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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芳

母亲的巧手

亲爱的妈妈：
您好！
女儿有千言万语想对您说，却不知从哪里

说起。
年轻时，您是出色的篮球运动员。现

在，您为儿女累弯了腰。您今年 80 岁高
龄了，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您仍然自
食其力，还给儿孙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为了预防大脑老化，您天天
练字、做算术题、看中
国地图，各个省会城
市，全国各大城市，您

都能记住位置。现在汽车多起来了，您又记住
了全国省会简称和汽车牌号代码。为了不给
儿女添麻烦，您还坚持骑自行车锻炼。

您吃苦耐劳、宽宏大量，您坚强而又温柔。
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您从来不给我们添麻烦，
总是体谅别人。您尽管非常想念我们，但您从
来不说，上次您生病住院了，也没有给我说。

我到民航飞行学院从事气象工作后，您也
开始关注气象对飞行的影响，每次打电话总是
问长问短，把关注天气变化当成了自己的工作。

您常教育我们要孝敬公公、婆婆，您对待
儿媳如自己的亲生女儿。您不仅孝敬我的爷

爷奶奶，而且与妯娌们和睦相处几十年。如
今，跟您一起长大的叔叔得了病，您多次去看
他，每逢过节，您更要去看他。您总想着他人，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您平时生活非常节俭，对他人却从不吝
啬，经常默默救济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的孤
寡老人。您用节约下来的零花钱给村里的
留守儿童发压岁钱。

您无私的爱和宽厚的心永远温暖和激
励着我们。

我爱您，亲爱的妈妈，祝您健康长寿。
您的女儿

昨夜辗转难眠，又见袅袅炊烟
杨柳轻抚小桥，芳树簇拥家园
一溪清冽碧水，映照雨后晚莲
在如豆的灯下，你缝补着衣衫

思念如江决堤，醒来泪流满面
想起那场急雨，想起行路艰难
想起那支柳笛，想起清贫童年
想起离家前夜，想起你的泪眼
想起你为我点亮的那盏小油灯
想起灯影里你那布满皱纹的脸

我走遍天涯，看尽了人情冷暖
爱情渐渐苍白，友谊日趋暗淡
纵横四海冲天志，如同浮云遮华天
笑傲江湖平生愿，化作愁烟任聚散
万般世事皆荣枯，浮萍悠悠过流年
最是漫漫不眠夜，想你想得泪满面

想你点亮的那盏灯，
想灯影里你慈祥的脸
梦中的灯，妈妈的脸
让我在黑夜看清长路，走回家园
梦中的灯，妈妈的脸
让我不管千里万里，梦绕魂牵

梦中那盏灯
□庄小艳

写 给 母 亲

母亲节即将到来，我的思念也变得愈加悠
长。记忆如泉水般在脑海中不断翻涌，那些温
馨的场景也如清泉般欢快地漫过心田。

母亲手巧，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管谁拿
来什么样的布料，经母亲裁剪和缝制后，穿上
总非常得体。

母亲绣花也是一绝，家里的床帏、门帘、衣
服，她都能绣出漂亮的图案，那清秀的山水、美
丽的花草、活灵活现的动物图案，都能引得邻
居和客人赞叹。

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一件的确
良对襟上衣，在右胸前机绣了一串紫葡萄，周
围还配有绿叶。当我穿着玫红色上衣走进教
室的那一刻，许多女同学雀跃着围过来问这问
那，眼神中满是羡慕。我为自己有一位巧手母
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刚结婚那几年，每当拆洗被褥时，母亲
就会过来帮忙。我跟着母亲学缝被子，我一行
还没缝到头，母亲已经飞针走线把被子四周缝
好了。看着自己慢如蜗牛，针脚歪歪扭扭，我
扑哧笑了。母亲的针脚笔直均匀、松紧有度。
后来母亲年纪大了，我宁愿自己慢慢缝，也不
忍再去劳烦母亲。

提起母亲的巧手，我常常想起孩子小时候
穿的虎头鞋、棉衣、棉靴都是出于母亲之手。

五一那天晚上，文友“春暖花开”在QQ
群里唱了一首阎维文的《母亲》。“你入学的
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褶伞有人给
你打……”那熟悉的旋律，那温暖的歌词，一
下子使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妈，我想
你了，明天我就回去看你……”

时光总是走得那样急，仿佛昨日还是春衫试酒，今日
就火轮灼人。

老家的日子，节气总是在母亲的指间轮回。往年立
夏，母亲特意到麦田里走了一遭，检阅麦子在微风里抽穗
扬花。麦浪起伏，母亲陶醉在麦香里。

立夏后，母亲开始特别关注天气预报。有雨，开怀；
无雨，皱眉。此时麦子正需雨水灌浆，决定着一季的收
成。天气阴晴不定，母亲的心情就跟着起起伏伏。

无论怎样，母亲要做一些夏收前的准备。盘点墙头
挂的镰刀，墙角搁的箩筐，棚顶上的扫帚、木掀、粮袋。该
磨的磨，该缝的缝，如有缺损，就去镇上买一些补齐。

母亲着手收拾门前的菜园子，黄瓜已经开花，小白菜
水灵灵的，新蒜渐渐成熟，为西红柿搭了架子。一旦麦
熟，这些菜刚好跟上下饭，补充体力。

立夏，热气蒸腾，万物繁盛。母亲跟着紧张起来，电
话一个接一个，向子女们报告麦情，叮嘱儿女在收麦的日
子里一定要请假回来……

如今，土地流转了，母亲住在城里，没了那些挂念。
先前记得一清二楚的节气，在她的意识里模糊起来。
也难怪，楼那么高，空调开得又足，母亲似乎不知岁月
更迭了。

母亲愈加老态，也糊涂了。已是立夏，百无聊赖的她
还没有从冬春季节走出来，仍躲在厚实的棉被里，嚷着寒
冷，浑身也难受得不行。

我想，有空一定陪母亲回故乡看看，不知那里是否还
有她记忆中的麦田。

中午，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某西餐厅就餐。还不到12
点，平时门可罗雀的这家西餐厅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只好
排队等座位。

这时，一群人搀扶着一位白发老人走了进来，显然是
儿女们带着母亲来过母亲节的。儿女们有的搀扶着老
人，有的到处找座位，他们在一楼找了一圈，没有座位，又
到二楼找，还是没有，老人显然已站累了。最终，他们搀
扶着老母亲去了地下室，那里应该有座位。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背着他的老母亲进了西
餐厅。老人满脸皱纹，头发全白了。这一幕让我怦然心
动，我为那个男子不能马上给老人找到座位而担忧。他
看了看人满为患的餐厅，请服务员帮忙找座位，服务员表
示无能为力。

“咱回家吃饭吧，妈不欠这一口吃的。你平时多回来
看妈一眼，或者多给妈打个电话，比吃什么都香！”老人说。

后来，服务员终于在二楼给他们找到了座位，那个中
年男子把老人背上了二楼……

夜深了，我的脑海里仍在回放着这两个情景，那位老
母亲的话更让我难忘。是啊，常回家吃饭，平时多回家看
看老妈，多给老妈打电话，比让老人在母亲节这天吃什么
都强！

孝敬母亲，不能只在母亲节这一天，让老人到饭店里
大吃一顿，也不足以化解母亲对儿女的思念。

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电话，想和母亲说说
话，却突然意识到夜已经深了，明天一定给母亲打电话。

星期天，我就回去看望母亲。

□幸福密码

母亲的立夏
□陈重阳

回家吃饭
□李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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