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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回乡看望父亲，刚踏
进家门就看到他在泡茶招待客人。
但是客人是谁，我并不认识。见我
进门，客人便起身和父亲告别说：

“张老师，我改天再来看您。”父亲将
客人送到门外，直到客人上车离去，
他还驻足在门口挥手道别。

我问父亲这是哪位朋友，父亲
说那是过去教过的学生，不过已经
不记得是哪一届的了。父亲一边感
叹自己教过的学生太多，一边也无
奈于自己的记忆力正在衰退。

记得父亲刚退休时，我担心他
一个人在家无聊，又恰好任职的学
校食堂准备推行无纸化就餐模式，
需要一位负责给师生餐卡充值的工
作人员。我便建议父亲来试着帮
忙，看看是否能缓解他退休后的不
适感。

给餐卡充值这个岗位的工作时
间不长，但是挺废脑的。一来是因
为全校三千多名师生，每人一张餐
卡，总量不少。二来是因为这个工
作不仅收钱时得认真细致，每天还
得对收款总额进行校验核对，看看
收支是否平衡。更有一个挑战是需
要操作电脑，毕竟父亲这一辈人，会
用电脑下象棋，我觉得就算是和时
代紧密接轨了。

我一度担心这个工作的强度太
大，父亲会感觉太辛苦。毕竟一大
把年纪的他还得从头学习电脑的使
用方法。不过看到父亲做得游刃有
余，甚至很有成就感，我也就放心
了。

事实上，父亲的适应能力比我
意料中的强。他在学校食堂工作不
久，就和很多老师变成了朋友，同事
们还亲切地叫他“老张”。父亲习惯
在吃完晚饭后去操场散散步，不少
与他一起锻炼身体的老师，都感叹
说走着走着就跟不上他的节奏，因
此父亲还收获了不少“粉丝”。

再后来，学校用餐系统升级，不
再需要专人来负责给餐卡充值了，
刚巧又赶上老家的房子落成，父亲
便打算离开市区，回老家定居。

因为我的两个娃还在上幼儿
园，母亲要留下来帮忙照顾孩子，这
也意味着父亲在老家凡事都得靠自
己。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去住，父
亲却像孩子一样得意地说：“自己一
个人生活，我可不是第一次了。”听
到这话，我才想起来在二十四年前，
由于自己书读得一塌糊涂，不得不
在高中复读的那几年。当时父亲让
母亲到市区租房子照顾我，自己则
一个人守着老家，白天不是去学校
上班，就是下地干活，晚上回家后就
洗衣做饭，打扫屋子，自己照顾自
己。后来我经常感慨，这或许就是
老一辈人的无私之处，长辈们考虑
事情的角度，总是以家庭的和谐为
出发点，自己吃苦就能搞定的事情，
绝对不会累及家人。

因为老屋翻建，屋外多了一片
空地，赋闲的父亲找到了新的奋斗
目标，那就是开垦菜地。于是那些
原本荒凉的空地被打理得井井有
条，并种上了各种不同的蔬菜。父
亲每天都蹲守在菜园里，松土、播
种、浇水、施肥、捉虫……不知道是
因为土地肥沃，还是父亲的认真照
料，屋前的菜地里不管种什么，每一
季都会迎来满满的收获。而能够为
家人供应新鲜的蔬菜，也让父亲有
了新的成就感。

长大后的我，一直以年轻时的
父亲为榜样，想要学习他努力工作
的态度。但我没想到的是，退休后
的父亲还为我诠释了即使离开忙碌
的工作岗位，步入老年的人，依然可
以拥有精彩且充实的晚年生活，只
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
新阶段，就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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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我把老妈从乡下接
到城里跟我一起住。没住几天，她
就提出要回乡下。她念叨说：“我习
惯了住乡下，想回去继续住。这样，
我能跟那些街坊邻居唠唠嗑，平时
也能有个说话的伴儿！”

我劝老妈：“你岁数大了，我不
放心你自己住。你得适应城里的生
活，融入大家庭中，让我省点心。再
说，这里的邻居们都挺好的，等你住
久了，没准我赶你回家，你都不乐意
回去呢！”

为了让她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把她拉进了社区群，跟她建议：

“你那么想跟人交流，不如主动出
击，多在群里冒泡，肯定也能交上三
两个好友。”老妈听完，使劲瞪了我
一眼：“你以为城里的邻居好交往
呢，你看不见，咱们每天上楼下楼，
都没有邻居主动跟咱们打招呼吗？
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哪能跟咱家那
边似的，吃饱了凑一堆，东家长西家
短地尽情聊！”

我承认，老妈说的这些现象是
事实，可是还是不甘心。

谁知，当天下午，老妈就跟我
说，她在群里接受了3号楼502室李
奶奶的邀约，晚上过去做客。这倒
是让我很惊喜！想不到，老妈这么
快就有新朋友了。

原来，老妈在群里跟大家问好，

引得李奶奶过来攀谈，两人聊得挺
好，李奶奶就邀她晚上过去家里做
客。为了赴约，老妈把从老家带来
的衣服试了个遍，最终选了件喜庆
的红色衬衫。去了李奶奶家，李奶
奶让保姆给我妈做了好几道特色
菜，两人边吃边聊，一如久未见面的
老友，特别尽兴。

那天后，老妈似乎就找到了归属
感，没再张罗着要回老家了。后来，
老妈在小区群里每天报到，谁家有小
忙可以帮，老妈都很乐意冲在前面。
看着她忙忙碌碌，我倒是蛮欣慰。

赵阿姨的小猫跑丢了，老妈四
处帮忙找，终于在花园里找到了；社
区做公益活动，老妈也积极参与其
中……

有一天，老妈要帮邻居丽姐配
钥匙，突然一阵呕吐，晕倒在地。好
在丽姐发现得及时，立即拨打120送
往医院，后来还在小区群里发起了
募捐。老妈醒来后特别感动，她说：

“原以为城里只是钢筋水泥，没想到
这里的邻居也挺热情，真好！”

如今，老妈跟我一起住在城里，
她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她说她喜
欢上了这里的邻居们，也适应了城
里的生活。如此甚好！我们娘俩终
于不用再分居两地了，余生可以一
起感受秋意，也享受这暖暖的邻里
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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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敬老、爱老，我总会
想起母亲尊敬老人、孝顺老
人的事。

记得那年，奶奶不知道
得了什么病，突然住进了医
院 ，而且一住就是三个多
月。因为父亲每天要忙农
活，照顾奶奶的重任就落在
了母亲的身上。那段日子，
给奶奶擦脸洗脚、端屎倒尿
成为母亲每天生活的主要内
容，可她却没有一句怨言。
有时候，她还会买几本书带
到病房，给奶奶读一些乐观
向上的好文章，让奶奶以坚
强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

后来，奶奶终于出院了，
但却坐上了轮椅，再也不能
站起来走路了。为了让半身
不遂的奶奶能够散心，母亲
经常推着奶奶去外面转悠，
还给奶奶买了台收音机，让
奶奶听戏听歌。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
深刻。那天，母亲正为奶奶
洗脚，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掏
出一包东西放在床边，说是
单位年底开茶话会，发给每
个人的零食。我打开一看，
里面除了有花花绿绿的奶
糖，还有我最喜欢的五香瓜
子。我剥开一颗糖刚放到奶
奶的手里就被母亲阻止了。
她说：“你奶奶血糖太高了，
不敢吃甜食，让她吃点咸瓜
子吧……”

我不禁纳闷：奶奶已经
没有一颗好牙了，能嗑瓜子
吗？

说着话，母亲为奶奶擦
完脚 ，洗了洗手便坐了过
来。她拿起那包五香瓜子，
一颗一颗剥开，放进碗里捣
碎，用勺子一点一点喂给奶
奶。看着母亲的举动，我问
她：“您对奶奶怎么这么孝顺
呢？她又不是您的亲生父
母。”

母亲笑着说：“家有一
老，如有一宝，没有老人，就
不可能有我们；没有老人的
辛勤养育，我们就不会成长
成人。许许多多的老人在年
轻时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
社会和家庭做出了无私的奉
献，值得尊敬和爱护。”我听
了，从心底对母亲生出敬佩
之情。

感谢母亲，让我领悟了
敬老、爱老的真谛；感谢母
亲，给我树立了敬老、爱老的
榜样。

母亲的敬老情
王会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