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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糊涂心
□王国梁

浓浓孝心
老爸大大咧咧，啥事都不喜欢操心，

也很少把啥事挂在心上，老妈总说他没心
没肺太糊涂。每当老妈批评老爸糊涂时，
老爸就会乐呵呵地说：“人家郑板桥都说
了，难得糊涂嘛！糊涂点好，听说糊涂的
人都长寿呢！”

这些年里，家里的财政大权，一直都
是老妈掌握着。老爸只管挣钱，挣了多
少，花了多少，他统统不管，只管把挣的钱
如数上交。老爸的兜里很少装钱，因为他
用钱的时候很少，偶尔需要用钱就向老妈
要一点。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老妈说了
算。我家的情况，真应了小品里的那句
话：“第一条：老婆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
老婆如果错了，请参照第一条。”

我妈这人凡事都处理得妥当，只是
稍微有点私心，做事总偏向我姥姥家，连
过年过节买东西都是给姥姥买得多，给
奶奶买得少。老爸也从来不跟她计较，
常常对我说：“你妈到这个家来不容易，
你奶奶身体不好，多亏了她悉心照顾。
你姥姥离得远，平时照顾得少，多买点东
西补偿补偿也对。”不管怎么说，我就是
觉得老爸不会算计，不爱计较，糊里糊涂
的。

在农村，除了邻居，还有“地街坊”，就
是两家的土地紧挨着。我家有两个地街
坊，李叔和赵叔，这两人是村里出了名的
精明人，做什么事都不肯吃半点儿亏。每
年种麦子的时候，李叔和赵叔总想偷偷地

“侵略”我家的“地盘”。老妈很气愤，要找

他们去评理。老爸却说：“不值得。他们
能占多少？再说了，田里都埋着记号，他
们不会咋样的，就是觉得占了一星半点的
便宜心里美，让他们一下能咋的？”老爸稀
里糊涂地让这件事过去了。奇怪的是，跟
老爸打了几年交道之后，李叔和赵叔再也
没干过“占便宜”的事。

我们兄妹几个的事，老爸也很少管。
上学的时候，他基本就是不闻不问，也不
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几个完全是自由自在
成长起来的。到了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把
对象领回家中，让父母做参谋。老妈总是
在人家走后品头论足，百般挑剔。老爸则
只说一句话：“你们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
吧。”我们兄妹几个，并不因为老爸不参与
意见就忽视他。相反，老爸偶尔发表一下
意见，我们都会极为重视。我们的口头禅
是：连咱爸都说了，这事儿差不了。老爸
就是这么个人儿，活得不那么较劲，粗枝
大叶的。

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老爸这种生活
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人生智慧。他与老妈
和和睦睦，很少争吵，家庭气氛总是其乐
融融。他与亲朋和乡邻关系都很好，还有
一些不错的朋友，包括李叔和赵叔。我们
兄妹的学习和生活也都不错，而且我们从
小就自立，这个品质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
中很受益。我想，所谓的大智若愚，就是
老爸这样吧！

老爸有颗聪明糊涂心，这是他快乐和
健康的法宝。

母亲已年近九旬，身体还好，平时在
大院里转转，和院里的老人打打牌、聊聊
天，好多年都没出过大院逛过街了。

那天孙女从街上回来，说起街上的见
闻，母亲说：“我好多年都没逛过街了，现
在发展得这么快，我出去可能都找不到回
来的路了。”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一揪。

母亲自从上了年纪，我就不让她独自
上街了，特别是这些年，母亲连小区的大
门都没出过。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孔，我心
里升起一丝愧疚。

晚上吃过饭，我对母亲说：“妈，明天
吃过早饭，我陪你去逛街吧。”听了我的
话，母亲脸上露出惊喜，但嘴上却说：“不
去不去，老了走路不稳了，别给你找麻烦
了。”我说：“麻烦啥，我好长时间也没逛街
了，一起出去走走，看看，顺便给你买两件
衣服。”

厨房里的爱人听了说：“妈，明天我们
一起去，中午咱在外面吃饭。”母亲长叹
一口气说：“就怕走不动喽。”爱人说：“没
事的！”

临睡前爱人说：“妈老了，逛街恐怕走
不了多远，明天你去韩婶家借个轮椅，咱
尽量让妈少走路。”爱人想得真周到。

第二天，我借回了轮椅，在爱人和我
的再三劝说下，母亲才答应跟我们一起去
逛街。临出门时爱人还拿了一把伞给母
亲遮阳。

街上，母亲扶着轮椅走着，我和爱人
陪在两边。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回穿
梭的车流，让母亲目不暇接，嘴里不停地

唠叨：“楼高了人多了，马路也宽了，变化
太大了……”

我给母亲说着这些年的变化，看着母
亲面带喜色的样子，我也有了一丝欣慰。

走了一段，母亲走得有点吃力了，速
度也明显慢了下来，在爱人的劝说下，母
亲坐在了轮椅上。

我推着母亲，爱人替母亲打着伞，转
了两条街道，当走到公园门前，母亲说：

“你小时候我常带你去公园里玩，那时候
你真顽皮，每次不到天黑你都不回家。”听
了母亲的话，我和爱人都笑了。

临近中午，我推母亲进了附近一家餐
馆，点了母亲喜欢吃的菜和爱人爱吃的三
鲜饺子。

吃完饭，母亲说天热不转了，爱人说：
“一会进了商场就不热了。”之后我们出了
餐馆转着进了几家商场。爱人耐心地替
母亲挑选适合的衣服，给母亲一件一件地
穿上，最终母亲拗不过爱人还是买了一套
夏装。

店主边打包衣服边问坐在轮椅上的
母亲：“这是你闺女吧？”“这是我儿媳妇。”
母亲回答的声音很大，如洪钟一般。见母
亲的神色，我和爱人忍不住地笑了。

从服装店出来，回家路过一家面包
房，爱人又为母亲买了两包蛋糕，我们一
家才满意地往家里走去。

当进了小区大门，两个常和母亲聊天
打牌的老人问她去哪了，母亲得意地说：

“今天儿子媳妇陪我逛街去了！”脸上的神
色既满足又骄傲。

陪母亲逛街 □汪小弟

一天上午，银行营业厅内推进了一辆轮椅，推椅的
是一位中年妇女，坐在轮椅上的是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太
太。中年妇女去拿了号，陪老太太在一旁等候。

营业厅内有十多人，有人问老太太：“这是你女儿还
是媳妇？”“既是女儿，也是媳妇。”中年妇女讲述了她和
她婆婆的故事：

婆婆今年87岁，企业职工退休。15年前她老伴走
后，把她带到我们身边一起生活。我和老公约法三章：
一不问银行卡密码，二不问养老金多少，三不问钱怎么
用，平时生活费由我们开销。婆婆 78 岁那年得了中
风。住院治疗加康复近三个月，左腿失去了功能，左手
有点问题，其他还好。出院那天，老公买回了轮椅、双拐
杖。那年我52岁已退休，老公在税务局工作，一天晚上
吃饭时婆婆唠叨“养老金三个月没领了，这腿哪天能走
呀？”睡觉时老公问我：“刚才妈妈说话的意思你懂吗？”

“懂，养老金她还想自己领。”“对，每月去拿钱也是一份
快乐。”

那天晚上，我和老公谈了很久，老公想找个保姆，我
不同意：一、我年龄还不大有力气，二、舍不得花这笔钱；
三、家里多了个人不自在。“你放心，我会照料好妈妈
的。我爸妈走得早，你爸也不在了，我们就一个妈，她又
遇了难，我会好好待她，人呀，哪个没有老时呢？我会想
办法哄她开心。”丈夫一把抱住我，“谢谢你，你会很辛苦
的。”“玉梅呀！我有时候在想什么叫孝顺？依我说啊，
孝顺就是懂老人的心，顺老人的意，让老人过得开心，活
得有尊严。明天上午，我向局里打个招呼，和你一起带
妈妈去银行，让她自己取钱。”

第二天早上，婆婆知道此事。她喜出望外，连声说：
“好！好！”早饭未吃完就要我帮她穿上最好看的衣服、鞋
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带上身份证、银行卡，背着挎
包在门口等候。老公把她背下楼，坐在轮椅上，老公推，
我护航，走在小区的通道上，婆婆逢人就说，儿子媳妇推
我去银行拿钱。说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像个孩子。

婆婆整天憋在家里肯定难受，老公背她上下楼又不
方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来背，但心里又没把握。”
我对婆婆说：“以后我背你上下楼，带你出去散散心，你
得配合我。”我背起婆婆在客厅里转了几圈，背得动。那
年我52岁123斤，婆婆78岁127斤。一天上午老公上班
后，我背起婆婆，叫她紧紧搂着我，千万别松手，我大胆
地跨出了第一步，“妈，我们娘俩一起努力啊。”我家住三
楼，每层18个台阶，我左手拽住婆婆的左大腿，右手扶
着楼梯扶手躬着腰，一步一步向下走。走到车库那12
个台阶时，觉得婆婆的身子在向下滑，我大声喊：“搂紧
我。”这时婆婆的双臂滑到了我的颈项勒到了我的嗓子，
我憋着气，咬紧牙，艰难地走完最后七八个台阶，再把她
放到轮椅上。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

只要天气好，每周背婆婆下楼四五次，晒太阳，聊
天，有时带她去银行、商场、公园、超市，还有亲朋聚会，
我们都带着婆婆一起出行。大丰荷兰花海、盐都大纵
湖、射阳丹顶鹤保护区……这些风景区都有婆婆的身
影。就这样，我背了婆婆七年……直到两年前，我们换
了电梯房。

“A037号到3号窗口”，扬声器里传来了叫“号”声，
媳妇赶忙把婆婆架到窗口前的椅子上，老太太把身份
证、银行卡递上。输密码、确认、签字、测评，一套程序，
她都能单独操作。手里抓着一大沓百元大钞，又返回到
轮椅上，静静地数着钱。百元大钞在鹅黄色大衣的映衬
下，发出暖暖的、润润的光彩。

老太太尽情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刻。这时，媳妇从轮
椅旁边的包里拿出保温杯、鸡蛋糕，说：“妈，吃点东西喝
点水吧，妈，吃水果吗？妈，要上卫生间吗？……一声一
个妈，喊得多甜多亲，大厅里许多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这老太太是修来的福分。”
“这儿媳是百里挑一，天下少有啊！”
有个大妈走到老太太身边说：“这样的好儿媳，打着

灯笼也难找呀！”
大厅里传来一片称赞声……

□薛荣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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