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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万岁

这是一个现实而又古老的话题。

这是一个轻松而又沉重的话题。

这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而又躲不了的话题。

人世间，只有“亲情”二字才真正称得上万岁。因为，亲情是

人生的根脉与基础，亲情是生命的希望与寄托，亲情是生活的力量

与源泉，亲情还是生存的延续与继承。珍惜亲情，就是保护人类真

善情感的血脉基因；走近亲情，就是迈进了天伦之乐的幸福家园。

亲情难忘。记得1960年我才8岁，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

饿威胁着许多人的生命。当时农村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大锅饭”已

从开始时随便吃喝，很快变成了食不果腹。每天每人只能吃上两个

糠菜团子，村子里经常有饿死的，临死前嘴里塞满了稻草或柳絮，

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爸爸实在忍受不了到东北逃荒去了，两个姐

姐已出嫁，大哥在外读书，家中只剩下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三个

孩子。儿时的记忆特别清晰。妈妈一手端着从食堂领回的四个糠菜

团子，一手拉着妹妹的手说：“咱娘儿俩少吃点儿，叫你四哥和小

-- 001



恩父母
勿迟疑感

弟弟多吃几口，要饿就饿死咱娘儿俩。”说着妈妈把一个糠菜团子掰

成两半，递给妹妹半个，自己吃半个，然后看着我和弟弟一口一口

地吃下剩下的三个。后来，生产队食堂又请妈妈做饭，可以吃饱，

但是口粮得带去。妈妈回答说：“谢谢队里的好意，我不去了，我

这份口粮得省给孩子们吃。”转眼40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印在我脑

海里。现在的人拿饽饽不当干粮了，那时一个糠菜团子就能救一条

人命呀。三年困难时期，全村200多户人家，饿死的有20多人，竟

然没有添过一个人丁。

牢记了亲情，也就自然懂得了孝顺与回报。18岁当兵后，每月

拿6块钱津贴费，我给妈妈寄去5块，自己留1块钱买牙膏、肥皂等

零用。20岁当排长后每月52块钱工资，连队司务处扣去8块钱伙食

费，我给妈妈寄去40块，自己留4块钱零用。妈妈说：“你给家寄

的钱全给你留着哪，拿去娶媳妇吧！”我说：“不用了，留着给弟弟

盖房结婚吧！”前不久，妈妈还拿出一叠400元用手绢包着的全是10

元一张的人民币深情地对我说：“快30年了，还是你当兵时寄的

呢。现在市面上早已见不到这种版的了，人家拿20块换我的10块，

说是收藏，我都没换，舍不得呀。”

1982年转业到地方后，除了工资还经常有稿费收入。那时也年

轻，每到星期天，我爱人就提前买只烧鸡或烤鸭、香蕉、桔子、点

心等，让我骑车给妈妈送去。当看着妈妈吃一口，让儿孙们吃一口

那个高兴劲儿，虽然一天100多里路打个往返，又加上扫院子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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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点累，但瞧着妈妈脸上挂满了笑容，就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人了。父亲去世后，妈妈跟弟弟一起生活。1989年春

天，我又和爱人商量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帮弟弟盖了一栋小楼房。

同时，我又给老人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又第一个在村里装上

了家庭电话。每到星期天，给老人送去爱吃的海鱼、海虾、排骨

等，再留些零用钱。妈妈说：“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过上这样

好的日子。”妈妈60岁时得过脑血栓，治愈后，我坚持每年春秋两季

给老人输一次液，保养老人的身体，预防疾病。村里不少人都跟妈

妈开玩笑说：“老太太80多岁了，比60岁时还精神。”妈妈脸上乐

开了花：“儿女孝顺，活着高兴，好多看看你们。”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是妈妈的生日，也是全家大团圆的日子。六

个儿女各自率领自己的“部队”从各地聚集起来，有40口人给妈妈

祝寿，四世同堂，重孙绕膝，其乐融融。1997年是妈妈的80大寿。

提前一个月，儿女们就商量给老人祝寿的事。我和爱人还有儿子三

口商量，为了感谢大姐和弟媳常年在妈妈身边对她老人家无微不至

的照料，专门给兄弟媳妇花2000多元买了个红宝石戒指，给大姐

2000元以表达我们全家的特别谢意。妈妈高兴地说：“看着儿女这

么和睦，这么孝顺，我还得多活几年。”

珍惜亲情，就是珍惜生命。我们兄妹6人，都很孝敬老人，谁都

没有攀比靠等过，条件不同，各尽孝心。在老人身边的多尽力照

顾，在城市上班的，多给点钱，常回家看看。1982年我们兄弟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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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后，妈妈曾召开过一次家庭扩大会，3个儿子参加意见发言，3

个儿媳妇到席旁听，把当时的家产两处房子共8间，用抓阄的方式提

前给儿子分了，老人一间不留。我当时想，养老只当一个儿子，继

承财产不能靠前，坚持不要老人财产。妈妈说不要不行，那是你个

人心气儿，做家长的要公平。我和大哥两人抓阄五间土房。我当面

与爱人商量后，对妈妈说：“这五间房是连在一起的，我抓这一半

两间半上首房也住不上，送给我大哥大嫂了。”妈妈当时非常高兴地

说：“这是你们哥儿们兄弟之间的情分。”其实，在生活中亲情与真

情比什么都重要。要维护家庭团结，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即：一个中心就是，以孝敬老人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花钱上

要厚道点儿，时间上要多挤点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一个和

睦的家庭，老人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度过幸福的晚年。

走近亲情，就是进入了天伦之乐的家园。现实生活中，许多人

对亲情淡漠了，对真情麻木了，对孝心倒置了，把眼光放在了关心

下一代上，而忽略了关心上一辈上。这种上下失去平衡的延续和发

展，很快就轮回到自己头上，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静下心

来细想想，过去的岁月，老人们含辛茹苦，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地

抚养成人，就像佛经里讲的：“母愿身投湿，将儿移就干，两乳充

饥渴，罗袖掩风寒。”当我们能做事赚钱、娶妻生子后，把老人们撇

在一边儿，将来老人故去的时候，再想给老人买口吃的、换件穿

的、说几句心里话为时已晚，留下的只能是后悔和无尽的遗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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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一点孝心，多做点儿孝事，将是多么快慰的事呀！陈红的一曲

《常回家看看》，唤起了无数人的灵魂觉醒，引起了众多人的心声共

鸣。陈明的一首《快乐老家》，又是多么发人深省，令人回味。在生

命与生活中，亲情如同阳光一般照耀着我们，如同空气一般供养滋

润着我们。所以，世界上只有亲情才称得起“万岁”一词。愿我们

所有做子女的天天心里都唱着《常回家看看》和《快乐老家》这两

首歌曲，走近亲情，快乐人生。

（张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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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即是职责

去年的一天，我陪母亲去医院量血压。

我们在急诊科旁边的医疗室里刚坐下，就听见救护车鸣笛而

来。急诊科里几个大夫小跑着迎上去，从车里抬下一个重症病人。

他们把病人安放在抢救室的病床上，主治大夫问清病人的病情

后，一边吩咐其他大夫为病人量血压、输液、输氧，一边亲自用双

手按压病人的胸部。

病人没有丝毫反应。

病人家属焦急地盯着主治大夫，眼里充满了哀求。

主治大夫翻开病人的眼睑看了看，忽地拔掉病人嘴上的氧气罩，

不顾病人满口的粘涎，俯下身去，用嘴对着病人的嘴开始人工呼吸。

所有的大夫都愣了，因为病人的血压已降为零，心跳也已停

止，主治大夫完全可以对病人家属宣告病人的死亡了。

过了一会儿，主治大夫站起身，走到病人家属面前，摇了摇头

轻声说：“他走得很安详……预备后事吧。”

病人家属看着主治大夫一嘴的污秽，慢慢跪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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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抢救室，一位实习生小心地问他：“老师，那个人明明已

经死了……你对一个死人做人工呼吸，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那位主治大夫看了看实习生严肃地说：“在我这儿，只有病

人，没有死人。病人哪怕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作为医生，我们也

得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你热爱你的工作，那就得去热爱每一

个病人，每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医生最起码的职责。”

实习生满脸羞愧地点点头说：“谢谢你，老师，我明白了。”

爱人、爱生命是医生的职责，其实，爱人、爱生命又何偿不是

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呢！

怕病人走快了一步

我的朋友丁是位医生，他从医十余年，一直在一个山乡小镇的医

院工作，薪水不高，工作却很辛苦，他常常要在深夜被病人叫起来。

有一年冬夜，天上下着大雪，丁睡得正香，忽然门被砸响，一

个男人凄厉地喊：“丁大夫，丁大夫，救救我妻子，她难产，快不

行了。”

丁惊醒，忽地掀掉被子，下床去开门，那个男人一把拖住他就

跑。

丁回头看了看放在床头的衣服，犹豫了一下，毅然跟着那人跑

出门去。

那夜，丁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仅烧了一只火炉的手术室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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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他把那对母子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时，他

自己几乎被冻僵。

我说：“其实，你可以拿上衣服，边走边穿。”

丁摇摇头说：“我怕我走慢了一步，病人走快了一步。”

我的心头一震，忽然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一种更新的认识，为

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医生们总是脚步匆匆，原来他们是怕自己走得慢

了，追不上病人生命走远的脚步啊！

从丁简单的一句话里，我看到了他那颗深沉的爱心。

母爱的力量

那年，小妹因为受伤住进了医院，我去陪护。

同病房有一个女孩，她是因为车祸住进来的，自住进来的那天

起，她就一直昏迷不醒。

女孩在昏迷中不时地喊着：“妈妈，妈妈！”

女孩的爸爸手足无措地坐在病床前，神色凄楚地看着女儿痛苦

地挣扎，不知该如何帮助女儿，只是不停地哀求医生：“救救我女

儿，救救我女儿！”

他不知道，医生该用的药都已用了，而病人，有时候也是要自

救的，能不能活下来，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是否充满生的渴望，也要

看她的造化。

一个护士问那个男人：“孩子的妈妈呢？你为什么不叫她妈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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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埋下头，低低地说：“我们离婚很久了，我找不到她。”

护士皱了皱眉头，默默地坐下来，轻轻握住女孩冰凉的手柔声

说：“女儿乖，妈妈在，妈妈在。”

男人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护士，少顷，脸上流满泪说：“谢

谢，谢谢！”

女孩唤一声“妈妈”，护士答应一声。护士与那个女孩差不多年

龄，还没结婚。

女孩像落水者抓到了一根稻草般死死攥紧护士的手，呼吸慢慢

均匀下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位护士像一位真正的妈妈那样，寸步不离地

守在女孩病床前，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话、讲故事、轻轻地唱歌……

直到那女孩完全醒过来。

医生说：“她能苏醒是个奇迹。”

女孩说：“我感觉到妈妈用一双温暖的手，一直牵着我，一直

牵着我，把我从一个黑黑的冰冷的井里拉上来……”

人们把赞扬的目光投向那位充满爱心的护士，护士的脸微微红

了说：“我记得读过一句名言，母爱可以拯救一切。”

是啊，我们每一个脆弱的生命，不都是在母爱的呵护、牵引下

坚强起来的吗？母爱的力量就是我们生的力量啊！

我在感叹母爱伟大的同时，更加钦佩那位年轻的护士奉献的勇气。

（程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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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点爱给父母

记得那是一个重阳节的傍晚，夕阳辉映下的未名湖半边瑟瑟半

边红。湖畔的林荫小径上，皓首乌发、红男绿女，三五成群，谈笑

风生。我们几位同学与品修课教授一边漫步，一边说古侃今。突

然，教授停下脚步，向我们发问道：“你们谁能说出港台歌星‘四

大天王’的生日？”

这类问题，当然难不倒我们这些“追星族”。大家争先恐后地回

答出了教授的提问，脸上自然流露出几分得意。

“我非常叹服同学们的记忆，也非常欣赏同学们的见识，这样

的问题换了我来回答，当然是哑口无言。”教授弯起食指，顶了顶鼻

梁上的眼镜架说，“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谁能说出自己父母的生

日？”

“这不是查户口吗？”一位女同学插了一句，引得我们哄堂大

笑。

“不错，我想查—查你们心中的‘户籍’上，究竟登记了些什

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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