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秦岭腹地的紫阳县界岭镇八道
河流域， 生长着一种野生鱼———钢鳅
鱼，这种鱼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水
温要冬暖夏凉，恒温，要纯天然干净的
活水才能存活，充氧都没用。

我们一行五人， 沿着斑界路向老
界岭方向出发， 车子行驶在沿山而建
的谷底公路， 窗外的绿水青山像画轴
一样向后卷起，整个人越来越舒展，微
凉的风打在脸上十分惬意。 行至跳鱼
潭，这里因鱼多而出名。 在以前，这里
密密麻麻的满是钱鱼、 花斑鱼、 钢鳅
鱼、巴石子鱼等多种野生鱼，用簸箕在
河里一捞就能捞很多。每到天气回暖，
春暖花开，成群结队的鱼群游出水面，
欢快地跳跃， 晶莹剔透的水珠随即飞
出、洒落，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跳鱼
潭也由此得名。 这河道是整个山体的
一部分，因常年河水冲刷，形成了几个
很深的潭和若干个石窟， 最适宜鱼群
生长，也是鱼群的庇护所。 主汛期时，
山洪暴发，鱼群可以躲进石窟，逃脱被
冲走的风险。

人群一到河边，鱼群就警惕起来，
四处逃散，迅速往石缝里躲。过了一会
儿，又一个一个探出头，然后飞快地游
过河道，躲到河道的另一边，我们也屏
住呼吸，生怕惊到它们。这里的野生鱼
和家养的迥然不同， 它们游的速度非
常快，警惕性很高，大多情况下不会成
群结队， 总是单条单条快速游过又迅
速躲藏起来。我们拿出相机，想要捕捉
它们灵巧的身影， 却怎样都无法拍出

成群结队的鱼群自由游弋的画面。 这
里的水清澈见底，一眼望下去，鱼儿在
色彩斑斓的鹅卵石上游动， 远处时不
时传来惊鸟声， 真切感受到： 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

近年来， 随着该县生态环保工作
的扎实推进， 河道的野生鱼较前几年
明显增多。 钢鳅鱼能长到 20 厘米左
右。 当地老百姓介绍， 钢鳅鱼群体生
活， 大多躲在石头缝里， 把手指伸下
去，手指一有感觉，往上一扯，就能扯
起一条，但它很凶猛，一旦被它咬住，
得使劲才能挣脱掉， 还容易被它背上
的倒刺划伤。 它们喜食水生昆虫幼虫
等，小幼苗时，短小粗圆，通体麻灰色，
纹理不明显。 长大后，鱼身细长，体色
鲜艳， 鱼尾红色， 游动起来像一道闪
电。 不熟悉它的，还以为是泥鳅呢！

我们也迅速行动起来， 都纷纷卷
起裤管，踩入水中。 水冰凉冰凉的，真
舒服! 水中还漾起一圈一圈的波纹，那
波纹逐渐扩散开来，阳光也随着波纹，
在水中荡出一圈圈涟漪。 我们趟到水
中央，溪中的青苔显得更加绿了，青苔
旁边还有几条小鱼若隐若现。 那就从
这几只捉迷藏的小鱼下手吧。

我弯下腰，双手慢慢地插入水中，
它们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危险的来临，
仍然悠然自得。 我双手点点地移到了
一只钢鳅鱼的身下， 然后迅速合拢提
起。满心欢喜结果却扑了个空，我有些
失望。又叫来同伴，想一起合作抓住一
条仔细地看看传说中的钢鳅鱼到底长

得什么样。 在我和同伴多次失败又总
结经验教训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
于抓住了一条小钢鳅鱼。 其他的小鱼
吓得落荒而逃， 我手中的小钢鳅鱼用
力甩着尾巴，扭动着身子，不停地欢腾
跳跃，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它的腮一张
一合，眼里流露出无助的神色。我更加
仔细地端详了这条弱小而又活泼的钢
鳅鱼，它身体细长，吻端向前伸出成吻
突，前鼻孔呈管状，后鼻孔圆形，近眼
前缘；眼位于头部的侧上方，眼下有一
倒生的小刺， 埋于皮内； 口裂呈三角
形，背部黄褐色，腹部淡黄色；背、腹部

有许多网眼状花纹； 体侧有数十条垂
直褐斑； 胸鳍浅黄色， 其他各鳍灰褐
色；鳍间散布许多灰白点，鳍缘有一线
灰白边。 看着这各个部分组合成一条
完美的小生命，我不忍心了，于是我毫
不犹豫地又将它放进水中， 看着回归
小溪的钢鳅鱼欢快地游走， 我的内心
却仿佛更充实了。

同行的伙伴也都以娱乐嬉闹为主，
对于捉鱼也都不是很在行，我们就这样
笑着闹着，伴着青山绿水，脚踩清澈溪
流，和小鱼小虾互相玩耍，认识了从未
接触过的钢鳅鱼，也算不虚此行了！

4 月 3 日是清明小长假， 也是农
历三月三日 ，是龙王山的庙会 ，头天
就接到电话通知说：大姑请大家到她
们家去玩儿。

大姑家住在汉滨区早阳镇汪垭
村，距离市区大概有 12 公里左右，在
龙王山半山腰处的一个村落里，站在
山梁上能清楚地看到龙王山。

今日春风和询 ，阳光明媚 ，正是
踏青出游的惬意时光。 早上 10 点，兄
弟崔老师开车到南门市场接上我们
俩口，经南环干道穿过二桥 ，沿着汉
江北岸 316 国道一路向东，二十分钟
后来到龙王山泉公司门口。 沿着蜿蜒
崎岖的山路盘旋而上，随着车辆越爬
越高，道路坡度也越来越大 ，弯道多
路面窄，坐在车里向下望去 ，让人胆
战心惊， 好在崔老师驾车技术不错，
都顺利通过。 崔老师一路侃侃而谈，
轻松地说：“这点山路不算什么，我到
丁河村小学上班二十多年了，比这路
危险的多了去。 ”

到达山湾大姑家院坝，大姑热情
地迎上来， 慈祥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说道：“你们今天来我好高兴，你们空
了要常来玩才好呢。 ”说着就忙不迭
地拿着暖瓶、茶叶、瓜子、花生招呼大
家坐下喝水歇息。

大姑今年八十有余，身体依然硬
朗，时不时还在地里种种菜，养养鸡。
院子旁边地里栽种的有整齐的蒜苗、
刚开花的豌豆 、大葱 、白菜等常见蔬
菜， 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蔬菜。
粮食基本没有种植了，年纪大了也做
不动了。 儿子、女儿都非常孝顺，都住
在城市 ， 儿女们轮流接她到城里居
住，可她还是愿意住在老屋里。 儿女时常来看望她，把生活用
品都买回来。 村里的年轻人为了子女上学等多种便利，现在
几乎搬到城里去住了，剩下年纪大点的都不愿离开祖祖辈辈
生息的乡村。 他们对大山充满了留恋，贫瘠的土地养活了祖
祖辈辈！ 这里有自己的青春、有付出、有血汗、有情感、有去世
的老伴儿于此长眠，有一辈子的记忆挂在心头。

我之前也多次来过大姑家，但都没有像这次一样，这么
认真地去观察我早已经熟悉的一切。 看着眼前存在了几百
年，由石头盖的房屋，望着灰色的石墙和油漆斑驳的大门，我
不禁感叹，先辈是付出怎样的艰辛，用勤劳的双手才创造出
这令我惊叹的杰作。 我抚摸着石头砌成的墙壁，仔细端详，石
条纹理依然清晰， 钢钎留下的痕迹都显露出岁月的沧桑，我
想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仿佛看见先祖们开山劈石，汗流
浃背，挥舞着钢钎，“叮叮当当”打磨着石头，溅起的渣土灰尘
冲进他们的鼻腔和眼睛，双手磨起血泡，依然用力挥舞着，努
力去创造去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

听大姑说着老屋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她祖上就在这
里居住。 我没进到屋子里去看，怕惊扰了这份宁静。 凝视着木
质门板上的雕花，尽管油漆剥落，却让人真实地感到年代的
久远，门上和墙头石头上的各种雕花，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看着老屋破旧的风车、变形的木桶、早已磨平棱角的石
磨、石碾、有些许破洞的簸箕、压弯的扁担、颜色已经发黑的
葫芦瓢等老物件，感觉它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祖辈们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些简单又原始的生活用品，主人舍不得
扔掉，怕是其中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都蕴藏着深厚的感情
在里面，留下它就留下一些念想吧！

太阳发出耀眼的光芒，阳光慵懒地晒着墙头，留下斑驳
的影子。 凝望远处，思绪万千。 春风吹面，我用心聆听这岁月
的心语，任时光一点一点游走。 是啊，岁月的长河磨去了人们
的青春，磨平了坚韧的石头。 时代在发展、在前进，唯有人们
艰苦奋斗和创造世界的精神难以阻挡和改变。

离了人群， 我独自沿着下山公路闲庭漫步四处看看，看
看儿时和同伴们一起玩耍的大山包，小沟渠，回忆满满。 我停
在乡间路上，一阵风吹来，蒲公英花絮随风曼舞，让人不觉想
翩翩起舞。 山坡上金黄的油菜花飘着花香，花蕊上蜜蜂忙着
采蜜，空气清新，自然优美，空闲之余到处转转，山里真是个
让人放松的好地方！

不觉间来到路口，这是原来到大姑家的小路，由于人们
现在都走大路，小路基本无人走了，便也荒废了。 我决定去走
一走，蜿蜒崎岖的小路，原本光滑的石板，已被枯草树叶掩盖
了痕迹，小路两边杂草丛生，岩石上长满了青苔，行走有些困
难。 路边的水井早已干涸，飘零的落叶腐烂成泥，这是大姑家
曾经担水的地方，曾经姑父搬来石头修葺过这口水井，大家
喝着甘甜的泉水，和水井共同见证着乡村的变迁，现在村村
通自来水，水井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只留在这里，默默无
闻，滋养着附近的花草树木。 就如同那时般滋养着大姑一家
人。

山湾里多处房屋已是人去楼空， 有的房屋已经坍塌，无
人打理。 岁月更迭，曾经喧闹的乡村，由于大部分人的搬离而
显得冷清，没有生气，而今甚至不再有人居住，茂密的草丛掩
盖了上山的小路，留下一片曾经热闹而现在寂静的山林。

围着房前屋后绕了一圈，房屋不远处，传来了大家的欢
声笑语，话语声将我的思绪又拉回到现实里。 回忆便遗忘在
心里，又封存在心里。

平时寂静的山林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顿时热闹起来了，
竹林里的灰喜鹊叽叽喳喳鸣叫着， 好像在欢迎着大家的到
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着，大家尽情享受着乡间的安详
和宁静，厨房里大姑和大姐，在忙碌着准备着饭菜 ，不大功
夫，两桌充满乡村山野风味的美味佳肴呈现在大家面前。

晌午饭时，大家畅所欲言，欢笑声、玩笑声、交谈着、品味
着，说着从前在这里的趣事，回忆着曾经的过往和艰苦，又相
互分享着今天的收获。 是啊，从喧嚣的城市来到山村，看青山
绿水，挖蒲公英、采香椿芽，吃农家菜，享受着田园生活，让大
家都感到非常舒适，将城市里的巨大压力都抛之脑后了。 随
着一声“大家来合影拍照喽”，大家聚拢在一起，脸上洋溢着
笑容，让照片定格这美好的瞬间，留下这份真情。

时光稍纵即逝，日落西山，这里的宁静和美好留在每个
人心里，恋恋不舍地我们又背起行囊，继续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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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安康山城有四座桥，最古老的桥是
一桥，连接着安康繁华的山城中段，最年轻
的桥是四桥，现代派儿。四桥连接山城下段，
桥身五个彩虹状的半圆浮在桥上， 高大华
丽，每到夜晚总是闪着多彩的灯光，甚是美
丽，由此这桥也成为安康地标式建筑。

早走一桥，是安康人的一大幸事。 一桥
下是汉江公园，是晨练之地，也是遛鸟、售鸟
的市场。 公园里松树下有认真研习打太极
的大爷大妈们；竹林边，有带着孙子孙女出
来溜达闲逛的阿姨们；凉棚里，拉板胡地拉
板胡，谝闲谈地谝闲谈；桥下汉调二黄的歌
声唱出历史悠远；水中摸鱼戏清水的大哥们
其乐无穷； 江渚拍鸟的爱鸟人齐聚蹲守；江
滩寻奇石的市民三五成群，好一派热闹蓬勃
的景象。

逛了一桥远眺江面后，还可逛鸟市。 居
住在汉水之滨的安康人，是幸福的人，这里
老人的晚年生活，有水声、歌声、鸟声陪伴。

公园人行道两边，就是遛鸟、兜售鸟的
市场了。 遛鸟的老人，把鸟笼挂在道旁的树
上，树下就是一字排开的鸟屋兜售人。 笼子
里的鸟儿叫，惹得路边的鸟儿闹，闹着叫着，
百啭千声，惹人怜爱。 市场人头攒动，熙熙
攘攘，乐得就是这一叫一闹。 闲逛的人们蹲
下来挑挑鸟屋里的鸟儿，又立起身，逗逗鸟
笼里的鸟，然后和遛鸟人天上一句地上一句
的谝闲谈。

市场里的鸟， 大多就是画眉、 八哥、鹦
鹉、珍珠鸟之类的了，多为爱鸟人养殖的宠
物鸟繁衍的后代。 江边公园人行道两边排
满了各式各样装着鸟儿的笼，囚在笼子里的
鸟儿迎着朝晖，和公园竹林里、松树上、柳叶
深处的野生画眉、喜鹊、麻雀、斑鸠、点水雀
一起对着吵嚷，此时的汉江公园沉浸在一片
莺歌燕舞的鸟鸣中。清澈的汉江，悠悠流淌、
淙淙水声，和弦着鸟鸣，让人有身处自然深
处之感。

经常逛鸟市的我，也识得些许鸟儿。 在
这市场上鹦鹉中最常见的有虎皮鹦鹉、牡丹
鹦鹉、小葵花凤头鹦鹉、和尚鹦鹉。 搭眼看
虎皮鹦鹉，活像一只小老虎，在笼子里龙腾
虎跃，不时翘首在横杆上望行人，跃跃欲试；
牡丹鹦鹉，头和脖子是桃红色，其余都是绿
色， 看上去就是绿叶上一朵艳丽跳跃的牡

丹，颜色鲜艳、活泼好动，这种鸟也叫“桃面
爱情鸟”， 是一种非常喜欢群居及亲近人的
鹦鹉，难怪喜欢它的人多。 一位中年男子的
几十只鹦鹉，毛色鲜亮，每只都机灵可爱，一
老者蹲在摊位前和卖主讨价还价三四个轮
回，卖主给了最低价———一对一百块，老者
起身就走，边走边回头，卖主也不喊，招呼别
的客户去了。 老者在其他鹦鹉摊位蹲了半
天，又折回身子，掏了一百块，逮了两只鹦鹉
就走。

一只八哥，在鸟笼子里上蹿下跳。 这只
黑色的八哥其貌不扬，路人很少关注，主子
急了，提起鸟笼来了一番才艺展示，对着八
哥说：“早上好”八哥接着说：“早上好”主子
又说：“汉江美”八哥就说“汉江美”，一时间
他的摊位前挤满了人，都来欣赏这只能说会
道的八哥。 大家都逗八哥：“你好”八哥回应
了一句。有的人故意叫：“你坏！你坏！ ”只见
八哥对着那个人连声喊：“你坏！ 你坏！ ”乐
得一圈的人哈哈大笑， 最终一位老大爷用

2000 元提走这只八哥，他说，儿女都在北京
工作，他和老伴需要八哥陪他们说说话解解
闷。

夜逛四桥，是安康人一大乐事。 桥下便
是江滩公园。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四桥的五
道彩虹，卧于桥上，变换着色彩，把半个汉江
映照成一个缤纷的彩池，随便捡拾一块石头
掷入池中，就荡起一朵五彩的莲花。 立在四
桥望一桥，一桥似一抹浮云，金黄金黄的浮
云，悬在汉江上。此时的汉江，宛如一个弯弯
的月亮，扣住了江南江北不夜城，月亮的上
角勾着一桥， 下角粘着四桥和四桥上的彩
虹，好一派夜色阑珊、天上人间的美景。

感受完四桥的霓虹闪烁，顺便逛逛堤上
的夜晚小吃摊和菜市场。

晚风吹，汉江吟，萤火闪。霓虹灯下的长
堤像是一条沉睡的金龙，水西门一直朝着四
桥蜿蜒而去。晚上锻炼的安康人最喜欢走长
堤，堤上总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堤两边摆
满了菜， 都是来自汉江两岸的农家山货，摆

地摊的大都是大爷大妈村姑村嫂，她们用彩
条布铺在地上，把一些自产的农家特色摆在
上面。“旱黄瓜”全身挂着刺，白胖胖的，像一
个个玉娃娃，熟睡在彩条布上；顶着黄花儿
的长长绿黄瓜，陪衬在“旱黄瓜”身边，一胖
一瘦，相互对比显示着自己的优点；一串串
的绿花椒，带着绿叶带着刺，飘着诱人的椒
香；小巧玲珑的红金瓜和大肚皮的黄南瓜堆
在一起，乍一看，看成一群大罗汉和小罗汉
摆龙门阵哩；三两把韭菜、四五捆小葱围着
一大捆“野蔊菜”，巧手的村姑把菜围成艺术
品。打扮时髦的村嫂，头戴着白帽子，脖子挎
着手机， 不停地吆喝着：“甜西瓜甜梨甜香
瓜，都是黄土地里长的瓜，吃一口甜掉牙”，
她的地摊上都是安康土生土长的瓜，小凳子
上还摆着切好的瓜，供购买者品尝。 几位安
康老手艺人，簇拥在一杆路灯下，摆开了他
们用龙须草、麦秆、棕叶、青藤编制的娃娃玩
意儿，棕树叶子编制的绿色的蛐蛐、蜻蜓、青
蛙，随便朝堤下的草丛里一丢，难辨真假；麦
秆编制的雷峰塔、帆船、小背篓惟妙惟肖；泥
捏的，现场捏，捏出来的十八罗汉，挺着大肚
皮，笑看江堤上来来往往的安康人；一组涂
了颜色的“三打白骨精”泥捏，摆在一座假山
周围，吸引着一群牵着大人手死活不走的娃
娃们；竹片削制的猴子，穿上线，一扯，就能
翻几个筋斗，荡出几圈圆弧，逗得男娃娃扯
着父母亲的后衣襟闹着要买；卖竹笛的老头
身上缀满了长长短短的竹笛， 嘴里含着几
支，找江堤上娃娃最多的地方转悠，边转边
吹，吹出蛙叫、鸟鸣，吸引着这些只会玩游
戏、玩电子玩具的娃娃们，掏出自己的压岁
钱买上好几支， 江滩公园上满是蛙声和鸟
鸣。

江滩公园在江南， 这里也叫安康东坝，
从古到今，东坝就是产菜区，居住着一群菜
农。 远古时期汉江在这里回旋，淤出了一块
肥沃的沙土地，成为种菜的良田，祖祖辈辈
的东坝人，在这片肥沃土地上种菜供给安康
城区居民。江滩夜市场，就这样自然形成。鸟
市、菜市，都是安康人幸福的烟火市。

月亮升起来了，江风更凉了，江堤地摊
慢慢地散了， 摆地摊的人们自觉清扫江堤。
一江清水带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倒影向东
缓缓流去……

回来，回来，回来
回到哪里来？
回到平利来。
最美的乡村，女娲补天处；
神奇的眷恋，八仙都止步。
一眼家乡，忆山梦水；
一缕乡愁，牵肠挂肚。
天涯再遥远，心念是归途。
最近的路，
是回家的路。

常来，常来，常来
常到哪里来？
常到平利来。
五峰吐绿翠，坝河映蓝天。
神草绞股蓝，茶香把心安。
一生平安，千年祈愿；
一路顺利，万里相伴。
乡音声声传，虚寒又问暖。
心驰的家园，
是梦中的桃源。

未来，未来，未来
未来有多好？
家国天地宽，奋发为上游；
扬帆启新程，平利争头筹。
幸福再加倍，
满怀家国阔步走，
逐梦时代竞风流。
万家俱安康，
放歌明天颂春秋，
天地人和绘锦绣。

母亲矮小单薄的身影在风雨里走了
很久，我伸出手去，做了一个扶住她的姿
势，此时，群山、森林、草甸突然远去，我从
梦中醒来……一转眼，母亲已去世 7 年多
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可能是心灵感应
吧，母亲节就要到了，思念母亲的心情也
到达了巅峰。 总想给天堂的母亲说点什
么，也算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安慰吧……

母亲于 1938年出生在小镇的一个五口
平民家庭，外公是街道合作商店的一名普通
员工， 靠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地生
活。 由于家庭收入非常拮据，只能供舅舅上
学，母亲仅在政府组织的识字班受过短期的
扫盲培训。 当她还是一个 10 来岁青春期女
孩子的时候， 就开始帮着大人操持家务，20
岁就出嫁了，从此，她既要拖儿带女、操持家
务，还要揽活挣钱补贴家用。 20 世纪 60 年
代，先后在供销社养猪场、公社养鸡场、石灰
厂烧石灰工作， 什么脏活苦活都没少干，可
以说母亲的青年时代是在艰难困苦和劳累
奔波中度过的……

70 年代初期，父亲因在抗美援朝受伤
致残旧病复发，加之复员后长期开采煤炭
积劳成疾，一病就卧床不起，直至 1975 年
7 月与世长辞。 父亲的离世，家庭的顶梁柱
坍塌了，家庭的千斤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
肩上。 面对家庭突然变故，我作为长子，理
应为母亲分担一点，于是我给母亲说了想
退学的打算， 遭到了母亲的严词拒绝，她
语重心长地说：“你父亲在世时，想让你学
铁匠、石匠等手艺，靠一技之长养活自己，
我苦苦劝说 ，说你身体不强壮，手也不灵
巧，不适合当匠人，他才同意让你继续上
学，你现在却要退学，太让我伤心了，我这
辈子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我就是累死

累活，也要供你们姊妹几个上学，除非你
不认我这个妈了， 不然的话 ， 你想都别
想！ ”在母亲的强力坚持和不断鼓励下，我
也不敢怠慢，克服贪玩的毛病，把大部分
时间和心思用在学习上， 皇天不负慈母
心，70 年代末我也有幸考上本市的一所中
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又得到了一份稳
定的工作。

母亲因不识文化，又没有啥技术，只能
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她靠独自挑水卖
抚养 5 个儿女生活和上学， 五分钱一桶的
水，几十趟来来回回地上坡下坡路，压弯了
她的脊背，她坚强地让人心疼，孤独地让人
心碎，善良地让人心软，她这一生就像身体
成灰泪始干的蜡烛， 始终都在燃烧自己，照
亮着子孙后代。

90 年代初我结婚成家， 有了女儿，起
初还担心母亲会不会因为没有盼来孙子
而不高兴，她作为旧时代的女性，有点重
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也是很正常
不过的。 但是，母亲却对妻子和我说：“现
在生养女儿还好些，女儿最懂得体谅和孝
敬父母，只要培养得好，照样能撑起一片
天。 你们尽管放心，我知道女儿是父母的
小棉袄，也是我这个当婆婆的小宝贝。 ”母
亲的一席话， 打消了我们夫妻俩的顾虑。
母亲在行动上更是这样做的，我和妻子因
工作关系无暇照顾女儿， 年近 60 岁的母
亲就主动地承担起了这一重担。 于是，从
女儿幼童年到青春时期，母亲陪伴了整整
18 年之久……如今这些往事一幕幕涌上
心头，在女儿上小学前，我和妻子两地分
居，妻子在乡镇工作忙，女儿的吃喝拉撒、
起居陪伴都是母亲一人承担，母亲佝偻的
背， 把娇气任性的女儿从上街背到下街，

汉城的老街坊见我便说：“数你妈不怕辛
苦、好耐烦呐”，在她无微不至的精心呵护
下，女儿升入初中后，健康状况好转，身高
也比同龄人明显超前，小时候那个黄毛丫
头竟然变成了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女儿青
春期情绪不稳定，不太愿意与我和妻子交
流，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全天候陪伴
左右 ，不多言的她经常给女儿唱歌、讲年
轻时的趣事，半夜女儿睡不着径直走到她
床边，惊醒了她，她只担心地说：“可千万
莫碰到桌子了，等我把灯打开”又起身把
被子给女儿盖好。 当女儿与同学闹矛盾生
闷气时，她总是说：“我孙女是个懂事的好
孩子，老话说得好，让人不是怕人，痴汉不
会让人。 ”女儿应届高考成绩不理想，年逾
古稀的母亲陪着到市区复读，从县城带到
市区，母亲因为晕车吐了一路，睡了一天
才缓过来。 复学的每天夜里 10 点多，出租
屋的楼道里总能闻到一股鸡蛋香味，那是
习惯早睡的母亲，掐着放晚自习的时间点
煮的茶叶蛋， 那盏永远为女儿亮起的灯，
是青春期柔情的星光，是低谷期黑暗中的
灯塔，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母亲用她矮小
的身躯和爱的传承，搭起了两代人情感沟
通的桥梁。 女儿说，每每推开门，看见婆婆
蹒跚的背影，都湿了眼眶……母亲用她那
年迈之躯和加倍的“母爱”温暖了女儿的
复读之路。 最终女儿也不负所望，如愿以
偿地考上了她喜欢的大学。

我们这一生，终将要告别至亲至爱的
人，在岁月的长河里，亲人渐行渐逝，但她
们坚强和隐忍，无私和挚爱，从来不曾被
遗忘。 母亲，您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太
阳，假若有来世，我还要做您的儿子，我们
永远怀念您，祝您母亲节快乐！

走走桥桥逛逛市市场场
张张朝朝林林

来！ 来平利！
（歌词）
郭欣

忆 母 亲
孔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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