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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常青

阅读提示

母亲经常说，如果别人有需要能拉一把就拉一把，要有良心，懂得感恩。 做
人，要把良心摆正！

做人，要把良心摆正

� � � � 长大后我渐渐觉得，家
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
很大。尤其是母亲，她的很多
言行都会对后辈产生很大影
响。

家里的一些规矩和言
行， 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的。 比如不能跷二郎腿，
只要每次在外公家不小心
跷二郎腿， 外公就会用他
的长烟斗敲我膝盖， 挨过
几次打后，就记住了。 比起
这些， 父母身上所透露出
的某些品质， 对我的影响
更大。

小时候， 总觉得父母有
些奇怪，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
吃亏。长大后渐渐懂得，其实
父母只是教会我们把良心摆
正。

小时候很少见母亲和别
人冲突，但有一次例外。村里
有位婶婶在村道上打婆婆，
母亲上前说了几句， 婶婶就

将火气撒到了母亲身上，说
什么你要心疼她你接回去养
老啊。我清楚地记得，那位婆
婆那天晚饭真在我们家吃
的， 后来他儿子过来才接回
去。婆婆说，要是她儿媳也那
么有良心就好了， 说完眼泪
就掉下来了。

小时候我们家里并不富
裕，我就利用假期自己挣钱，
从镇上批发点冰棍卖， 进价
是一角钱，卖两角。我背着冰
棍去周围的几个村庄卖，刚
开始生意还不错，但天天卖，
吃的人就少了。有一天，正午
已过， 冰棍还没卖出三分之
一，我不知不觉转回了村，转
到了邻居伯母家。 她家只有
一位爷爷在家， 爷爷给了我
6 毛钱，把一个五毛的当成 1
毛给我了。 当时我也没有注
意到， 卖完一天的冰棍回到
家，剩下的冰棍都化了，一天
下来还亏了。 但我发现卖的

钱却比冰棍多 4 毛，暗自庆幸。
告诉母亲后， 母亲坚持要我退
给那个爷爷。母亲说，这年头大
家都不容易， 邻居伯母还经常
帮助我们，这个钱一定要退。做
人，要把良心摆正！我拗不过母
亲，把钱退给了那位爷爷。

把良心摆正，这是母亲经常
挂在嘴边的话，也是经常践行的
行为。 摆摊卖农产品，母亲收到
了大票子假钱，有人建议她再在
地摊上花掉，不能砸手上，但母
亲却不同意，自己吃了亏，不能
昧着良心再坑别人。 在农村，我
见到很多家庭因为赡养老人而
反目成仇；见到了很多邻里因为
一点小利， 全然不顾之前的交
情，母亲说，这些人都是良心歪
了。

即使现在进了城， 母亲还
是会经常说， 如果别人有需要
能拉一把就拉一把，要有良心，
懂得感恩。

（李育蒙）

银杏颂

端直的躯干
雄伟苍劲
不屈不挠
傲然挺立展露风骨
像极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的

气质
不愧为国人喜爱之“国树”
历经亿万年
世人仰之
土生土长
斗转星移守故土
不愧为“东方的圣树”
不负春华
碧绿的葱郁蔽挡盛阳
不畏严寒
晒一季繁华迎霜熬雪
捡一片扇形的叶子
放在书房
融入墨香
拾一枚熟透的果子
放在食碗
成为良药
看一树金黄
守一季繁华

落叶成堆不为伤
繁华褪尽自悠然
初心不改守大地
冬去春来尽芳华
喜欢你挺直的躯干
当量自己做人的标杆
喜欢你精巧的叶子
想像自己活出精致的模样
喜欢你的色彩
绿得纯粹黄得灿烂
不能与之比肩
但能和你一样
植根大地端直傲世

（市区 随风 62 岁）

一视不同仁
一天晚饭后，9 岁的外孙突然问

我：一视同仁是什么意思？听完我的答
案，他竖起大拇指说：“完全正确。 ”

我正得意呢， 外孙接着说：“姥
爷，您孙子有啥要求您都能满足，我
的要求您就不能全满足， 您对待孙
子和外孙的做法可没一视同仁啊！”

原来这是个圈套呢。 不过，小外
孙说得不无道理，我马上承认了错误。

（李德军 66 岁）

扫扫加入
桑榆“糖友之家”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