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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桑榆·大作

阅读提示

父亲虽然已经走了，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对父亲的恩
情无法报答，唯有努力行善来报恩。

父亲虽然已经走了，但永远活
在我们心中。他对我们的爱，爱得
特别深沉。母亲生了我们姐妹俩，
按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还可生第三
胎。大队干部多次跑到家里劝父
母再生个儿子，可父母思想很开
明，都说女儿、儿子一个样，有女就
有儿，从来没有重男轻女。

《淮南子·缪称训》有言：“慈父
之爱子，非为报也。”人到中年，感
慨颇深。

小时候，没有乐器，父亲就给
我们拉二胡、吹笛子和口琴，给我
们带来艺术的熏陶，那是他的最
爱。据母亲说，村里有文工团，父
亲在后台看看问问自然就学会了，
无师自通，可惜我五音不全，没有
遗传父亲的这一优秀基因。小时
父亲拉的悲伤的《二泉映月》、高亢
的《步步高》《马赛曲》，记忆犹新。

小时候，家里没有摩托车，父
亲用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们、母亲
扛着长条凳，去看电影。那个年
代，看电影是我们最大的乐趣，地
质大队、农科所、白云山脚的部队
驻地、大队会堂等，经常会放映电
影。《渡江侦察记》《狼牙山五壮士》
等影片都是小时就看过，故事情节
永远不会忘记，看电影的场景历历
在目。

小 时 候 ，家 里 没 有 太 多 的 书
籍，父亲就给我们讲《水浒传》里的
宋江、武松的故事。父亲存书不
多，所以对书特别爱不释手，还包
上书皮，怕弄脏了封面封底。有次
舅舅借了《水浒传》去看，不小心弄
脏了几页，被父亲奚落了一番。父
亲嗜好看书的习惯，无形中激发我
们姐妹读书的好习惯，虽然谈不上
书香门第，但也算闻到一点书香。

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父亲
就让我们听收音机。记得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我们通过堂叔的关
系，花了二十多元钱买了一台枣红
色的有四只脚的机型较大的收音
机，当时来家里看、听的村民络绎
不绝，很是羡慕。中央广播电台是
我们必听的频道，通过收音机了解
国 家 大 事 ，爸 爸 更 是 成 了“ 百 事
通”，特别是天气预报节目及时告
诉大家。父亲的这一好习惯，我们
至今保留。我家女儿也是听着收
音机长大的，她既晓天下，又跟着
电台学到标准的普通话，真是受益
无穷。

小时候，家里没有电风扇，父
亲用蒲扇给我们带来清凉。以前
经常听奶奶说起，我小时候特别怕
热，夏夜很难入睡，父亲爱女心切，
就不停地摇着蒲扇，直至我入睡。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里买了
一台台式的电风扇，当然父母肯定
是让我们先纳凉。

小时候，没有钙片，父亲就在
饮食上给我们姐妹调补。父亲是
赤脚医生，从小就特别重视我们的
身体，变着戏法让我们尽量吃好
的。他喜欢钓鱼、抓鱼，而且手艺
特好，基本上是没有空手回来的，
因此我的身体素质也比一般的同
龄人稍强，这和小时候的饮食有关
吧。我也传承了父亲的这一习惯，
重视家人健康。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有收音机、自行车、电风扇可
谓是小康家庭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已经算是优越了。在当时，和同龄
人相比，真是幸福之至。

从小在爱的环境下成长，汲取
了爱的养料，造就了我们开朗、乐
观、积极、热情的个性，这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

颜之推曾说过，“父不慈则子
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
妇不顺也”。父亲生病六个半月，
母亲精心照顾，我们做儿女的也竭
尽全力。特别是我先生日夜陪护
父亲三月整，夜里给父亲足部按摩
十多次缓解喘气的艰难，虽然不能
挽回父亲的生命，但让父亲心满意
足，正应验了“有女就有儿”的说
法。

《诗经》有曰：“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
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
极。”意思是父母生我养我，拉扯我
长大，呵护备至。我想好好报答，
但父母的恩情如天一般，大而无
穷，怎么报答得完呢？

仅以此诗句来表达我对父亲
恩情无法报答之情，唯有努力行善
来报恩，行善积德也是孝，愿父亲
在极乐世界普渡众生，就像当年的
治病救人。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
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
亲，我的老父亲。

（市区 蓝优莲）

回忆起小时候，我并不喜欢父亲煮的面，
因为我几乎每天早餐都是吃面的，我早已吃
腻了。曾记得，有一天早上，父亲又像往常般
煮了一碗热汤面，我却满脸不悦地坐在椅子
上，对着这碗面不理不睬，连筷子也懒得去
动，心里想，真希望父亲能多点理解我，换换
其他早餐给我吃啊。有时我甚至大吵大闹，
强扭着要他买别的，父亲也无奈，只好去街上
的店里买早餐了，渐渐地煮面也就少了。

父亲从店里买回来的皮蛋瘦肉粥、大混
饨、鲜肉水饺本都是我最爱吃的食物，可相比
父亲的一碗热汤面，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是酱油吗？是葱花吗？并不是⋯⋯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般飞跃，眨眼间我又
步入初中大门。初一的上半学期，学校要求
我们全体学生住校，因此，我很少能品尝到父
亲的热汤面了，只能吃着食堂里的早餐——
豆浆、油条、稀饭，它们尝起来虽然味道还不
错，但相比父亲那热气腾腾的汤面，仍然缺乏
了一样东西似的。究竟是自己的胃口小啦？
还是觉得这里的饭菜吃腻了呢？每当晚上，
回到宿舍睡觉，我总是彻夜难眠、辗转反侧，
眼眶中的泪水禁不住涌出。父亲！我是多么
想念你呀，寂静的宿舍楼里或许都能听见我
的抽噎声。

初一的下学期，我们又换学校教学点了，
恰巧不要住校，我终于可以摆脱住校的苦，每
天晚上都可以回家见到父母了，而且每晚都
想让父母给我做点夜宵呢。记得一天晚自习
后，我坐在父亲接送的车上，就想着今晚能吃
什么夜宵，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父亲的
那碗“热汤面”。于是一进家门，我立马向父
亲提出能否煮一碗汤面给我吃，父亲爽快地
答应了。几分钟后，我迫不及待地走进厨房，
一看，父亲一手抡着锅铲，一手抓着锅柄，快
速舞动起来。只见锅中的青菜、牛肉、大葱如
同在开跳舞大会般地游动。他发现了我，转
过头来笑着说：“饿了吗？马上就好了。”仅
仅如此一瞬，我看见他黝黑的面孔，上面早已
布满了皱纹，头发也所剩无几，手上满是老
茧，我转身回到书房，边拭着泪。

过一会儿，父亲喊我出来吃面了，我快速
奔向厨房，那热汤面里有浓郁的汤汁、嫩绿的
青菜、柔软的牛肉、洁白的大蒜，还有那香气
扑鼻的香菜呢。我赶紧拿起筷子，尝上一口，
瞬间温暖了我的心窝，之前学习的压力全被
释放了。

爱无处不在，仅仅是一碗“热汤面”，却让
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更感受到父亲的爱。
这碗“热汤面”将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云和 叶浩宇）

父亲的“热汤面”

父爱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