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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于革命老区金寨县，世代农

民，经过十几年寒窗，有幸进入干部队伍。
参加工作20多年来，没有做出什么大
成绩，但自认为一直服从组织安排，
认真对待工作，积极完成任务，没
有出现过大的差错。

我父母都是勤劳本分的农
民，父亲识字不多，母亲一字不
识，他们不可能给孩子讲很深
的道理，但他们勤劳朴实、与
人为善的一生给我影响很大。
我觉得，在家庭教育中，言传
虽不可少，但身教更为重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
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家风好，则家道兴盛；家风差，
就一定贻害社会。不论时代发生怎
样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如何改变，唯一
不变的是——— 我们都要注重家庭、家教、
和家风，重视家庭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
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的几十年乃至百年光阴，大都离不开家庭，离不开亲
情，因此家庭是我们一生的温暖港湾。

在家庭家教、家规与家风方面，中国古代至近现代有许
许多多好的典范。如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
迟归；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充分
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

家庭情结。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画荻教子更

是体现家庭家风对一个人
的成长和影响是多么重要。

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以及焦裕
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好的家风

建设表率，直接影响并感染着我们。
如今，我们自己已身为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能

简单地看孩子学习成绩如何，要注重品行的培养，所以
在家庭中父母要做好表率，身体力行当好榜样。要把美
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怎样做人，
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庭，帮助他们形
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

人民有用的人。
在游览宏村古老徽派建筑的同时，更

能吸引我眼球的是每栋建筑中保存的各
种楹联，楹联内容无不透露出好的家训与
家风。一幅幅厚重的历史文字，像是前人
留给后人的无言教诲，影响和教育着一代
又一代人。临走时，我买回一本由黄山市
黟县旅游局编印的《古黟楹联》，回来之后
认真品赏，受益匪浅。我把部分楹联读给
女儿分享，也让她感受宏村的家规家训。

有年清明小长假，我回到金寨老家，祭奠祖上先人，
为他们扫墓。同时参加了我们金寨南塘廖氏福谦祠的
重建与祭祖大典。我看见新建祠堂的廊柱上也刻有内
涵丰富、文字精辟的楹联，内容大多是对前人的敬仰，
以及教育后人的遗训，这也是一种家族家风的传承。我
不仅了解到祖先在几百年前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从中
原来到大别山腹地建设家园的不易，更切身感受到祖
先传承下来的优良家族家风。

很多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
找到原型，比如反腐倡廉剧《人民的名义》中角色，对权
力、对物质的追求，有的受家庭影响，有的家风不正，有
的忘记了当初的誓言和革命前辈的遗训，最终因腐败
被查处。由此可见，如果他们有一种好的家风传承，有
一颗对法律敬畏之心，也不至于身败名裂，后悔终身。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走进了新时代，但不
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培养良好的家
风，这对于个人成长、对于单位发展、对于国家建设、对
于民族振兴都非常重要。

我每次回到老家南溪，看到高高的马头山，仿佛
就看到了我的父亲。父亲享年81岁，去世12年了。

小时候，我们家过年中午吃过年饭，父亲会带着
小孩子上马头山玩。因为家穷，家里在过年才能吃上
鸡鱼肉蛋，父亲一是担心小孩吃多了，撑了胃，走路消
化消化；二是马头山很高，登山路程长而且陡峭，锻炼
锻炼小孩子们的毅力；三是他长年工作在外，难得和
孩子们在一起，在上山的过程中，问问每个孩子上学
时的情况，同时加以建议指导前行的方向。孩子们难
得和父亲在一起，高兴得像树林中的小鸟一样叽叽喳
喳，欢呼雀跃。谈得高兴时，父亲哈哈大笑，笑声回荡
在马头山上——— 父爱如山。

父爱如山，厚实。我在家是最小的孩子，在我6岁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南溪医院治不
好。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托人带信告诉了父亲，父亲急匆匆赶回，和母亲一起带
我到县城梅山的医院治病，临走时，父亲还不忘把我的书包带着。我病得非常
重，要住院，母亲急着家里那些忙不完的事，先回家了。那段时间，每天打完吊
水，还喝中药。父亲担心我在医院里闷坏了，常在傍晚背着我，在医院的后山
上散步。我的头无力地耷拉在父亲厚实的背上，看到大自然里的小鸟，我会勉
强抬头和父亲说，有小鸟。父亲开心地笑了，我也笑。病情得到控制后，开始逐
步好转，父亲就把带来的课本拿出来，督促我，叫我看书，做习题。两个月后出
院，我参加期末考试，成绩仍然在班级排名第一。

父爱如山，细腻。父亲工作长年在外，我们小孩特别想和父亲在一起。有
一次，正月十五前，当地有个哑巴用竹子扎好多玩具卖，我看上了一个鱼灯
笼，眼睛还会眨，特别好看。母亲非常节俭，我压根不敢向母亲要钱买，只好斗
胆向父亲要5角钱买了，母亲为此埋怨父亲很长时间，说浪费。当时1角钱能买
5个鸡蛋，我自己工作生活了，才深深理解母亲的埋怨。

上初中时，看其他同学都穿球衣球裤，我好羡慕。怎么办呢？有了上一次
买鱼灯笼的经验，于是心生一计，再次求助于父亲。等到有一次父亲回来又要
走时，我把早已写好的纸条，塞到父亲手里就快速跑开了，生怕母亲知道。等
父亲下次回来时，一套崭新的红色球衣球裤就放在了我的床上。这套红色球
衣球裤，我从初中一直穿到高中，到目前还放在我的衣柜里，虽然破了，也舍
不得扔掉，时刻感受到父爱如山。

父爱如山，无私。父亲曾经在金寨县沙河乡工作，是单位负责人，对单位
外来的年轻人，就当是自己的孩子。他单位分来一个庐江的年轻大学生，得了
传染病肝炎，非常严重，自己家穷，也不能回家。父亲得知情况后，把他带到老
家南溪医院看后，吩咐母亲，一定要把他的病调养好。其实我们家那时候也非
常穷。这个大学生在我们家呆了两个月，痊愈后返回单位工作。还有一个大学
生，父母都去世了。他媳妇在医院待产，父亲叫母亲带上他媳妇怀孕时我母亲
早就陆续准备好的婴儿衣服及尿片，到医院去陪产，直到孩子出生，大学生的
姐姐赶到医院，母亲才放心回家......

二哥，三哥、四哥都在部队当兵。写信是父亲和他们联系的唯一方式，三
个哥哥当兵在不同地方，父亲经常夜里在煤油灯下写信，时刻教育他们。二哥
在部队提干当连长；父亲写信激励三哥、四哥考军校，他俩开始不想考，说考
上军校后，要在部队干10多年，想家。父亲连续写信20多封，措辞严厉，说，男
子汉四海为家，报效祖国，若不考军校，断绝父子关系。三哥、四哥考上军校，
后转业，现都在省直机关走上领导岗位。

父亲的爱，有时像马头山上高高的“马头”，引领孩子们正确前行；有时像
马头山上厚实的“马背”，让孩子们感觉安心；有时候像马头山上的“马鬃”，让
孩子们领略温软、温暖：有时候像马头山上的“马尾”，时时不停地拍打着、提
醒着孩子们。孩子们有了父亲的爱，一路前行，才能走得远，走得稳！

近况捉襟见肘时，日子过得几近窘迫，于
是想到再谋点生计贴补家用，做起了代购。

妹妹安慰我：“姐，你现在艰难点，等把两
个 孩 子 培 养 长 大 了 你 就 享 福 了 ，爸 妈 就
是……”

是的，爸妈像我们这个年纪时十分清贫，
指望爸爸一个月36元的工资远远供应不了一
大家人的吃穿用度，更别说学费等附加开支
了。

我时常在黄昏时冲进漆黑的屋子里，看到
爸爸坐在藤椅上默默发呆，那种肃穆的沉重气息将我战
战兢兢地逼出房门。

有段时间，爸爸和住在我们家山岭上负责打米(用
机器将稻谷碾成米)的人家约定好，帮人操作打米机。那
时候一个村里也就一个打米的作坊，十里八村的乡亲要
想吃到米都要驮到这里来碾。爸爸就利用下课放学时间
帮人打米，打一次米就收一两毛钱。

有几次我跟着爸爸去玩，那机器开动起来的噪音和
稻谷的灰尘让人不敢靠近，我常躲在屋角默默地等着，
等机器停止轰鸣，爸爸才从那一团白雾中走出来，头发
花白，一边抖落着身上的灰尘，一边被这灰尘呛得直咳
嗽。

冬天了，大舅开的小店里出售鞭炮，爸爸就把散炮
仗和引火索拿回来编成成品，获取少量手工费。寒冷的
冬夜，一家人围坐在火笼旁看电视，爸爸坐在角落里默
默地编着炮仗，火塘里的柴火越烧越旺，几缕青烟伴随
着火苗上蹿下跳地发出暖融融的气息。“噼啪！”突然一
颗炮仗掉进火星里，发出巨大声响，将一家人惊吓着跳
起来。

再后来我上高中，妹妹上初中，学费开始贵起来，我
们每月还要生活费，全家人开始讨生计。

妈妈每天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两头大肥猪，一遍一遍
从地里割来山芋藤，扛在肩上，整个人都被长长的藤蔓
埋起来，只露两个眼睛看路，回来轧芋藤、剁南瓜、加麦
麸，忙得不消停。喂猪食时挑出骨头怕卡着它，不明来
历的刷锅潲水从不敢给它吃，就盼着年底大胖猪能平平
安安为一家人带来收入。

全家总动员将平时的半张蚕籽，养成两张蚕籽，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地采桑叶喂蚕，大眠放食时几个大人
不眠不休地去地里剪枝条、捋桑叶供应着几间屋的蚕宝
宝。好不容易盼到蚕上山结茧，摘下来放在后山晾晒，
留到秋天卖蚕蛹讨个好价钱。

爷爷起早摸黑地在大山上挖茯苓、寻葛根。奶奶在
每个不同的季节上山掰竹笋，采菊花，打橡子，摘金银
花等山货卖，贴补家用。

夏天里，没有什么收成，一家人便到大河里去淘铁
砂。有一次我在家烧好饭，送去河湾给淘沙的大人吃。
我翻越了几座小山，走了几里路才来到河岸。看到他们
卷着裤腿在清凉的河水里，长长的把手连着五六个大磁
铁，不停地在河水里来回掏，一拎起来满满的黑沙子，
甚是好玩。于是乘着他们吃饭的空档，我也下河去体验
一把淘沙的“乐趣”。刚拿起工具，那秤砣一样的铁砂轮
子一下把我压垮了，一旁的爷爷和爸爸笑我“看着好
玩，其实不简单吧”。

爸爸时常跟我们说，我会尽全力不让你们冻着、饿
着，但是你们要想跟别人比吃穿，那我们这个家庭给不
了，也不允许你们有这种攀比的心态。

事实上，爸爸也是这样做的。记得我说看不清黑板好
像近视了，爸爸二话没说带我去县城最正规的医院验光配

镜；我说身体不舒服，爸爸千里迢迢为我送来开好的药。
他去梅山出差，回来给我和妈妈一人买了一件带拉

链的袄子，妈妈的是深紫色的，我的是浅紫色的，那件
袄子是我见过最漂亮最保暖的一件棉袄。也许是因为它
凝聚着爸爸对我和妈妈最温情的关爱。

思绪至此，爸爸年轻时尚能四处讨生计养活我们，
努力给我们姐妹俩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而生在富
裕的现代化社会中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争取、不去
奋斗呢？

我和先生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存款，只要把这膝下
一儿一女用心培养，以后他们就是我们的财富。

一如我的父母，年轻时受的苦全都在时间的沉淀和
我们逐渐长大的身影中淬炼成了浓郁的琼浆玉液，闻起
来烈，喝下去却是幸福绵长的浓香。

生 计
漆鹤鸣

马马
头头
山山
上上
的的
父父
爱爱

彭彭
红红
梅梅

家家和和万万事事兴兴
廖廖鹏鹏程程

纪纪
事事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徐徐缓缓

郑郑汉汉臣臣 摄摄

叶叶莉莉 摄摄

穆穆志志强强 摄摄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