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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玲说：“妈妈对我们的爱，就像空
气一样，你会经常忽略它，因为你一生
下来它就已经在那了，但是只有失去它
的时候才会明白那种难过与遗憾。”21
年前，当眼睁睁看着母亲在我面前突因
脑溢血发病，那一刻，因高位截瘫无法
行走的我，还在床上哄逗我刚刚一岁多
的孩子，望着放置在远处的轮椅，情急
之下，我歇斯底里地哭喊呼救，当哥哥
慌忙赶来把母亲送往医院，听着救护车
远去的鸣笛声，我那种无助与恐慌，正
像 悲 痛 欲 绝 守 在 母 亲 病 床 边 的 贾 晓
玲。我母亲从发病那一刻，就再没醒过
来，当晚夜幕初垂之时，她的心脏停止
了跳动。

外婆共生了七个孩子，可四个都相
继夭折了，最后就剩下舅舅、妈妈和小
姨。正如那句俚语所言：“靠老大，疼老
三，最不待见是老二。”出身于大户人家
的外婆，下嫁给家徒四壁的外公，贫寒
的家境她只供舅舅和小姨去读书，妈妈
则从小被外婆严加管教，还够不着锅台
的年纪，站在小板凳上就开始刷锅洗
碗，经常是外婆在门外与四邻说笑，尚
年幼的妈妈就蒸好了比自己高几头的
一大笼馒头。大冬天外婆坐月子，不到
十岁的妈妈，端着一大盆衣服与尿布去
村头的涝池，敲开冰窟窿一件件去洗，
数九寒天，有次一脚滑进冰水中，还坚
持到洗完才回家，从此她落下了关节
炎。

在影院观看《你好，李焕英》，最扎
痛我心的一句话就是“打我有记忆起，
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
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在老
家墙上的相框里，曾看到妈妈年轻时的
照片，她与穿警服清俊帅气的爸爸站在
一起，两条粗长的麻花辫，穿着碎花上
衣，娇小玲珑、秀气清纯，那嫣然一笑不
由得让我想起《诗经》中那句“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难怪有人夸奖我们四
姐妹是“四朵金花”时，外婆撇撇嘴说，
哪一个都不及她妈妈年轻时好看。可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总是穿着一身土布
粗衣，齐耳短发拢于耳后，别着两个黑
色卡子，不是忙于灶台就是坐在昏暗的
煤油灯下，为我们纳鞋底、缝衣服，永远
有做不完的家务活……

负亲有愧的我，最深的伤痛就是爸
爸去世后，我们寡母孤女相依为命的那
段日子。我 17 岁花季年龄遭遇飞来横
祸，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23 岁那年，
爸爸又因心肌梗塞骤然离世。那时，说
自己不识字是“睁眼瞎”的妈妈，却相信
知识能改变命运，她毅然给我交了西北
政法学院律师专科的学费，从此，陪我
走上了漫长的自学之路。

忆起妈妈，伤痛就在心间弥漫，往
事也历历如昨。童年惧怕黑暗的我，一
到夜晚就像个小尾巴，攥着妈妈的衣角
寸步不离；刚刚受伤时，双腿动弹不得
内心绝望至崩溃，妈妈默不作声把我揽
在怀里，任由我恸哭沾湿她的衣衫；爸
爸去世的那段至暗时期，妈妈强打精神
用轮椅推着我转至钟楼，买我最爱吃的
糖炒栗子，行至商城，又为我添置了一
件粉色风衣，那是我今生穿过的、最漂
亮也最让我望之便泪目的思母之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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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很郑重地给两个妹妹开
了个会。“会议”的主题是：爸妈的养老
问题。我把“新 24 孝”的内容讲给她们
听：带上孩子老公常回家看看，带父母
去旅游，给父母办生日宴，经常给父母
零花钱，定期带父母去体检，常为父母
拍拍照……我说：“爸妈一辈子不容易，
现在他们老了，该享享清福了。”两个妹
妹非常赞成我的想法，表示一定要用心
孝敬父母。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按照新 24 孝里
面 的 要 求 ，每 个 周 末 都 来 陪 父 母 一 起
过，经常给他们零花钱，还为老爸过了
一个隆重热闹的生日。有时我们也会
来个“孝心小创意”，比如带父母去影楼
拍个全家福，带上父母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我们都感觉非常尽心，可是，
我 发 现 爸 妈 似 乎 并 不 习 惯 我 们 这 样
做。他们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我们
绑架了，很不自在的样子，但嘴上也不
好说什么。

上周我要带爸妈去体检，没想到他
们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老爸说：“我和
你妈还不算太老，我们的生活完全能自

理 ，别 因 为 我 们 打 乱 你 们 的 生 活 。 你
看，为了陪我们，孩子们都耽误了上辅
导班，还有上次老三的同学聚会也没去
成。这样你们累，我们心里也不舒服。”

老妈说：“我和你爸有个原则，尽量不
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会把自己的生活打理
好的。”老妈说着，看了老爸一眼，接着说：

“我和你爸商量了很久，要跟你们约法三
章。”老妈这样一说，弄得气氛严肃起来。
还是老爸打了圆场：“这个约法三章，其实
就是我和你妈的想法和要求。你们姐妹
三个从小就懂事孝顺，你们的心意我们都
懂，但还得听听我们的想法。”

老爸把约法三章讲给我们听。首
先，父母能做的事，儿女不要代劳。父母
年纪虽然大了，但他们身体还好，很多事
都能料理得妥妥当当。以后呢，带父母
体检、带父母去拜访老友之类的事，女儿
们就不要参与了，他们自己能做好。其
次，父母想做点事，儿女要支持。老爸老
妈经常在菜园里种种菜，自给自足，而且
还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些“绿色蔬菜”。以
前我总是说，别种菜了，值不了几个钱，
还不如去超市买。老爸老妈说，他们想

趁着身体还好，多动动，让我们不要干涉
这些事。老妈有时候帮附近的工厂做些
小手工，挣点零花钱，我原来也很反对。
爸妈说，以后不要管他们，挣点钱会让他
们觉得自己还不老，还很有用。第三条，
不用每周都回来陪父母，儿女们把自己
的业余生活经营好，父母也有自己的乐
子。爸妈都喜欢看戏，他们经常结伴去
参加票友组织的活动，而我们每次回家
都会打乱他们的安排。以后呢，不用刻
意来陪爸妈了，给他们自己的空间，也给
我们自己放假。

我听明白了，爸妈的约法三章其实
总结起来就是：他们想要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女儿们不要过多介入他们的生
活 。 他 们 这 样 做 ，一 是 为 女 儿 减 轻 负
担，二是想要有更多自由。我们做儿女
的，有时总是强行闯入爸妈晚年生活的
领地，结果大家都很疲惫。孝没有固定
模式，适合爸妈的才是最好的。尽孝也
有技巧，尊重父母的愿望是关键。

“百孝顺为先”，儿女尽孝，最主要
的是遵从父母的意愿。爸妈的约法三
章，我和妹妹双手赞成。 马亚伟

认识父亲的人，对父亲的评价有两
个相反的方面：有人说，你爸这人呢，糊
里糊涂的，啥事都不挂心；还有人说，你
爸是个有心人，别看他大大咧咧的，心
里可清楚呢。

那次我跟父亲说起这事，他哈哈一
笑说：“糊涂好，难得糊涂嘛；清楚也好，
心中有数嘛！”我仔细想想，其实父亲有
他的一套“糊涂经”。

父亲的第一条“糊涂经”是，小事糊
涂大事不糊涂。家里的小事，母亲找父
亲商量，他的口头禅是，随便，你看着
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家里添置
点碗盘还是水缸，过年给孩子买不买新
衣服，还有给双方父母买啥礼物，老李
家娶媳妇随多少礼，老张家借钱盖房子
借给他多少钱，诸如此类的事，父亲总
是 置 身 事 外 的 样 子 ，漫 不 经 心 地 说 出

“随便”“你看着办”。渐渐地，这类事母
亲不再同父亲商量，自己就拿了主意。
有时候别人问起来，父亲一脸茫然：“不
清楚啊。”别人见父亲糊里糊涂的样子，
便以为父亲在家没有地位，都是母亲做

主 。 其 实 ，家 里 的 大 事 都 是 父 亲 说 了
算。这些年里，我家盖房子，开小纸厂，
做生意，这些大事的决断权都是父亲，
他拍板了才算数。因为大事清楚，我家
这些年的家庭规划非常合理，我们都很
佩服父亲的决断，连母亲都说：“你爸该
清楚的时候，一点也不糊涂。”

父亲的第二条“糊涂经”是，得失糊涂
目标不糊涂。有一年，我家因为小纸厂亏
损欠了不少外债。父亲决定，先做个小生
意周转一下。他和母亲在集市上卖袜子、
鞋垫之类的东西。母亲是个精细的人，每
天收摊回来都要计算一番，今天赚了多少
钱。赚的多了就眉开眼笑，赚的少了就愁
眉不展。父亲却从来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他说：“这种小买卖赔不了，咱们不会赔本
卖，怎么会赔呢？赚多赚少年底就出来
了，这事不是长远之计，等缓过劲来，咱把
货底一处理，再去干别的。”父亲有他自己
的一套规划和目标，他认为人生在世，应
尽最大所能多做些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价
值。因为目标明确，父亲并不在乎琐碎的
得失。后来，父亲做了很多事，人生起起

落落，他从不觉得遗憾。
父亲的第三条“糊涂经”是，成败糊

涂情谊不糊涂。这些年里，父亲跟二叔
两个人去过东北做生意，跟邻村的曹叔
一起开过造纸厂，还跟他的同学赵叔一
起开过汽水厂。很多人都知道，生意场
上利益分明，合伙人经常因为各种原因
闹掰。可父亲这些年里，跟我这几位叔
叔的关系却越来越深厚。他们一起做生
意，有赔有赚，有成功有失败。无论什么
时候，父亲不会把成败和利益放在心上，
他认为情谊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母亲爱
计较，总抱怨父亲太糊涂，吃了亏也不知
道吭声。可渐渐的，母亲受父亲影响，也
不那么爱计较了。大家知道父亲重情重
义，都很敬重他。如今，他们依旧经常联
系，成了情谊深厚的老友。

父 亲 的“ 糊 涂 经 ”里 ，是 父 亲 获 得
快 乐 和 幸 福 的 秘 诀 ，也 包 含 着 人 生 的
大 智 慧 。 潜 移 默 化 中 ，父 亲 的“ 糊 涂
经”也影响了我。把日子过得糊涂点，
把 人 生 规 划 得 清 楚 点 ，生 活 中 就 没 那
么多小烦恼了。 王国梁

爸妈与我们“约法三章”

父亲的“糊涂经”

想念我的“李焕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