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英龄 版面设计：朱骋远 11新闻热线 2151666

桑榆情·大作

孝老尊亲话重阳
阅读提示

那一年过年，我们家没有腊鹅吃，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开开心心。 如今，
我自己也年近花甲，孝老尊亲已成为我们的家风，代代相传。

瓯江秋水

娉婷袅袅秋风拂，
折起瓯江万道痕。
羞怯朝阳刚露脸，
接天金浪憾心魂。

路湾晋樟

古樟傲立百千年，
枝断中空冠盖天，
雨骤风狂无所惧，
只留绿浪在人前。

生查子·瓯江秋景

秋风摇金波，雾霭沿江溯。
鹭鸟影依稀，皓首蒹葭舞。
美景宛仙宫，漂荡云端露。
漫步栈桥旁，戚戚诚心赋。

（市区 何益林 62 岁）

� � � �每年的重阳节，我都会
想起奶奶，想起父母在那个
极其困难的年月里，孝老尊
亲的点点滴滴。这些微不足
道的小事情，深深地铭刻在
我的记忆里，对我的一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爷爷在我还没有出生
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我记事
时起， 只有奶奶陪伴在身
边。奶奶当时虽然只有六十
多岁，但满头白发，满脸皱
纹，显得非常苍老。 我父母
对奶奶是极其孝顺的。

夏天，家里仅有的一床
蚊帐是给奶奶用的； 秋天，
我们没有换季的衣服，奶奶
却有长袖衣衫，还有“夹袄
子”。重阳节前，母亲会把奶
奶秋冬季穿着的衣服洗净
晒干， 并在九月初九那天，
将洗晒干净的衣服叠得整
整齐齐，送到奶奶的卧室。

记得妹妹出生那一年，
家里找不到尿布。那时候的

尿布是用破衣服、破被单缝
制的。 只要是还能穿的衣
服，都是舍不得拿来做尿片
的。奶奶看着妈妈着急的样
子，便从自己的木箱里拿出
了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件夹
袄，让妈妈拆开做尿布。 妈
妈拿着这件夹袄，泪水慢慢
盈满了眼眶。

这件夹袄虽然补丁缀
补丁，却是奶奶的贴身保暖
衣。 奶奶有风湿病，畏寒怕
冷，尤其是肩背部，一遇寒
凉，就疼痛难忍。 只有穿上
这件夹袄， 疼痛才稍有好
转。 如果拆了这件夹袄，奶
奶怎么过冬？ 母亲正费踌
躇，父亲说：“拆了吧，这件
夹袄太破了， 也不保暖了，
今年重阳节前，给妈妈再做
一件。 ”

原来父亲早就有打算。
家里的母鹅已经开始“抱
窝”，有 12 只鹅蛋。 父亲打
算等到秋后卖掉几只成鹅，

给奶奶添置夹袄和新棉袄。 可
那年，12 只鹅蛋只喂成功 5 只
成鹅。 要想给奶奶添置新袄
子， 至少要卖掉 3 只成鹅。
这样过年时，我们家就只能有
2 只腊鹅了。 如果有 2 只腊鹅
过年， 倒也不错， 可那几年，
家里穷，经常要跟一个远房表
叔和表姑父借钱， 每年过年
前，父亲都会分别给他们送去
一只腊鹅。 这就意味着我们过
年就没有腊鹅吃了。

父母权衡再三，还是卖掉
了 3 只鹅， 在九月初九这天，
母亲也终于把奶奶的新夹袄
和棉袄缝制好了，双手送到奶
奶的卧室里。 父亲说：“家有一
老，如有一宝。 奶奶身体好，才
是我们儿孙的福！ ”

那一年过年，我们家没有
腊鹅吃， 但一家人其乐融融，
开开心心。 如今，我自己也年
近花甲，孝老尊亲已成为我们
的家风，代代相传。

(李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