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 伦
婆婆家是那种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六

层小楼的一楼，也就五六十平方，两室一
厅，一厨一卫，都非常小尤其卫生间更是
十分狭小。院子更是小小的，四四方方。

小院里最醒目的就是门前婆婆种的石
榴树，已有二十几年的树龄，一个根生发
出粗粗壮壮的两枝，最初两枝相依，慢慢
地分开了，后又子子孙孙手拉手枝繁叶
茂。婆婆是个乐观能干的人，又是个爱热
闹的人，家里只要有她老人家在，那种勃
勃生机便无处不在，似乎每一个砖缝都透
着喜悦，尤其是石榴树见了婆婆更是眉眼
带笑，总是垂下裂开了嘴的果实向婆婆邀
功。每到收获的季节，婆婆便敞开了大
门，经过的不论男女老少，一定吃得上婆
婆亲手递上的红石榴，有些还滴着甜蜜蜜

的汁液。
一树满院春。石榴花热情似火，石榴

叶青翠如碧，十分招摇，小院有了她，便
再也容纳不下其他物种。我们过来过去
的，有时免不了要低一下头，她可真是霸
道！不过，她也的确有霸道的资本。她的
果实不仅皮薄，石榴籽更是甜而不腻汁水
丰富。自从被她的甜霸占味蕾以后，别的
石榴就不堪入我之口了。

毕竟是三十几年的老房子了，已有了
破败之迹，尽管又重新铺了地砖、刷了
墙，甚至连窗户也换过了，终究难掩其老
态，就像一个人过气了一样，过气了就是
过气了，一切都与当下的时尚不太协调，
但自有她独特的好。历经岁月的沧桑，她
退去了青春的外衣，沉淀了岁月的尘埃，
但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留下了一家人太

多的欢声与笑语。特别是这棵石榴树，她
的树龄比我儿子还要年长一些，也不知她
偷听去了我们多少的欢笑与悲伤。每一次
回婆婆家，未曾进院，总要先抬头望望那
棵石榴树，仿佛她就是我心中的暖。哪怕
是严冬，她裸露的枝条也不觉得冷清，反
倒觉得那是在孕育希望。

婆婆就两个儿子，小儿子在北京工
作，条件不错，家里有暖气，因此每年冬
季婆婆会到北京小儿子家里住几个月，等
到来年春暖花开就回到老宅住上一段时
间，等收了石榴就回京。所以，我们也会
像候鸟一样在石榴舒展、开花、结果的日
子里到老宅去看望和陪伴婆婆。不仅婆婆
对老屋不离不弃，我对它也有些许依恋，
因为它承载着我初为人妻人母的大好光
阴。每一次回去，走进小院，看到满地的

青苔，站在石榴树下，我的内心深处总有
种软软暖暖的情愫，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
酸楚与怅惘。

当下，石榴的枝叶霸气地伸出了墙
外，西头山墙外婆婆又种了一棵无花果树
和一棵香椿树，其余空地上见缝插针种的
是当季青菜。婆婆正忙着和老姐妹们打招
呼，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人大都恋旧，凡是曾经生活过的地
方，尤其是孩童期或青春期待过的地方，
往往会扎根于内心深处，成为梦里的远
方。就像是婆婆家的这个小院，它不仅仅
是一方院落，还是我自己韶华的留影，只
要它在，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
己。残阳微风下，石榴树婆婆娑娑，风姿
绰约，还是那个霸道的她，只是仰望她的
人，红颜渐老了。

婆婆的小院

■龚艳艳
又梦见外婆了，我又想起她曾说过的

那些土得掉渣却饱含智慧和朴素道理的
“老话儿”了。

小姨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庄稼佬
儿，偏爱小儿”。娇惯宠溺使她养成了花
钱大手大脚的毛病。外婆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经常苦口婆心地告诫她：“手小攒金
银，手大抓补衬。你花钱跟流水似的，将
来可咋办啊？”小姨对外婆的教导不以为
然，左耳朵听，右耳朵扔。小姨成家了，
小姨父头脑灵活，精明能干，看准时机成
立了自己的小建筑公司，当上了小包工
头，到处跑业务、拉工程，生意越做越兴
隆，日子越来越红火。村里人提起小姨都
羡慕地说她掉进福窝里了，作为“家庭财
政一把手”的小姨更加随心所欲，过起了
挥金如土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有一
天，小姨突然哭哭啼啼地回娘家了。原来
这两年小姨父把挣的钱都悉数交给小姨保
管，累积下来数目相当可观。近期小姨父
准备拓展生意，需要周转资金，可拿存折
到银行一取才发现钱款少得可怜，追问小
姨她才吞吞吐吐地说钱都让她买服钸、做
美容、打麻将花了。脾气一向温和的小姨

父第一次大发雷霆，痛骂小姨是个“败家
娘们儿”，然后赌气回了工地，不接电
话，也不回家……看着羞愧满面的小姨，
外婆叹了口气，说：“家有耧钱的耙子，
却没有放钱的匣子，以前怎么劝你手紧些
就是不听，现在遇见事做了难可该长长记
性，想想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呀！”

小表弟十分贪玩，拖沓成性，常常忘
了时间和学习任务。有一次学校连放三天

“小长假”，老师布置了较多的作业。对于
贪玩的小表弟来说，三天简直就是“一眨
眼的工夫”。玩乐的幸福还意犹未尽，开
学的号角已经吹响，一想到完不成作业要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受到老师严厉的批评，
还要扣小组积分被大家抱怨指责，小表弟
慌了神，晚饭顾不上吃就忙着补作业去
了。可是作业太多了，加上疯玩的疲劳，
小表弟瞌睡得眼皮儿直打架，沉重的脑袋
努力地抬起来，又不自觉地低下去，像只
不停啄米的鸡。十点多了，小表弟又急又
困，哭着写着。外婆看着他这副模样，又
可怜又可气，点着他的脑瓜说：“白天走
四方，晚上补裤裆；一步跟不上，步步把
急慌。你呀，困了才想起来找枕头，肚疼
了才急着找茅房。浪费了时间误了事儿，

可得赶紧改改这赖习惯了。”
大舅是个虚荣心极强、攀比心极重的

人，凡事总爱和别人做比较、争高下。外
婆对大舅的评价很无奈也很形象：“生就
骨头长成肉，本性难改。”大表姐到了谈
婚论嫁的年龄，媒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
快把大舅家的门槛踏平了。大舅对表姐的
婚事是“瓜地挑瓜，越挑越花”，大舅理
想的“金龟婿”是在城里政府机关工作的
人员，当干部，吃商品粮，有前途，家境
好，能办事，更重要的是——他得特别挣
面子，让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好好地眼气眼
气！他把入眼的几个候选人横向比比，纵
向比比，犹豫不决，于是他发扬“民
主”——想让大表姐从中选定一个。可大
表姐有自己的心上人，那是一个忠厚勤
快，有远见，有思想，全心对她好的同村
小伙子。父女二人意见相左，大舅固执坚
持，大表姐毫不退让，大舅妈没有主见，
家里整天争吵哭闹声不绝于耳，锅碗瓢盆
叮当响。

外婆从县城医院回来就听说这件事
了，她拖着虚弱的身体，拄着拐杖立马去
了大舅家。她对大舅和大舅妈说：“嫁女
莫重钱权，娶媳莫看嫁奁。男怕选错行，

女怕嫁错郎！你们两口子眼里只看见钱和
权，心里只顾及自己的面子，用闺女一辈
子的幸福满足自己一时的虚荣，早晚也要
落人耻笑！人有一双手，肯干啥都有，孩
子们只要本本分分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做
事，日子会好起来的……”总之，那天目
不认丁的外婆把大舅和大舅妈说得面红耳
赤，哑口无言，最终大舅放开了手，成全
了大表姐的心愿。事实证明，当年外婆做
主大表姐的婚事是英明正确的，大表姐两
口子婚后外出打工，凭借自己的勤奋努
力，磊落人品脱颖而出，得到主管领导的
信任重用，职位不断提升，薪水不断增
加，在城里买了新房。夫妻恩爱，孝敬双
亲，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五好家庭”、

“模范夫妻”，大舅成天神气十足。
我很好奇，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外

婆从哪里学来这多有趣的俗语，问她时，
她笑着说：“这些都是老辈们流传下来的
老话儿，一辈一辈地积累然后再往下传。
这些老话儿话糙理不糙，好记好懂。不像
书本上的话那么文绉绉的，听着都费
劲。”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外婆，那
些土里土气却充满生命力的老话儿就会萦
绕在耳边，久久不息。

外婆的“老话儿”■■红尘百味红尘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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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邢德安
在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

是孩子，不管我们的职位有多
高，年龄有多大。在我们心
里，父母是山，是挺起我们人
生的脊梁。心中有父母，就感
觉立足之稳，背有依靠。父母
在，家在，没有父母，老家便

成了故乡。父母像育雏的母
鸡，用她那宽阔的羽翼和温热
的胸膛保护着我们，为我们遮
蔽风雨，而我们所能回报的，
不及他们给予我们的万分之一。

善待父母，孝敬父母，用
一颗实诚的心，去体现为儿为
女的本色。

父母在，爱就在

■柴奇伟
常回家看看，不是买上一

大包东西，回到家里放下东
西、沙发上一躺、撂开父母，
开始拿出手机发红包、聊微
信，再看上几段小视频。而是
静下心来和父母来心贴心的交
流沟通，询问父母在生产和生
活方面的难题和困惑，帮助父
母解决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
难；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领着父母到外面走一
走、看一看。

常回家看看，也不是头脑
一热就回家，而是把它当成像
和恋人热恋一样重要的事情，
每时每刻都要放在心上。至少
每天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每
周回家里陪陪他们，和他们吃
顿团圆饭，聊聊各自的生活和
工作，让彼此都感受到家人的
关爱，享受家庭般的温暖。

常回家看看

■李庆中
今年春节前，我们老两口

和儿子儿媳孙子同住在一个屋
檐下，相处得其乐融融。春节
后，我听从了老伴的建议，住
回了我们老两口的房子，平
时，每天晚上都会和小孙子视
频通话，到了节假日，儿子媳
妇和孙子会回来和我们愉快地
共度。这不，重阳节要到了，
这是个蕴含中华民族孝贤传统
文化的节日，儿子儿媳早早地
打电话问我们老两口怎么过、
都需要什么，五岁的小孙子在
晚上视频道晚安的时候不断地
说，预祝爷爷奶奶重阳节快
乐，到时候他还给我们准备的
有神秘礼物呢。

老伴和我欣慰、期盼之
余，暗暗为我们当初的决策窃
喜。

在一起住时，也并没有什

么矛盾，但我和老伴总是有点
怕，怕日子长了，住在一起生
活习惯不同、饮食喜好不同、
作息时间不同、对小孙子的关
爱态度和育养观念不同等，会
产生这样那样的误会和分歧，
等那时候再分开住，是很不愉
快的。我们尤其担心的，是会
在小孙子的心里留下阴影。

时代不一样了，社会在发
展，分而居之不应该再成为不
孝顺的替罪羊，亲情是割不断
的，适当的距离往往生发更多
的牵挂和思念，更有益于亲情
的浓郁深厚，虽少了些含饴弄
孙之乐，但多了互相牵挂之
情，双方各自也多了些自由的
空间、更多的礼让和相互包
容，避免了很多拘束。

分而居之，是老伴的主
张，儿子儿媳表态尊重，我就
顺水推舟附和了。

分而居之不失孝道

重阳节将至，本报在“水韵沙澧读书会”微信群中进行了以
孝道为话题的征文，群友或出谋划策，或诗词歌赋，或感悟随
笔，表达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并提出一些好的养老敬老孝老
建议。今日择优刊登一些，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