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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韬

母爱的经济学分析
上中学的时候，看过一篇小小说：一位母亲划

着一根火柴，在找一样东西；火柴灭了，没有找到；
她又划着一根，还是没有找到；当划着第三根的时
候，终于找到了——是一根火柴。

费了三根，找回一根。经济学和文学需要进
行一场持续的辩论。

疫情前，母亲每年都来郑州一两次。但每次都
来去匆匆，她永远都适应不了这大城市的生活节奏。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
到”。尽管那时还没有疫情，但她宁愿“封控”在
家里，也不愿意下楼。

进城头两天还很新鲜，住上一周她就急了：就
开始念叨她养的那些鸡、鸭、鹅了，就开始担忧猫
和狗的“伙食问题”了，就开始默数院里各种蔬菜
萌芽、生长、开花、授粉、结果、成熟的生命周期，就
开始想念隔壁大娘、邻居街坊——相约一起赶个
集，结伴同去听场戏。

母亲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来到城里，被钢
筋水泥包围着，被尘嚣喧闹裹挟着，被忙碌的儿女

“架空”着，“菜艺”无以施展，亲情无处安放，好意
无所适从，孤单无以复加。

老人家嘴上不说，我们也心知肚明。住上一
段儿，就赶紧把她送回那片熟悉的天与地。

虽然年逾古稀，母亲依然闲不下来。有活就
干，没有活找活也要干，那是她的“价值体现”。

一年四季，母亲把小院的房前、屋后、院中都
开垦得井井有条，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列
队站立”，白菜、萝卜、大蒜、洋葱等“依次报到”。

成熟时节，各种蔬菜她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就
会热情主动地“投喂”给左邻右舍。

有时春节回去，母亲为了让我们也吃到她亲
手种植的“绿色无公害”，她不怕麻烦，自己搭个小
型的“塑料大棚”，种些菠菜、芫荽等。

你还别说，那口感，与超市的还真大不相同。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次回家，母亲都把后备

箱塞得满满当当，好像搬家似的。面粉、玉米糁、
馒头、红薯、各种蔬菜等，也没啥稀罕物，从经济学
的角度算算，可能还不够“运输成本”。

我每次都嗔怪她“干吗带这么多”，但每次母
亲都说：“你们不用花钱再买了，能省一块是一块。”

母亲乐此不疲，我也没有脾气。
今年春节后回到郑州，我发现母亲在“集装

箱”中放了半塑料袋黄豆，足足有五六斤。
我很纳闷，就打电话问她在哪儿种的黄豆？

母亲说不是种的，都是捡来的。
她说村里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地也都被人

承包了，种了大面积的黄豆，现在又都是用联合收
割机收割，收完之后地里落下不少，怪可惜的，“反
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和你铁蛋大娘找个事干”。

半袋子黄豆就是这样低着头的从地里捡来，

一粒一粒，还真是消磨时间。
一粒黄豆大概 0.1克，十粒黄豆才 1克，推算

下来，一斤黄豆大概有5000粒。
母亲给我带来的半塑料袋黄豆，粗略算来有

30000 粒：那是她 30000 次的捡起与放下，也是
30000次的寻觅与惊喜，更是 30000次《拾穗者》
的定格与回放。

豆浆因为有豆渣，喝起来有点喇嗓子，被“城
市精细化”养育的孩子根本喝不下去，每次把渣滓
都倒给了我。

想到那是母亲多少次的“汗滴禾下土”，我怎
么舍得倒掉？

豆浆太费豆子，孩子又不爱喝，为了“拉长产
业链”，不负“吃心”一片，就改为熬粥了。半袋子
黄豆，我们至今才吃了一半。

从年轻时起母亲就紧活，一件事情不干完“根
本停不下来”。小时候割麦子的时候，我就没见她
直起过腰。

母亲是一把干活好手，各种农活农具都不在
话下。父亲有时要到乡里做木工活，我又常年在
外求学，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劳力士”。

尽管她只有一米五五的身高，在家里依然：顶
——天——立——地。

会扬场的一条线，不会扬场的一大片。有次收
麦，母亲一个人一边扬场，一边打捋，一个上午竟然

扬了83袋麦子，每袋都有一百多斤。父亲回来后都
不敢相信——男劳力还得“中场休息”一下呢！

前几天，母亲从老家过来。我怕她着急，就“没
事找事”，让她把三四斤带壳花生都“剥了皮吃”。

让我没想到的是，母亲一天就剥完了。
活不紧啊！但她还是这么紧活！
也因此，母亲落下不少病根。这不，剥完花生

后，胳膊就疼了好几天。
昨天，母亲说有点头晕。我给她量了一下血

压，并不高；她说可能老毛病又犯了。
颈椎病是母亲的“顽瘴痼疾”了，针灸也扎过，

膏药也贴过，按摩也做过，反复多次，老不除根，都
是劳损所致。

想想我们，一次刷几个小时的抖音，颈椎还“严
重抗议”呢！何况她低着头捡了30000粒黄豆。

从经济学的角度换算，30000粒黄豆可能还
买不了两贴膏药。

母亲没上过什么学，她也不懂什么“经济学原
理”，更不会考虑“投入产出比”，她只会质朴地我
行我素，执拗而真诚，倔强而专一！

她以为出卖点儿自己的体力没有成本，但她
不知道的是：操劳过度之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
会悄然地标出价格。

母亲啊，你看你看，你又“捡了个芝麻，丢了个
西瓜”！

传承传承（（国画国画）） 邢玉强邢玉强

3 月中旬，母亲因胆囊癌晚期永远
离开了我们。在母亲离开的这段日子
里，我深切体悟到了人生不再有母亲的
伤痛，也真切明白“母亲在，尚有来处,
母亲去，人生就只剩归途”所饱含的深
意。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爱戴母亲，让
母亲长寿，颐享天年。如今人隔两世，
剩下的只有对母亲的深深思恋。

母亲生于1945年，姥爷家以务农为
生，不曾有过好的物质条件，都是勤俭
一辈子。当然这也培养了母亲勤俭的
生活习惯。后来我们姐弟成年成家后，
家里宽裕了，母亲也不舍得花钱。为了
节省，母亲将我们穿过的衣服改了又
改，有的给她自己穿，有的给我父亲穿，
很少会买新的。有时我们劝母亲不要
对自己太苛刻，该用的用该换的换，而
母亲就拿“省吃餐餐有，省穿日日新”教
育我们。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母亲柜子
里、箱子里还整齐地叠放着好多新衣
服。其中就有一件存放了近40年的“熊
猫”牌短衫，还崭新如初。母亲啊，这些
年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善待一下自己？

母亲一生勤劳。我小时候家住郑州
南曹乡一个小村庄，母亲是村里的小学
代课老师，父亲在城里有固定的工作，家
里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尽管生活并不富
足，但够我们一家生活支用，是很多亲人
朋友眼中的“城里人”。而要强的母亲并
没有这样认为。她除了教书和操持家务
外，还坚持将家里留有的几亩地种上。
在上班之余和父亲一起在地里种小麦、
种菜、种桃树，院子里还养有鸡。劳动所
得的粮食、禽、菜除了自己家里吃的外，
剩余的母亲还骑着自行车，有时安排父
亲拉到市里集市上去卖，换些钱充实家
用。为了能多换些钱，给家里攒些积蓄，
我记得母亲还把鸡蛋分类挑出来，大的
卖了换钱，小的给我和我姐吃。母亲去
世前，把她这几十年积攒的60万元积蓄
拿出来交给我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潸然泪下……

母亲一生和善，处处为他人着想。
不论是在老家乡下还是在城里的小区
里生活，几十年不曾与邻里乡亲拌过

嘴，红过脸。母亲说“看人家的错失，是
结怨之源；看自己的不是，是众善之
本”，所以母亲偶遇有邻里矛盾都是主
动谦让，力求化解矛盾，从不与人结
怨。记得有一次，母亲在郑州市里被一
辆拉货面包车蹭倒，警察判对方全责且
扣留了他的车辆。我带母亲去医院拍
片看病时，医生要求住院治疗。母亲怕
司机承担的医疗费用太多，拒绝住院，
坚持要求拿些药回家自己养伤。回家
后又担心车辆被扣耽误了面包车师傅
的生计，后来还要我去交警队和对方和
解，把车辆还给了司机。后来几天我因
有事没有去成，母亲还不停打电话催
促，责备我说人家也有老人、孩子，几天
不能挣钱，人家的生活怎么过。我抱怨
母亲过于迁就别人，母亲说：“予人善举
就是为后人积德修福。”现在想来母亲
的话不无道理。

母亲一生成事敬业。母亲是一名
有着 36年教龄的小学老师。在她的遗
物中我们找出了她在教育工作中获得
的荣誉和一些工作资料，从中我们第一
次完整地了解到母亲一生勤奋、上进的
人生经历。母亲 1964年到郑州东杨小
学做代课老师，那时月工资就三五元
钱，但是母亲没有嫌弃也没有放弃，而
是把代课教书当成事业。她说刚代课
时没有当老师的经验，好多时候讲课都
是自己在家练，先试讲给家人听，让家
人提意见，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再找人请
教，一点点积攒经验。在我 10岁那年，
母亲还在申请“电大”学习，提高自己的
文化层次。也许正是她对教书工作的
热情和对事业追求的执着，1989年母亲
被评为中级教师，1996年被招录为民办
教师，到退休时已是小学高级教师。母
亲在工作自述中说：“我虽然取得了一
点成绩，但是我的路还很长，我今后要
更加努力地工作，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
务，为教育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母亲一生尽管没有做出什么过人的
成就，但她一辈子勤俭朴素，谦逊爱人，
为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是我们儿女永远爱戴的人。

朝花夕拾

♣ 张利伟

寸草春晖
诗路放歌

爱郑州
爱你，嵩山巍峨黄河浩荡
爱你，沃野千里麦浪飘香
爱你，千年商都鼎立中原
爱你，朝阳沟的腔调花木兰的戎装
爱你，大玉米流光溢彩幸福吉祥

爱你，轩辕故里心灵故乡

爱你，梧桐浓绿白鹭飞翔
爱你，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爱你，高铁网的密布航空港的繁忙
爱你，产业兴旺商贸云集客迎八方

爱你，二七塔东方红钟声嘹亮
爱你，奋勇争先绚丽篇章一天一个样

爱你的烩面胡辣汤，一大碗一整天神采飞扬，
爱你的包容你的豪爽，一个中说出口荡气回肠！
奋斗在生活疆场，奔赴着心中梦想，
劳动换来甘甜，即使昼夜匆忙
前行路上，春天告诉你在郑州过瘾得劲爽！

（注：歌曲《爱郑州》作词:东昌 常诚
作曲:沙蒙 编配:陈利民)

母爱深沉

♣ 崔万伟

转身之间
记不清母亲的头发是何时开始白的，好像是

一夜之间，又好像断断续续的几年间。问过父
亲，他说记不得了，好像一转身就有了。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夏”，爷爷用牛在打
一场麦子。眼看乌云密布，雷声阵阵，全家人赶紧
起场，先把麦秸下面的麦子堆到一处，还没有用塑
料布盖住，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奶奶已回家
做饭，爷爷、父亲和母亲就在打谷场里用化肥袋子
抢装粮食。很快，平地起水了，漫过了脚踝，对面
望去，全是雨幕。天黑了，爷爷心痛那冲走的小半
场麦子，就让我们先回家吃饭，他在打谷场看着，
怕雨淹着麦袋子。到庄口的桥头时，找不到路
了。我用手电照亮，父亲抱着睡着的小弟在前，母
亲牵着我和大弟，蹚着水向前走。突然，母亲对我
大声说，别动，然后松开了我的手。我打着手电，
牵着大弟，一步也不敢动，任凭水流从我们的膝盖
处汹涌而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大弟哭喊着母
亲，我才又借助手电的光看到母亲和父亲。直到
小弟成家那年的春节，母亲才说起这段往事。原
来父亲过桥时，一下子踏进了沟里，整个人沉了下
去。因为桥有涵洞，水流得很急。母亲发现后，当
即顺着水流去找父亲。而父亲，高高举起小弟，不
惜自己喝了几口水。从父母后来相互印证的叙述
中，母亲的水性应该比父亲好，很快她把飘向几米
远的父亲拉上岸。看小弟没有事，才又牵着我们
回家。其间的惊心动魄，母亲说得轻描淡写，以至
于后来再说起时，母亲就只有一句话了：大水差一

点把我们一家人冲走了。
母亲姊妹五人，排行老大，父亲是独苗，参军

复员后成为乡政府职工，上世纪 80年代后的 20
多年间，家中的很多农活都落在能干的母亲身
上。记忆最多的就是母亲带我干各式各样的农
活，割麦、打场、插秧、拔草、砍麻、拉粪，等等。也
就是那些年，母亲的头发白了起来，她也不染，后
来索性就全白了。

1992年的暑假，母亲和我要把老房子的一面
墙推倒。那是老堂屋前面的厨房，就剩一面墙
了，墙根处的土坯早已向内剥落了大半，应该是
不费劲的。但我却因为小聪明，差一点害了母
亲。爷爷说用绳子圈住墙头的尖角，一拉就倒
了。我看那墙摇摇欲坠的，就对母亲说，我们一
人站一边，使劲推几下就倒了。于是母亲在墙的
东边，我在西边，开始往南推。一下、两下，墙摇
晃起来，那一瞬间，墙头居然向北倒来。本能的，
我向后退，直到堂屋的墙角处，那面墙轰然倒在

脚下。惊魂未定的我，居然没有看到母亲。瞬间
我反应过来，开始高喊救命。不远处的爷爷和邻
居们跑来，飞快地扒倒地的墙头土坯。终于，在
墙头的尖角倒在堂屋的前墙上，有几块土坯支起
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母亲就蜷缩在那里。亲友们
自发地行动起来，有人给父亲打电话，有人去请
乡村医生。母亲醒过来后，拉着我的手问，没事
吧！我拼命地点头，母亲连说了几个好，刚想起
身，额头上的血却一下子流了出来。后来和母亲
说起这些，母亲说，当时怕把你埋下面了，就想跑
过去把你推出去。想想当时的母亲，应该向外一
步就脱离了危险的区域，但她救子心切，折了回
来，到一半时，墙头就倒了下来。我很担心母亲
会留下后遗症之类的，但她说没有，就是一些皮
外伤。1998年我的女儿出生后母亲来照看，阴雨
天气时，她说肩膀疼痛。我问是不是当年墙头砸
的，母亲说不是，可能是肩周炎吧！

每次回家，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就是一种

幸福。40多年来，母亲教会了我很多，小时候的
农活、长大了的节俭、工作上的敬业、成家后的孝
道，等等，而我却无以回报。想想我们对最亲近
的人大都如此，转身之间，你记起的远远没有忘
却的那么多。

2009年春，妻子的病又犯了，我当天就把她送
到医院。我和女儿约定，不给家里的老人说，乖巧
的女儿和我一同瞒了下来。谁知出院后妻子想念
岳母，打电话问候时说出了犯病的事。当天岳母
就和母亲说了，两个老人一同在电话里埋怨我，说
恁大的事也不和老人说，要到县城来看望妻子。
随后的星期天，我和妻女回到老家，母亲拿出一个
纸包，对妻子说是她卖废报纸、废品之类攒的钱，
专门给女儿留着秋季上初中用的。妻子和我死活
不要母亲的钱，临走时我把钱扔在了母亲的床
上。不想到家后，父亲的电话就来了，说女儿的书
包里有母亲放的钱，打开一看，就是那个纸包。怪
不得母亲在上车时反复叮嘱女儿要带好书包。我
和妻子相顾无言，转过身已是泪流满面。

2020年疫情期间，我驻村整整52天。元宵节
那天，因为第一次没有和父母一起过，就给妻女视
频再给父母视频，让家人放心。镜头里，母亲一个
劲儿地叮嘱我，注意防护，做好工作，别担心家
里。可挂断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母亲转
过身低头在擦拭什么。

母亲，下辈子我们还做母子，就让今生您对
我的疼爱，换成来世我对您的呵护吧！

开国将军杨梅生，湖南湘潭人，生
于 1905年，原名叫杨勋梅。

杨梅生在幼年时，家道中落，父亲
体弱多病，全靠母亲操持家业。他母
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深明大义、性格
坚韧，自小教育儿子要心系家国天下，
做个有良知有担当的人。

杨梅生成人之后，不负母望，决心
做一番利家国利天下的事业。当时，
他对社会的黑暗十分不满，就参加了
湖南省总工会领导的反英大游行，因
对敌斗争表现突出，被当时党内的负
责人卢德铭赏识，引导他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1927 年，他又毅然参加了秋
收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知
道自己选择的道路九死一生，为了不
连累家人，当他走进革命队伍时，就
把自己的名字杨勋梅改成了杨梅生，
并嘱托父母对外不要提起有他这么
一个儿子。

但是，敌人还是摸清了他家的底
细，找到了杨梅生的老家，捆绑了杨梅
生的父母，杨父当场被杀害，又逼着杨
母交出儿子并劝他投降。杨母大义凛
然，根本不予理睬，敌人对其进行拷
打，直打得杨母昏死过去，又把她扔在
了荒郊野外。所幸的是，当夜的一场
大雨把她淋醒了过来，她爬着摸进了
村子，看见敌人还在村里施虐。她知
道此时回村，敌人不会放过她，就扮作
乞丐四处流浪，伺机寻找儿子。让人
遗憾的是，她只知道儿子叫杨勋梅，不
知道儿子已改名叫杨梅生了。20多年
来，她天南海北四处乞讨，先后多次碰
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红军，有八路
军，有解放军，见到这些军队的人，她
就 问 ，你 们 知 道 一 个 叫 杨 勋 梅 的 人
吗？他在不在你们的队伍里？所问之
人全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不认识。其
实，她所问的这些人中，一定有认识杨
梅生的人，可能是杨梅生的战友，也可
能是杨梅生的部下，但他们都只知道
杨梅生，却根本不知道杨梅生参加革
命前的原名叫杨勋梅。

再说杨梅生，一心为革命南征北
战，很少想起小家之事，再因当时消息
闭塞，他根本不知道老家发生的事情，
根本不知道敌人已对其爹娘痛下了杀
手。直到半年之后，他才震惊地得知
自己的父母已被敌人杀害。他如遭晴
天霹雳，痛苦异常。不过带信的人又
告诉他，乡亲们在敌人杀害他父母的
当天晚上，偷偷去荒郊埋葬他父母时，
没有见到他母亲的遗体，说不定还活
着。这话让杨梅生心里产生了一丝希
望，他连忙又托人打听，仍没有母亲的
一点信息。以后，他每遇一个熟人，都
要打听母亲的下落，他每看到一个年
纪与母亲相仿的老太太，都要仔细地
端详一番。特别是每次打硬仗打恶仗
或与敌人拼命之前，他都要交代自己
的战友，万一自己死了，待到天下太平
之后，要活着的战友去他老家打听母
亲的下落。若找到母亲时，一定代替
他照顾母亲。有一次在长征途中，杨
梅生身负重伤又染重病，命悬一线。
战友们拼命呼喊昏迷的他，他都没睁
开眼睛，不知谁说了一句“母亲”二字，
他顿时睁开了双眼，又活了下来。可
见“母亲”二字在他心中的位置。

冬去春来，杨梅生成了一个久经
沙场的老将，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可他最牵挂的母亲依
然杳无音信。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杨梅生
作为第四十六军副军长，被派往湖南
湘潭，负责监管部队的物资转移。他
回到家乡后，找了很多乡亲、亲戚、熟
人，帮忙寻找母亲，但带来的都是“不
知下落”这句话。

一天，他在湘江码头检查物资，无
意一瞥，见不远处有一位乞讨的老太
婆，花白散乱的头发，脏黢粗糙的皮
肤，瘦骨嶙峋，衣衫褴褛，他马上认出
这正是自己寻找多年的母亲。虽然母
子已分散 20 多年，如今母亲又被折磨
得这般模样，他还是一下子认出了她，
这就是母子连心啊！

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急步向母亲
跑去。到了老人跟前，他张开双臂紧
紧地抱住了母亲，他流着泪，仔细地端
详 着 母 亲 ，激 动 得 一 句 话 也 说 不 出
来。老人家突然被他紧紧地抱住，惊
慌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军人，不知所措
地吃惊问道：“你……你要干什么？”母
亲这一问，他才想到母亲还没有认出
他来。他急忙松开双臂，“扑通"一声
跪在了母亲跟前，哭着喊道：“娘，我是
勋梅，是你的儿啊！”老人一听这话，更
为吃惊，急忙用双手托着杨梅生的脸
颊看了起来。忽然，她用双手脱去梅
生的军帽，拨开他的头发，看到梅生头
的左侧处有一月牙似的小疮疤，马上
痛哭起来，哭道：“是勋梅！是我儿！”
话还没说几句，就因喜极而晕了过去。

她母亲也是最近才回到湘潭的，
因她听说新中国要成立了，她相信儿
子会回来找自己的，所以，才一路乞讨
回到了家乡，才在湘江码头发生了母
子生死离别 22年又重逢的动人故事。

此故事多年来一直在军中传为佳话。

荐书架

♣ 吴雪峰

《战火中的青春》：一代青年的选择和蜕变

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近日在江苏卫视、优酷、爱奇艺
首播。该剧从青年学生的视角出发，以西南联大建校史为
主线，讲述了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下，一群铁骨铮铮的热
血青年历经重重严峻考验，坚定科学救国的信念，成为国家
杰出人才的故事。该剧的同名书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1937年程嘉树留美归国，在风雨飘摇的北平，懵懂无
知、玩世不恭的程嘉树和心上人林华珺、发小毕云霄等人亲
身经历了卢沟桥事变，以及随后的日军轰炸南开等重大事
件。程嘉树迅速成长，打消了家人希望他出国避难的想法，
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长沙，继续求学
报国。未曾想，日寇侵略战火逼近，长沙也无法保证学校的
安全，三校师生被迫再次南迁至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为中华民族保存教育的火种，程嘉树也和朋友们步行来到
昆明。联大南迁、办学的过程中，程嘉树经历了同学的牺

牲，见证了民族的抗争、师生与当地人的逐步融洽。
短短 8年零 11个月的时间，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不足

4000人，却出现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技
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元勋、170余位院士、百位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史、革命
史、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指引无数学子走上报国之路的灯
塔。在联大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学子，选择了一条自己所
热爱的道路，一往无前地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
的复兴积蓄了强大的力量。《战火中的青春》刻画的正是这
群人的血性和风骨。这些青年主人公个个怀揣理想、信念
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阳光、才华横溢，无不散发着青春的
气息。在家国巨变之时，最终选择了追随真理、追随光明。
经过浴火淬炼，他们与西南联大共成长，完成了他们青年时
期理想、信仰的塑造和确立，成长为国家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