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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时刻 □诗歌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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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两个母亲，我也一样。
一个是生我养我的亲娘，一个是生我妻
子养我妻子的岳母。从亲情角度讲，两
个母亲这种说法应该没有问题。

前段时间，两个母亲先后因骨折住
院，使得两个大家庭五个小家庭忙乱了
好一阵子，所幸她们目前均已康复出院
在家休养。在医院病房陪护的那些日
子里，两个母亲还如往常一样不停地对
我唠叨，不要耽误工作，不要走错人生
路。虽然她们已过花甲之年，没有什么
学历，当时还躺在病床上，在我结婚之
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她们对我的教
诲如出一辙。

我的亲娘，今年快七十岁了，小学
文化，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伺弄着土地，
带领着我们这个家庭维持着生计，每天
辛勤劳作，风吹日晒，穷思竭想，奢求去
改变贫穷的现状。我是家中的长子，记
得小时候，母亲一人赶着驴车去农村集
市卖布，和父亲一起种菜卖菜……这样
的艰辛生活场景，历历在目。母亲没日
没夜地在那一亩三分儿地上抠摸着。
数年后，家里的一次重大变故让母亲深
受打击，精神恍惚。但是过了一段时
间，母亲毅然在村里一个私人电动车挡
风、反光衣加工作坊做起了缝纫活儿，
为的是每个月能挣到两千块钱，那时母
亲已经六十五了。母亲比家中的每个
人都忙，我数次回家都看见母亲到饭点
时匆匆找些吃的，或者简单做点什么填
饱肚子就又返回作坊继续干活。她说：

“多少可以减轻父亲和我的生活压力，

挣多挣少总比没有的强。”这就是我朴
实却又好胜的母亲。母亲对我的教诲
就是一句话：“好好干，不要操心家里，
别耽误了工作。”这句话从我参加工作
第一天起，一直说到这次骨折住院。母
亲住了十几天的医院，只让我在病房陪
护了两天。每当看到不再年轻的母亲
时，我的愧疚感油然而生，总觉得对不
起她。记得2002年因修建高速公路冲
了我家的院子，旧房子全部被拆掉了，
新房刚建了地基，全家只能借住在别人
家里。父母和年迈的奶奶、姥姥都因盖
房子每天忙碌着，而我却在单位忙着，
十几天都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更没
有回去搬过一块砖、一片瓦。半个月后
的一天，姥姥打电话，我才得知家里的
情况，父母快累晕了，姥姥让我赶紧回
家。回到家，母亲看到我后，一脸诧异：

“你怎么回来了？”下午，母亲又催促着
我赶紧返回岗位，说自家的活儿有人
干，不能耽误了公家的事。在以后的日
子里，很多事儿母亲都不让我操心，即
便农忙时也不打电话叫我回家，只怕耽
误了我的工作。这么多年都是年迈的
父母在地里忙碌着。这次她住院也是
如此，我仅在医院呆了两天，母亲就让
在工地打工的父亲回来陪护，叮嘱我不
要耽误工作。这就是我的母亲，辛苦操
劳了一辈子的农村女人，心里想的永远
是子女，即便再苦再难也不肯让儿女替
她分担生活的压力。

我的岳母 70 多岁了，也是只有小
学文化的农村人，多年前在已经破产的

县车辆厂下岗，标准的下岗职工。我与
妻子相识至今，岳母每天晚上在汽车站
旁边的路边摆地摊卖袜子之类的小东
西，为了挣那少的可怜的三五十块钱，
每天很晚才收摊。记得我和妻子结婚
有了孩子后，小家伙由岳母悉心照料到
两岁半，为的是让我和妻子能够安心工
作。我每周都会去岳母家，去看望岳父
母和儿子，每次岳母都会给我说同样一
句话：“不要贪占，不要心黑，要好好
干。”那时我常想，一个农村出来的下岗
女工，文化不高，又没见过大世面，却能
每次给我讲这样的话，真是平凡而又伟
大。也正是有岳母这样经常地教诲，这
些年我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从科员走
到现在，做到了不争、不抢、不贪、不占，
工作上永远带头冲在一线，即便有时不
被理解，也毫无怨言。如今，我到了区
直单位工作，没有了基层工作的繁琐，
待遇也好了不少，这时岳母的教诲又多
了一句：“好好干，要对得起工资。”的
确，曾因工作上的事儿不被理解，我的
内心接连受到打击，十分不悦，工作中
的干劲、冲劲和精气神都下降了许多，
因为怕老人操心，就没和岳母说过这
些，但岳母像是看出了什么似的，每次
看望她的时候都会对我说这句话。

这就是我的两个母亲，让我感恩尊
敬的人。一直以来，我也是按着母亲和
岳母的话去做人做事的，两个母亲对我
的教诲还有许多，始终让我警醒，指引
着我在复杂的人生中少走错路和弯
路。感恩我的两个母亲！

晚春时节，超市和路旁卖槐花的小
贩多了起来。鲜嫩欲滴、洁白清亮的槐
花，打开了我儿时的记忆，让我想起幼
时在老家捋槐花的情景。

在我们豫北农村，乡亲们喜欢在房
前屋后栽上几棵槐树，每到槐花盛开的
季节，大街上、小巷里、院子中芳香四
溢，沁人心脾。正在院子里写作业的
我，立刻撂下书本，撒腿向外奔去。

二婶家的槐树高大挺拔，枝叶茂
密，一簇簇洁白无瑕的槐花挂满枝头，
令人垂涎三尺。长在树梢的槐花够不
着，父亲便搬来梯子，踩着树干，用绑
着镰刀的竹竿猛割，槐花便纷纷落
地。年幼的我仰着脖子，一眼不眨地
盯着站在树干上的父亲。母亲坐在凳
子上整理，我往篮子里拾槐花，快乐的
心情无可比拟。

那时候，槐花是乡亲们的美味佳
肴。槐花摘下后，乡亲们忙着做各种
各样的槐花食品，母亲把槐花洗净，倒
入白醋、香油和味精，给我们拌成凉
菜；将槐花拌上玉米面，搅拌均匀，放
碱加盐，蒸熟后再浇上蒜汁，滴上几滴
香油，香甜可口的槐花馍让我们大饱
口福；将槐花焯水晾干，用鸡蛋清加盐
搅拌，蒸出的槐花包子一个个透着清

香；槐花饼更是打开了全家人的味蕾，
咀嚼着槐花，丝丝清甜，齿颊留香，余
味绵长……

槐花清香惹人醉，文人雅士赞槐
花。宋代大文豪苏轼的《槐花》里有赞：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
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唐
代诗人许浑的《夏日寄江上亲友》：“雨

过前山日未斜，清蝉嘒嘒落槐花。车轮
南北已无限，江上故人才到家。”随着年
龄的增长，吟诵中华优秀古诗词，让我
对槐花的爱恋之心愈加强烈。

又是一年槐花香。脑海中浮现着
槐花洁白如雪、晶莹剔透、清新素雅的
倩影，联想起槐花淡泊高雅、低调无华
的品格，我真切感受到槐花的伟大。

盼来春意浓
百花朵朵旺
擎来明媚绽光芒
梦中竞开放
微风拂动纤柳
弦歌碧草长
欲识杏花香
春至春山绿

春
□宋佳骏（卫辉市）

凡尘谷雨震虬宫，吐雾喷云润物丰。

沃野无垠飞丽彩，江山有意化娇鸿。

莺啼鸟啭鸣枝翠，蝶舞蜂翔吮蕊红。

旖旎风光柔似水，山河姽婳胜仙童。

谷雨
□孙文禄（封丘县）

从绿叶间的缝隙
漏下斑驳的光
失去了原有的热量
我站在一棵树下
把一只手探出树荫
灼热的阳光
用力地拽了我一下
夏日的树轻轻地摇摆
我听见弹珠撒落一地
发出的清脆声响

那一粒粒、一串串
挂在树上的鸟鸣
是一句句
跳跃的诗行
侧耳聆听
流淌的诗意
似涨潮的海水
捧着无数洁白的浪花
涌向我的沙滩
漫过我的心岸

夏日灼热的阳光
拽了我一下（外一首）

□尚庆海（辉县市）

□禹会通（新乡市）

我的两个母亲

□季节风铃 □朱壮学（获嘉县）

槐花清香润心田

挂在树上的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