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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爱情”不浪漫，质朴、
本分，还有些磕磕碰碰。父亲还小
的时候，爷爷、奶奶就离开了人
世。由于弟兄间关系不是很融洽，
父亲只得独自一人艰难度日。终
于，父亲熬出了头，吃的有了，穿的
有了，还能打打篮球，参加大集体
劳动挣工分，父亲凭着年轻和韧
劲、闯劲，尽力施展“才华”，赢得了
不少口碑。

那时，经过媒妁之言，母亲走
进了父亲的生活，没过多久，他们
便喜结良缘。从此，父亲感到了生
活的美好、爱情的甜蜜。尤其是我
和弟弟次第降生后，父亲兴奋至
极，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了。

那些年，母亲喂孩子、做家务，
背着我们下地挣工分，过着夫唱妇
随般充实、累并快乐着的生活。

时间一长，父亲觉得母亲虽不
善言辞，貌不出众，但勤劳、善良，
勤俭、持家，是好妻子、好母亲。母
亲认为，父亲高大、英俊，浑身上下
透出不俗的气质，尽管嘴巴子“不
饶人”，但心地善良、勤快、办法多、
脑瓜子灵光，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

“好丈夫”、儿子们的“好爸爸”。
这就是父母的“爱情”，可二老

并没有把爱呀、情呀之类的话语挂
在嘴上，而是化作实际行动，用心
诠释“爱情”的真谛。

世间再好的爱情也离不开“柴
米油盐酱醋茶”的保障，否则只能
是镜中花、水中月。父母深谙此
理，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确保一家
人温饱问题的解决。父亲学会了
木匠手艺，经常外出做木工活，为
了多挣工钱，常常忙到深夜才回
家。每当拿到“血汗钱”后，父亲悬
着的心才得以踏实起来。生产队
里有人修建砖房，需要挑黄砂，抬
预制板，父亲获悉情况后，二话没
说，就去干起了苦力活。

瞧见开手扶拖拉机找钱快，父
亲“眼红”了，与母亲商议后，花钱
买来一辆二手的丰27拖拉机跑运
输，期待着发财梦的实现。可是，
二手车维修费用高，除去成本，利
润少得可怜，甚至入不敷出。这，
丝毫动摇不了父亲挣钱养家的信
心和决心。不过，为了少亏些，父
亲不得不卖掉了那辆拖拉机，做起
了木制品生意，毕竟木工才是他的
专长。为此，父亲跋涉几十公里山
路去乡场卖木制品是常事，卖得出
去算是幸运，卖不掉则“倒霉”；饿

着肚子赶路、做生意也是常事，无
奈囊中羞涩，不得不忍、挺、熬。有
时，饿、累昏倒在路上，幸好他人相
助才脱离险情，父亲为此尝尽了苦
头。

庆幸的是，无论生活再清苦、
日子再紧巴、经济再拮据，父亲都
很乐观，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
有心人；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就
一定能创造出幸福美满的生活。

父亲的看法，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母亲。她没有“善于外交”的优
势，那就只得“持家”了。于是，带
孩子，养猪、牛、鸡、鸭、鹅、猫、狗，
种茶、庄稼、蔬菜等，成为了母亲的

“分内事”。为此，她起早贪黑地
干，为父亲安心在外做木工活解除
后顾之忧，为我们读书、生活提供
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特别是鸡
鸭鹅下蛋后，母亲总会拿到乡场上
去卖，以此解决家里的开销问题；
新茶出来后，母亲忙得够呛，摸黑
采、卖茶是常事，对她来说，多挣钱
才是真，再苦再累也值啊！

对于我们读书的问题，母亲与
父亲想法一致：不把孩子们培养出
来，决不罢休。哪怕是吃孬点、穿
孬点，也在所不惜！

对于种粮食，父母也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照例勤耕苦作，披
星戴月，汗流浃背，辛劳至极。直
到丰收成定局，父母把粮食卖到粮
站或酒厂，换来一叠叠“血汗钱”，
他们才会长长地叹口气，欣慰之情
溢于言表。除种粮食外，父母还做
起牛生意、下苦力，千方百计筹、
借、贷，保证我们读书的经费之需。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劳作中，父
母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理解，
浓烈了他们朴素的“爱情”，而且相
互间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可谓少时
夫妻老来伴。

前段时间，父亲因病住院。母
亲晕车，不能前去照料，只好由我
和弟弟照顾。母亲不放心，天天打
电话问情况。十天后，弟弟把父亲
送回了老家，母亲的心里才释然开
来。

当然，父母间难免吵吵闹闹。
记忆里，两人都是火炮脾气，偶尔
为了小事而发生争执，乃至大吵大
闹。但夫妻吵架不过夜，父母拿捏
得当，气一消，就像什么事都没发
生过似的，重归于好。其实，他们
通过吵闹来达到沟通、理解、增进

“爱情”的目的，实乃明智之举，不
能不令我们刮目相看、佩服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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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家里收拾出一堆旧
衣服和鞋子，母亲收拾打包好
后，放到小区的物资回收站。

没过几天，小区的保洁员，
偶遇母亲，忽然变得熟络了起
来，还连连道谢。后来我才得
知，母亲放到站内的鞋子，正好
适合她穿，她便捡了去，也才有
了我看到的热乎的一幕。

我问起母亲为何这样做时，
母亲说：“那些旧衣服和鞋子我
是穿不上了，可是我感觉一定有
人会需要它们，有时候你不需要

的东西，对于别人来说有可能就
是他需要的，难以寻觅到的。”

母亲的话对我影响颇深，在
此之前遇到用不上的旧东西我
都是随手扔掉。经过那次之后，
我再去处理自己用不上的东西
时，不再那么“冲动”，而是换一
种方式去对待，整理好、留下它，
找个合适的机会送给需要的人，
给予它一个好的归宿。

生活中，我们播撒出的每一
份善意，或许在不经意之间就会
温暖一颗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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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夜未眠。他最终还是
放弃了送我上大学的念头。母亲
告诉我不要怪他。

我怎么能怪他呢。这么多
年，父亲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其
实在他心里，一直有个大学梦，当
然这也是他的心结，还是个死结。

爷爷当时是一名教师，他特
意向学校请假，每天提前一个小
时回家，给父亲辅导功课。父亲
自然知道这次考试对他意味着什
么，考上了，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考不上，就要在家继续种地。在
那个年代，高考可真是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父亲没能走过独木桥，第二
年也是如此。父亲没再继续，最
终选择了土里刨食。

我和哥哥出生后，家里生活
变得更加拮据。种地挣的钱远远不够，农
闲时他就进城打零工，每天往返骑两个多
小时的自行车。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把小
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父母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妈说孩子长身体，要增加营养；父亲说，以
后做粗粮细粮两种饭，细粮留给孩子；爷
爷说，孩子要多学点知识，于是父亲一有
空就到二手书摊那里，给我们淘书。晚上
他还会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识字。我们
俩学得也快，常常是一本书一两周就学完
了。妈说，家里有那么多书，看完了再看
一遍，没必要总买新的。可父亲却执意不
肯，说知识就是要不断更新的，总嚼吃过
的馒头，还哪能尝出新味。

高考前夜，父亲紧张得睡不着。不过
去考场的路上，他还是装作很轻松的样
子，告诉我要放平心态，凡事尽力就好。
可我并没有觉得轻松，我知道，考上大学，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梦想。

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父亲哭
了，像个孩子一样。他激动地说，开学一
定要和我一起去大学校园里转转。

可父亲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自己。
放假回家，我一定要把校服套在他的

身上。即便父亲不肯，我也会对他说：“你
能培养出大学生，说明你也有那个能力。
所以在我心里，你也是名大学生。”

分别后，我望着父亲的背影，似曾相
识的模样。好像时光里的他也是这般，我
们在某一个时刻重逢。只是不知何故，两
个人竟越行越远，我住在了时光里，而那
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漫漫的时光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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