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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玉玲感谢亲家母，而吉水兰说
起亲家母，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吉水兰家在农村，自己在洛阳打工
挣钱养家。2006年，她的女儿芳芳嫁
给了葛玉玲的儿子，两家结为亲家。都
说婆媳关系难处，葛玉玲和芳芳却经常

“一个鼻孔出气”，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亲：“芳芳，没钱花只管向我要，别找他
（指儿子）。”“芳芳，趁现在没孩子赶紧
去考驾照吧！”“芳芳，想学电脑你就报
个学校，孩子我来带。”

葛玉玲不仅对儿媳如此，亲家母
的事她也很上心。2008年的夏天，吉
水兰去王城公园散步，不小心摔断了

腿。得知这个消息，葛玉玲很快为吉
水兰联系好了医院，等车赶到医院，葛
玉玲早已在医院门口等着。之后的检
查费、住院费等，葛玉玲全给代交了。

住院期间，吉水兰腿上打着厚厚
的石膏，不能动弹。吉水兰的女儿、女
婿上班、儿子上学，葛玉玲就主动承担
起照顾吉水兰的任务。洗衣、送饭、端
屎、端尿……炎热的夏季，葛玉玲一直
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每每看到头发
花白的葛玉玲，汗湿的衣襟裹着瘦弱的
身躯，吉水兰都内疚得无以言表，只能
含着眼泪一遍遍地说感谢话。葛玉玲
却说：“你把闺女都给了俺，我还得谢谢

您呢！”病房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吉水兰这次住院花了两万多元，

葛玉玲拿出了一万多元。不仅如此，
这年秋天，吉水兰的儿子考上大学，家
里已经拿不出钱交学费，正当吉水兰
一筹莫展时，女儿拿来了婆婆悄悄塞
给她的几千元。

如今，吉水兰的儿子已经大学毕
业并参加了工作，吉水兰也结束了租
房生活，住进了葛玉玲的另一套房子。

吉水兰说，没有俺这个亲家母，就
没有我们家的今天。我最大的心愿就
是能为亲家母做点儿事、出点儿力，好
好地回报这个善良的老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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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达

单身吉水兰 过年不寂寞

亲家母呀到俺家
咱们说说知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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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7956968）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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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卫利 文/图

节日，让寂寞的人更
寂 寞 ，让 快 乐 的 人 更 快
乐。看到别人合家团聚、
其乐融融时，单身老人心
中的凄楚谁能体会？在洛
打工的吉水兰老人，这个
春节却过得格外舒心，因
为她有一个好姐妹——亲
家母陪伴她。

葛玉玲，62岁，家住涧西区自来水
公司家属院。吉水兰，59岁，住在一拖
家属院——葛玉玲的另一套房子里。
去年腊月，吉水兰就受到亲家母葛玉
玲的邀请，让单身的吉水兰到她家过
年。腊月二十七，吉水兰早早地炸完
了麻叶、油条等，然后提了一大兜儿去
了葛玉玲家。亲家见面格外亲。两位
老人坐下后，吃着麻叶看着电视剧，聊
着天，还不时讨论一下剧中的人物，一
点也不拘束。

葛玉玲不会做面食，却喜欢吃面
食，她最喜欢蒸饼。为了让葛玉玲吃
上蒸饼，吉水兰特意回家拿来炊具。
吉水兰和面，仔细地揉呀揉，认真地擀
呀擀，把皮儿擀得薄薄的，上笼一蒸，
又软又劲道的蒸饼卷上青椒土豆丝、
豆芽等，葛玉玲吃得特别香。不仅是
蒸饼，还有手擀面、烙油馍等，凡是葛
玉玲想吃的面食，她都会下厨去做，让
亲家母吃个痛快。

葛玉玲患有风湿病不能接触凉水，

吉水兰就抢着帮她洗衣服、洗菜；葛玉玲
喜欢上网，吉水兰就帮她照看外孙女，让
亲家母安心上网；葛玉玲腰腿不舒服，吉
水兰就让女儿芳芳赶紧来给她按摩。

腊月二十九，吉水兰的儿子单位
放假了，他特意买了葛玉玲爱吃的水
果、糖等来给葛玉玲拜年。春节期间，
儿媳还开车带着她到处兜风、逛庙会。

葛玉玲觉得，这个年过得格外舒
心。吉水兰却说：“如果有能力，我们
还想为您做得更多。”

幸福老姐妹 真心换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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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从洛一高毕业。3年
的高中生活，至今记忆犹新。

说实话，在那个年代里发生的许
多事情都可以用始料未及和惊心动魄
来形容。待事情过去以后，又都可以
用触及灵魂和心有余悸来总结。

1957年，我刚上高中时，便目睹
了反右派运动中一些老师的惨痛遭
遇，初步知道了什么是政治运动。

1958年，最难忘的是全民大炼钢
铁的那些日子。学校操场上建起了几座
小高炉，地坑炉更是星罗棋布，昼夜冶
炼。入夜，火光四射，映红了天空，十分
壮观。校园墙外的农场上有几座砖窑，
是专为冶炼炉烧造耐火砖用的。耐火土
是学生用几辆胶轮马车从龙门西山拉来
的。每车配10个人，轮班休息，车不停。
每人2个昼夜要跑3个往返，从洛一高到
龙门单程约35里，共计210里。

当时的教学内容也有创新：立体
几何教学采用各种不同规格的耐火砖
作为教具。我们班还在历史老师的带
领下，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冶炼史》
的小册子，后来被一家出版社出版发
行了，出版社还寄来了300元稿费。

1959年，大辩论、大批判又突如其
来：个别同学因只言片语或者“反动日
记”而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帽子，受批判后或被处分，甚至被开除
了学籍。

1959年年底，全民性的饥荒也向
学校袭来，人人都面临着思想和躯体
的双重磨砺和考验。

1960年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给我
们毕业班发出的号召是：“大干100
天，赶上福州超郑汴。”

记得有一天，我与同班的3名同
学偷偷地到瀍河电影院看了一场电
影。不知是谁告了密，我们刚进电影
院坐定，就见班主任与教导处的老师
跟踪而至。在第二天的年级大会上，
校党支部书记点了我的名，还狠狠地
把我挖苦、训斥了一顿。好在后来我
们这4个人都考上了大学。

半个多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
三年的高中生活，带给我们的既有苦
涩也有甜蜜，既有懵懂无知也有青春
无悔……

退休后的老林报了老年大学国画
班，潜心钻研，可是学画的过程不太顺
利。为了打牢基础，他先练笔墨技巧，
从较困难的画梅开始。练了两个月，还
是没有一幅作品能拿得出手，老林有些
气馁，难道真是“人过三十不学艺”？

事实上，国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
之一，最适合修身养性，同时还能发挥
保健作用。首先，中国画讲究写意的
手法，要的是挥写自由，运笔时绘画者
必需气定神闲，呼吸深长，配上指腕、
臂腰的运动，能产生类似太极拳和气

功的健身效果，促使人体的呼吸、内分
泌等系统协调运行。历史上，有不少
写意花鸟画家都是老寿星。

很多国画教材的入门顺序都是“梅
兰竹菊”，为的是夯实基础，先通过画梅
花、兰花来强调笔墨技巧。古人云：竹
一生、兰半世。画梅、画兰都需要长时
间专注练习，短期不易见效。但对老人
来说，千篇一律的练习很容易挫伤他们
的积极性。相对来说，菊更容易掌握。
菊花的勾花、点叶，与多种花卉题材的
画法相似，掌握了菊的画法可为绘画多

种花卉打下基础。就梅、兰、竹、菊而
言，不妨把以上顺序倒过来，先从画菊
学起，先易后难，更能坚持。

其实，国画是“以形写神”的艺术，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因此，老
人学画应以享受创作过程，丰富晚年生
活为目的，而不是掌握某种技法。可先
从常看到的蔬、果、草、虫画起，一次学
一种，不贪多；接着画菊花、水仙等线条
分明的植物；积攒经验后，尝试画几笔
竹子，培养运笔技能；最后再接触梅、
兰、鸟等层次感分明的绘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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