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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勤俭持家

我家的门楼上挂着
一块“天道酬勤”的匾，
这和我家的家规不谋
而合。

小时候，母亲常说
“小孩勤，爱死人”，教育
我们要做热爱劳动的人，
母亲还多次讲一个懒人
吃饼饿死的故事，以警示
我们不能太懒惰。她与
父亲以身作则，辛苦劳
作，养过猪，喂过牛，种过
西瓜，种过菜，还跑过运
输，从来都不闲着。

母亲信奉“金山银
山，坐吃山空，细水长
流，吃穿不愁”，要求我
们吃饭不能剩饭底儿，喝
汤要看见碗底，吃米要一
粒不剩。有时候我们遇
见好吃的，多盛了却吃不
完，母亲会念叨着“过日
子要俭省”，逼着我们吃
下去。这样做的结果是，
不论是走亲还是访友，我
们兄妹都不会多吃多
占、浪费粮食。

母亲常跟我们说要
量入为出，能不花的钱
就不花，但是该支出的
必须支出，比如买书、交
学费，即使再难父母也
会为我们掏钱，而买零
食之类就免谈。

上学后，我渐渐明白
了父母的苦心，作为农民
的子女，从自身做起，只
有勤俭节约，爱惜粮食，
勤奋上进，日子才会越过
越好。

母亲虽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却
有许多让我们受益一生的治家“格言”。

我在和面时，手上会粘很多面，锅、
碗、瓢、盆摆了一大片，向来爱整洁的母亲
和蔼地对我说：“进灶火，先看人，然后再
看和面盆。”

“敬丈夫以敬天，敬邻居施方便”，在
医疗条件落后的山村里，邻居无论谁中暑
了，母亲都会用拔火罐、扎舌头的传统方
法为其治疗。那年麦天，一个小伙子在打
麦时麦芒刺进了眼里。母亲听说后，急忙
从家里拿出银针，在火上消毒后，小心翼

翼地把麦芒挑了出来。母亲的仁慈之心
感动了我，出嫁后，我在公婆家任劳任怨，
赢来许多赞誉声。

母亲信奉“个人要俭省，待客要丰
盛”的道理，在生活困难的岁月里，如果
有客人来，哪怕出去借碗白面，也要给客
人擀面条吃。“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平
碗借、满碗还的母亲总是把面按得很瓷
实，母亲说：“精三分，憨三分，留下三分
积子孙。”

邻居们见到我侄女白皙丰满的脸庞，
都说：“这是她奶奶积德行善的结果。”

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没有什么好
办法，往往是既动口又动手，是个标准的

“暴力母亲”。
上初二时，一次我和同学约好一起去

买参考书。还没出门，天就下起了雨。我
磨蹭着不想去，母亲见我懒洋洋的，就扬起
了巴掌，我这才悻悻出门。同学见我冒雨
赴约，非常惊讶：“我以为你不来了呢，你真
是个守信的人。”听了此话，我暗自羞惭。

有一年夏天，邻居家的桃枝越过墙
头，半青半红的果子很诱人。中午，趁母
亲在屋里休息，我爬上了墙头。由于心慌，

我一使劲儿桃子弹向了远处，我定定神又
要伸手，帘子一响，母亲从屋里出来了。

母亲把我提溜进屋，伸手就打。父亲
听见我的哭声，说道：“七八岁的小孩子，说
几句就中了。”母亲却抄起笤帚疙瘩说：“从
小偷针，长大偷金，不打一顿不长记性！”

从小到大，我没挨过父亲的打，挨母
亲的打却不少。年近七十的母亲问我恨
不恨她，我笑着说：“这是你的职业习
惯。你种了大半辈子地，习惯了给棉花、
西红柿整枝打顶。你对我采取‘暴力手
段’，就是提醒我不要长‘荒’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
中，印象最深的当数
母亲的规矩：见到长
辈要问好，待人接物
懂礼貌；自己事情自
己做，不能欺侮小同
学；人有困难帮一把，
少给他人找麻烦……
除夕，母亲总要盛上几
大碗饺子，让父亲给
同族的长辈送过去。
饭菜端上桌后，只有
长辈动了筷子，晚辈
才可以吃。

有一年过年，天还
未亮我就跑出去玩儿
了，中午回到家，早已
饿得前心贴后背。菜
刚端上桌，没等爷爷奶
奶入座，我就大口大
口吃了起来。母亲很
生气，随手捡起地上的
笤帚，狠狠地打了我一
顿。这是母亲第一次
冲我发这么大的火。
我一头钻进被窝里，呜
呜哭起来，任凭谁劝，
我都不起来。母亲说：

“都不用理她，小小年
纪这么不懂规矩，长大
了还得了。”

晚饭前，母亲来到
我床前，心疼地对我说：

“过年是不兴打孩子的，
妈妈违反了规矩，诚心
向你道个歉。但今天你
做得确实不对。我平
时教育你的，难道你
都忘了？爷爷、奶奶
为了我们这个家日夜
操劳，作为晚辈，我们
要给予他们应有的尊
重。不仅是过年，就是
平时，尊敬长辈也是最
起码的做人准则。”

在日常生活中，只
要爷爷、奶奶不动筷
子，母亲就不会先吃
一口饭。母亲从不舍
得给自己买新衣服，
但每年过年都要给爷
爷、奶 奶 添 置 新 衣 。
亲朋好友送来稀罕东
西，母亲都会留着给
爷爷奶奶吃。

“子女的身上，有着父母的影子；一个人的言行，体现家庭的素养。”春节期间，
央视推出《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引发公众的关注与思考。《百姓写手》近日特推
出两期专版——《家风家规大家谈》。良好的家风家规，不光对个人修养和家庭的
和睦有促进作用，还将成为弘扬良好社会风尚和国风的向上向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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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丽

积极向上

母亲年轻时是村里的妇女队长，最
爱说的话是：“好好干，人勤地喜欢。”

母亲干起活儿来常常忘了时间，不惧
酷暑，不怕严寒。夏天的中午，别人都找
阴凉歇着，母亲却顶着烈日锄地。她说：

“草比人怕晒，中午锄草，草不会复活。”
冬天只要不是大雪盖地，母亲就不会

待在家中。一次，我去地里找母亲，见她穿

着单衣用镢头在刨地。我吃惊地问：“妈，
你不冷吗？”母亲笑着说：“不冷，还热呢！
冬天干活儿全身热乎乎的。”难怪村里人常
说：你母亲干活儿超过两个男劳力啊！

父亲长年在县城工作，跟着母亲长
大的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好好读书
啊！”我参加工作后，母亲说得最多的是：

“好好干啊！”
这种勤劳、积极向上的家风，不仅影响

了我，也影响了我的下一代：我在教师岗位
上尽心尽力，20多年来得到了无数奖励，被
评为市优秀教师、市骨干教师；我的两个孩
子阳光、上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孙春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