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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专号 爱与亲情

亲爱的老妈 ：

新年好！
要是此刻站在您面前，我

是 羞 于 开 口 叫 您 一 声 亲 爱 的
老 妈，还 是 从 小 到 大 最 熟 悉
的一声“妈哎”！我知道您老

只 上 过 两 年 扫 盲 班，
我 写 的 这 般 潦 草 的 字
迹，您 一 定 看 不 清 楚。
我 的 大 女 儿 ——您 的
孙 女 已 放 寒 假，现 在
一 定 依 偎 在 您 的 身
边，就 让 她 代 替 我，把
这封信读给您听吧。

 妈，您 现 在 一 定
是 忙 着 收 拾 家 里 的 卫
生，再 有 几 天 要 过 年，
您 一 定 会 将 房 子 里 外
收拾得干干净净。尽管
过年短短几天，兄长们
只能短暂停留，可你从
来不含糊，把一年的思
念 都 化 作 飘 荡 在 厨 房
里的臊子肉香，要把最

好的味道留给儿女们。妈，您少
干点，等春节放假，我回家了替
您干。

妈，过 了 这 个 年，您 就 66
岁 了。您 生 养 我 们 姐 弟 4 个，
姐姐为大，我们兄弟仨都已成

家 立 业，事 业 谈 不 上 轰 轰 烈
烈，至 少 有 房 有 车，算 是 幸 福
生活吧。家里就您和我爸两个
人 的 农 田，每 年 都 要 耕 作，我
们劝了您几年，把这二亩田地
转租给别人，清闲地过几年不
干 农 活 的 日 子，可 您 说 ：“ 当
农民不种地，那还是农民吗？
再 说 了，种 这 二 亩 地，每 年 能
收 获 2000 斤 麦 子，不 打 药 无
污染，这些粮食你们运到城里
吃着健康，我和你爸也放心。”
妈，您 操 心 了 我 们 大 半 辈 子，
到老了，还要为我们种放心粮
食，这让我们姐弟该对您说什
么 好 呢？ 您 从 甘 肃 华 亭 嫁 到
陕 西 凤 翔，早 些 年，因 为 家 大
人多底子薄，您没少受别人的
白眼，可您从来都没有灰心丧
气，倒是从小就对我们姐弟几
个 说 ：“ 做 人 要 有 骨 气，要 看
得起自己，才能活出个人样。”
妈，我没有给您丢脸，“不卑不
亢 ”四 个 字 是 我 工 作 近 20 年

来 恪 守 的 底 线，对 得 起 自 己，
无 愧 于 心，坦 坦 荡 荡，是 给 自
己最大的褒奖。

我的小女儿，您的小孙女
留在老家两年了，这是您经管
的第 5 个孙子，您有多辛苦我
都知道，可您对孙女的爱超出
了我的想象。您患脑腔梗已有 8
年病史，每天都得服药，为了不
让您劳累，我要把孩子接走，可
您说 ：“自己的孩子交给保姆
照顾能放心吗？我身体还好，
能帮你们照顾一天是一天，你
们安心工作，把公家的事情干
好，这比啥都强！”妈，您是农
民，可您的心胸比天高比地广。
再 有 几 天 我 们 放 假 后 就 回 来
了，您好好歇歇，一家人吃饭的
事情交给我们操持，您好好享
几天清福。祝您身体健康，越活
越年轻！                  

          您的小儿子 

       2020 年 1 月 7 日 

（作者系凤翔教育系统职工辛克）

母爱的幸福
辛克是凤翔教育系统的一名职工，认

识他是因为他与几名凤翔的读书爱好者
共同创办了“时光捡漏读书会”，并且在
省内有一定影响力，所以我对他进行过
采访。

一直觉得像他那样高个子的大男人，
是以异常坚毅的性格创办起读书会的，
但是，在看到他给母亲写的这封信时，真
切感受到“铁汉柔情”。他讲了一个故事 ：
2010 年 1 月份，由于他长期肥胖，体重高
达 210 斤左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等“老年病”过早袭来，有一次在几近昏迷
的情况下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母亲
抱着他未满一岁的女儿，满脸忧伤地坐在
病床前，一个劲地怪自己，没有催促他早
早看医生。母亲每天都要赶到医院陪护，
不过几天的工夫，脸瘦削好多，头上的白
发添了不少。不到 30 岁，本应是身强力壮
的年龄，却要母亲担惊受怕，辛克懊恼与
自责涌上心头，那时他就立志要好好地活
着，为母亲，为孩子。

这几年通过运动锻炼，辛克体重已经降
到 160 斤左右，精气神远比 30 岁时更喜人。
但每当想起住院的那段往事，他的内心瞬间
被感动和幸福充盈。所以，辛克在春节前为
母亲写下这封信。

                本报记者 麻雪

你是我的“暖”
文静吾友 ： 

见信好！ 
请原谅我以这种古老的方

式，托信鸽捎来我的问候！也许
这样的表达更靠近于心的位置，
一封信，两地情，倍显珍贵与珍惜。 

在这个年末岁初的午后，
一个人静坐下来，在记忆的笸
箩 里 努 力 翻 拣 这 些 属 于 2019
年的物什，才发现，走过的 2019
年，你才是我最美丽的遇见。

2019 年 5 月 15 日 下 午，
因赴杨凌参加陕西乡村文艺创
作座谈会，我们被安排在同一
个房间。那天，你来时已经很晚
了，风尘仆仆的模样，原来是从
老家眉县的猕猴桃地里赶过来
的。我的眼前即刻闪现出年过
六十、瘦弱娇小的你在文学和

田地间奔走的身影。你拿出一
本自己新出的诗集，说要送给
我，此我之幸！ 

因为对文学的挚爱，你用
在果树园里挣来的微薄收入自
费印了 500 本诗集，只为志同
道合的朋友赠阅。随手翻阅了
几页，吓了一跳，里面几乎全是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
人物为题，用诗歌的方式为每
个人物立传，寥寥几句诗一首，
人物褒贬显其中，这哪是一个
田间地头的农妇所为？评古论
今，尽显大气豪气。 

回来后，我把自己 2019 年
新出的文集寄给你，没想到你
如获至宝，反复表示定会细细
拜读，其诚心让我感动！几个
月后，收到了你从果树地里寄

来的猕猴桃，说是答谢我赠书
之意，感动于你的真诚。尝着酸
甜酸甜的猕猴桃，仿佛又一次
看到你在田地里奔忙的身影，
灯下读书奋笔疾书的模样。而
终也明白，真正的富贵不是腰
缠万贯，而是如你一般，无论在
怎样艰苦的环境中都永葆一颗
热爱的心，让平凡的人生熠熠
生辉。 

曾经扶贫下乡，见到许多尚
不满“六十”的“老人”木然地坐在
门前，像一朵枯萎的花朵，等待着
凋零。看到同样年过六旬依然“盛
放”的你，感慨于文学带给一个人
的精气神，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这“力量”，是暖、是光，扑得我满
身都是，真的好喜欢。

文静姐，鸿雁传书，人间有

情。感恩 2019 你洒向我的阳光，
2020，让我们携手前行，奔赴更
美好的未来！

               红梅 

           2020 年 1 月

(作者系金台区作协副主席常红梅）

文学的偶遇
如此美妙

世间有很多偶遇，旅途的偶遇让人惊
喜，文学殿堂中的偶遇让人觉得美妙，常红
梅便是这样遇到她的“文静姐”的。

常红梅是宝鸡文学界一枝艳丽的“红
梅”，她的散文向来以细腻的文笔、暖心的情
怀而取胜。2019 年，她出版了一本让人刮
目相看的纪实散文集《一个女干部的扶贫手
记》，她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扶贫女干部。
在这封信里，她提到的送给文静姐的“文集”
便是这本书。

因为对文学共同的挚爱，因为都有在
乡间或劳作或工作的经历，因为同样捧着
一颗柔软、温热的“水晶之心”，一次文艺
座谈会上的偶遇，成为两个女子美妙的“文
心”碰撞。

年末岁首之时，她们以“信件”这种古
老的形式相互问候，一封红笺道不尽文墨情
怀，愿绿水长流，细数流年墨香。

本报记者 麻雪

一位军人写给妻子的信

亲爱的星星：

眼看春节将至，我不得不
非常抱歉地说，今年我又不能
陪你过节、给你过生日了。

曾经对你说，我会坚决服
从你的“命令”。可是，我又几时
履行过自己的诺言？记得你刚
刚怀上孩子的时候，我正好接
过标兵连长的接力棒，带领连
队远赴 4000 米海拔的格尔木参
加演练，每天的工作充实而忙
碌，甚至几天不往家里打一个
电话，偶尔联系也是匆匆挂断，
更谈不上关心、关怀，可没听到
你一句怨言。直到小生命呱呱
坠地，我才发现离他那么远，十
个月的时间，我陪他的时间甚

至不到一个星期。一个
人忍受妊娠反应折磨、一

个人去医院产检的你，其间的
辛苦和孤独可想而知，回忆起
我参加演习挂断你的电话时你
的失落，更是心疼不已。当我告
诉你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我
个人荣立三等功时，你却笑得
像个孩子。我深深地感觉到，这
些年，真是委屈你了。

每当我问你家里忙不忙、
带娃累不累的时候，你总是对
我 说“ 忙 你 的，家 里 能 有 啥 事
儿”。从没管过家中日常、仿佛
不食人间烟火的我，真的以为

“家里没有啥事儿”。一次我母
亲打电话给我，说家里什么都
有，不需要寄太多东西，我才知
道，是你一直替我尽孝，时常电
话的关心、每月的生活费、时不
时寄一些陕西土特产，都让二

老开心不已。
“一家不圆万家圆”，你常以

此来慰藉我，让我安心工作、不
要太多牵绊。可我也知，“一家不
圆”的背后，是你数年如一日的
付出与坚守。今年，我又不能履

行给你过生日的诺言了，此时，
只想对你说一句 ：好想你，虽然
相隔万里，虽然山高水长……

           崽他爹

2020 年 1 月 4 日

（作者系解放军某部现役军官李昌）

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现役军官，名李昌，
入伍 15 年。2013 年，李昌与宝鸡女子王星结
婚。婚后，李昌常年在部队忙于工作，每年陪伴
妻子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妻子几乎独自承担了
养育儿子、孝敬老人的家庭事务。春节前夕，不
能陪伴妻儿身侧的李昌，为妻子写下这封信。

2014 年 5 月底，李昌的妻子孕期反应强
烈，身体状况不佳。李昌接到了任务，需前往
格尔木完成为期 5 个多月的演练任务。王星
毅然支持丈夫说 ：“虽然舍不得你远行，但我
支持你的工作，去了好好干，我没事儿。”到达
格尔木之后，演练任务繁重，李昌数十天顾不
上问候家里；而且部队驻扎在一条大山沟里，
手机没有信号。偶有闲暇，李昌便拿上手机，
争分夺秒地跑到驻扎地附近的一座山头上，
给妻子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妻子总是不停宽
慰他 ：“一切都好，不要牵挂。”李昌任务结束
返回家的第二天，妻子就进了产房，儿子“崽
崽”出生，看到产房里脸色苍白的妻子和胖乎
乎的儿子，李昌双眼湿润了……

结婚 6 年多来，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分隔虽两地，日久情弥坚。李昌、王星夫
妻两地分居的背后、一句“一切都好”的背
后，是一位军人的爱国之情，也是一位军嫂
的奉献之义。           本报记者 张琼

鸿雁，是书信的代
称，有时亦代称“邮递
员”，古代有“鸿雁传书”
的佳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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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的“文静姐”

“崽他爹”与妻子甜蜜的合影

在母亲鼓励下，辛克坚持锻炼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