济阳
人对大善大美的追求是多么的钟怀情？
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们对善与美
全心全意、不打折扣、一丝不苟，用善美的
心灵一点一点的装扮自己的生命，装扮自
己的精神家园。济阳人心里明白，无论是
精明者，还是愚笨者，无论你是富有者、贫
穷者还是高贵者、低贱者、长寿者还是短
命者，只有坚守善与美的心灵家园，充满
人间大善大美的灵魂，才能创造出大善大
美的奇迹，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歌者、主
宰命运的歌者。

作者系济阳区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

古城新貌美善真古城新貌美善真
◎李 兵

做个善美济阳人做个善美济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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