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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母亲

思念无尽

□王子平

致即将退休的我致即将退休的我

话美食

闲情偶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但在我
们所有子女的心目中，这二十年她好像从未离
开。

当时因为缺医少药，父亲和母亲的原配，都
因疾病在30岁左右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两个
家庭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为了更好地抚养照
料双方的子女，他们在亲友的牵线下走到了一
起。当时，双方共育有4个子女，最大的9周岁，
最小的仅4周岁，正是最需要父疼母爱的年纪。
听父亲和母亲多次提及，哥哥姐姐们因为很小
便失去了母亲或父亲，孤苦伶仃。他们每天都
是脏兮兮的，常常东墙根蹲到西墙根，眼巴巴看
着邻家同龄的孩子衣足饭饱，在场院内外快乐
地玩耍。这种状况，自母亲进入家门之后就得
到了改善，姐妹几个得到了温暖，得到了爱，得
到了当时最大可能的照料。母亲对他们几个视
如己出，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他们吃饱；自己
穿得补丁摞补丁，却让他们穿得体面一些；自己
过得就算再苦、再难，也尽量让他们上学读书识
字，大哥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念到高小毕
业，就是极好的证明！大姐妹几个长大成人之
后，都经母亲之手风风光光地婚嫁成家，在他们
的心里母亲就是亲娘。

随着我们小姐妹几个出生之后，家里的人
口骤多，负担更重了。为了让所有子女过得好
一点。母亲起早带晚在田里劳动，夜里挑灯缝
补浆洗，从未睡过一个整夜觉。她时常对我们
兄弟姐妹几个说：衣服旧一点不怕，但一定要干
净整洁，这样出门在外，就不会遭人嫌弃看不
起。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操持一日三餐的母
亲，总是把干的留给子女吃，让孩子先吃饱，能
剩几口，自己就吃几口，最后常常只是喝一点粥
汤对付过去。母亲这些看似寻常的举动，其实
发自她那善良的本心，那种舍己为子的传统美
德，那浓浓的母爱亲情。

母亲对所有子女的爱，并不仅仅体现在对
子女的吃和穿上，而更多的精力则是用在他们
的健康成长上。这种健康成长，包括身体的和
心理的两个方面。谁有个头疼脑热、伤风感冒
的，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寻医问药，整日整夜地陪
伴，直到康复为止。对所有子女的行为习惯和
言行举止，母亲总是通过细致的观察，耐心的教
育劝导，及时的点拨矫正。她通过言传身教，使
所有子女都具备了良好的品行，良好的行为习
惯，传承了她那勤劳善良，舍己为人的优良品
质。

即使在所有子女都长大成人、各自成家以
后，母亲仍然以她那博大、宽厚、包容的母爱，把
她的所有子女都聚集在她的羽翼之下。每逢节
日，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要把一大家
子都聚集到一起，摆上两三桌，亲自下厨掌勺，
穷其所能地将好吃的饭菜忙到桌子上，让一大
家子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团圆饭。
这样的惯例一直持续到她八十岁高龄，那时，她
虽已无力亲自下厨，但还是协助儿媳妇掌勺，把
所有子女，子女的子女……聚拢在一起。这些
细节小事，尽管并非有多么了不起，但它恰如其
分地展现了她老人家对所有子女的母爱亲情，
展现了她老人家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

俗话说，父母在，家就在，就有回家的念
想。这个家，母亲是核心。能把两个原本破碎
的家庭聚到一起，使这个家团结友爱，充满着欢
声笑语，可以说，母亲的功劳最大。这也是我们
所有子女在她仙逝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思她、
念她、想她的原因。

母亲，我们想念您！

人生几十年，弹指一挥间。退休是人生
又一个“春天”。回眸这一生教育工作，从 15
岁懵懵懂懂的小伙子走上工作岗位，到如今
已青丝染霜，跨入了退休人员行列。回首往
事，安贫乐道，辛勤耕耘，立足三尺讲台。几
十年的奋斗之路既有痛苦，也有欢乐；既有紧
迫感，也有成就感。甚或有些许不公……但更
多的还是4个字“感恩所有”。所以，一路走来，
我收获更多的是进步成长。

心态决定姿态。一言以蔽之，过去的，一
切归零；未来的，从头开始。

退休生活该如何安排呢？一千个人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友给我建议：养养花、
打打牌增添乐趣；没事儿喝点小酒，牌里乾坤
大，酒中日月长；或者打起行囊，迈开双脚，在
诗与远方中放飞梦想，潜心修行，去旅游看看
祖国大好河山开阔眼界；也可以上老年大学，
学习唱歌、乐器、摄影、写作等，保持永远学习
的状态。我认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最好是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就是最好
的。

这几天整理书柜，翻出旧的报纸和杂志以
及一张张论文获奖证书，再次阅读我以前发表
过的文章，心生欢喜，想起以前每当自己投稿
的文章变成铅字时心情非常激动。

退休之后，空闲时间也多了，我能心无旁
骛，何不再次提笔写作来投稿，这不是打发时
间的最好方式吗？写作是一种体验，一不求在
写作上有多大的成就，二不求成名成家，只图
自娱自乐，只为跟文字美好的遇见。能否变成
铅字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
好。所以退休后，我能静心练笔和写作，键盘
上能敲击出有温度的文字，串成一段温情的话
语，写写过去，写写乡愁，砥砺初心，陶醉自
我。草木有情，花开有意，感谢遇到好时代，能
有如此好心情，把一段段时光镌刻成难忘的文
字记忆。还有就是心中一直有个小梦想，总想
把这么多年报刊发表的多篇教育教学论文、报
纸（媒体）副刊发表的“散文”，分类弄本小册
子，权当留作纪念，对自己今生有个慰藉。再
者就是闲暇多会会老朋新友，拉拉家常叙叙
旧，适可而止小饮老酒，也是不亦乐乎，生活就
会过得有滋有味。

面对退休，想到退休，我亦明白，世间的人
和事，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我们只需要把自
己修炼成最好的样子，然后静静地去等待就好
了……培养自己更多的兴趣爱好，让生命更有
宽度，更有厚度。

岁月长河，汩汩流动，余生时光，希望每个
人都把它唱成歌。

□沈益亮

每逢中秋节，婆婆都会亲手烙制月宫饼。
做月宫饼时，婆婆先把面粉倒入干净的面

盆中，按比例加入凉开水，倒入适量馊粥，搅
拌、揉成团后将面团表面抹平，然后再找个锅
盖盖住面盆，用棉垫将面盆紧紧包裹，等待面
团慢慢发酵。

第二天早晨，婆婆一起床就去看面团。揭
开锅盖，粘在锅盖上的面很有韧性，拉扯间面
团绽出一个个迷人的小酒窝。婆婆在面酵中
放入碱水、盐水，双手呈半空拳状揣面酵。接
着，她开始淘洗芝麻，将红枣去核。然后，她将
面酵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子，揉搓成团，中间
包上红枣，做成饼状，撒上芝麻，一个个盘子大
小的月宫饼便有了雏形。

婆婆放上油锅时，我们一家老小就开始围
着她转，随着“噗嗤、噗嗤”的油炸声消失，婆婆
将月宫饼坯子放入油锅中。婆婆对我们说：

“这就是所谓的‘锅不热，饼不贴’，我们都要做
贴心人啊！”当月宫饼煎至两面金黄时，香味四
溢，孩子们垂涎欲滴，忍不住伸手去拿。婆婆
呵止道：“小心！烫手！再等一等，这第一个饼
留着晚上敬月宫呢！再等一下，很快就好了！”
第二锅饼出锅后，婆婆切开月宫饼，孩子们美
美地舔着上面的芝麻，真是香到骨子里去啦！
我撕下一小块，唇齿缠绵间有着松软的劲道，
金黄的边缘嚼上去有着脆脆的香，中间的红枣
更是甜到了心坎里。

每次婆婆烙好月宫饼后，都会送些给左邻
右舍。

有一次，我带婆婆到我家来过中秋节，婆
婆做了月宫饼，习惯性地要送给邻居。我说：

“妈，在城里不比在乡下，我们白天都忙着上
班，邻居之间串门少，您就不要送了吧！再说，
对门的小胡与我起过争执，她家院中的枇杷树
长高了，挡住咱家的阳光，让她锯掉些树枝，她
也不锯，我们为这事还僵着呢。”

“丽儿，俗话说‘邻居好，赛金宝’，邻居间
相处，相互让着点。人在做，天上的月亮在看
着呢！”婆婆还是固执地敲响了小胡家的门。

令我没想到的是小胡竟然利用周末将那
棵枇杷树剪了枝，并来到我家满脸歉意地对我
说：“小王，确实是我的不对，冬天快要到了，我
家的树正好挡住你家阳光，你家院子里的菜也
需晒太阳的。”

我拍了拍小胡的肩膀：“那天，也是我态
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这枇杷树也别修
剪太多，来年，它还要开花结果的。”没想到，
我和小胡之间的隔阂，被婆婆的月宫饼化解
了。

又是一年中秋至，婆婆又早早地准备月宫
饼的食材啦，我又想起婆婆说的话。是的，对
亲人，对朋友，
对邻居，都要做
贴心人。

中秋月宫饼中秋月宫饼
□王阿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