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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别山腹地，梅山水库上游
处，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村子——— 金寨
县槐树湾乡响山寺村。

说它普通，因为它与别的村一样，
深居大山深处，紧依梅山水库淹没区，
有七千多亩良田沉入水底，为库区一线
村。全村面积18 . 2平方公里，18个村民
组，三千多人口。大部分青壮劳力，常年
在外打工。留守的村民经济收入低下，
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支撑生活。

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的惠农政策，响山寺村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创建美丽和谐新农村家
园，扭转土地使用权，激活闲置土地使
用价值，大力发展茶叶、油茶、蚕桑、板
栗等经济作物，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精
品化；无农药、无污染、绿色生态农业；
全方位、多渠道创收增收。

近年来，响山寺村，在乡党委正确
的领导下，在县、乡驻村扶贫专干的耐
心细致的帮扶下，在村级班子的齐心协
力艰苦拼搏下，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
善，经济收入提高了，居住环境优美了，
人们脸上的笑容明媚灿烂了！

说它不平凡，是因为它拥有丰厚的
人文底蕴，悠久的历史传说，神奇的故
事，众多的名胜古迹；以及最为可贵的
红色历史文化的厚重与亮丽！它是革命
历史及红色文化的旅游与教育基地！

响山寺村的由来，是因为其境内，
有一座安徽省最古老的佛教寺庙千年
古寺——— 响山寺，而得名的。

据史料记载，此寺为唐朝建中四年
(784)，段秀实太尉舍宅而建。相传一得
道高僧，云游到此，惊诧于此地山明水
秀，地灵人杰，物阜民丰，风古俗朴；慨
叹真乃弘扬佛法、倡导善行、度化苦厄、
修身养性一绝佳净地！

段太尉被得道高僧说动善心，移居
别处，舍宅建寺，弘扬佛法；他可能没想
到这一善举，名扬千年，流芳至今！

历经唐宋元明清，朝代更迭；兵焚匪
祸，毁建几易，响山寺依然香火鼎盛。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大小各
级行政单位，以及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
估计大约四十万人，潮水般涌入老金家
寨至响山寺这十里长街的山岭沟谷间和
田野村舍里。那时已称“立煌县”。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与抗日行政机构，也相
应地搬迁到此。国共两党，共同抗日！

1943年1月2日，日本鬼子血洗立煌
县，一路烧杀抢掳。尸横遍野，血流成
河。繁华的十里长街，焦土瓦砾，浓烟滚
滚。断垣残壁，惨不忍睹。响山古寺，也
同样惨遭毒手。殿宇焚毁，墙倒房塌。鬼
子走后，此地和周边穷苦人民，蜂拥赶
来，奋力扑火，幸存几间无损。1945年，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拨款重修响

山古寺，并亲笔题写“响山古寺”匾额，
悬挂门楣之上！

其时，距爱国拥共抗日名将、国民
党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廖磊逝世，已六年之久。廖磊墓，就坐落
于寺庙正屋后，响山岭下。为纪念廖磊
将军，国民党于寺庙内，专辟一间房屋，
设为“廖忠祠”，以志永久祭祀！

现在的响山寺街道，呈U型，南街，
于桥头分叉，主街向古碑方向延伸，叉
街朝西往双石方向延伸。北街，从桥头
至少要走50至80米的中心街道，然后
在分路口，主街伸向槐树湾乡方向，而
叉街，拐进千年古寺。梅山至古碑乡村
公路，穿街而过。

民国十八年，响山寺及周边的村
庄，很多人十五六岁就参加红军闹革命
了！出现了父母送儿、妻送夫、女送郎参
加红军的感人场面。六安六区二乡苏维
埃政府所在地，就设在响山寺。

原安徽省军区副政委、开国将军马
宗璜(1903～1993)，就出生于响山寺
坐落地界庙湾组。少年从军，驰骋疆场，
历经四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抗美援朝
战争，戎马一生，功勋卓著。1955年第
一次授衔为少将军衔！

毛主席的炊事班长老红军李开文
(1897～1993)参加红军时，其长子已到懂
事年龄了。为了干革命，为了追求穷苦人
的翻身解放，毅然决然抛家别子，投身红
军队伍当中。在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任
炊事员的李老，时刻怀揣湿草行军，到休
息做饭时，他从怀里掏出焐干的湿草，第
一个升起袅袅炊烟。因此，他负责饮食所

辖的连队，在茫茫的冰天雪地中，总是第
一个吃上饭的队伍。刹时，名声传遍整个
长征队伍。红军到达延安后，毛主席钦点
李开文为特灶班班长，负责中央首长们
的饮食三餐。全国解放后，李开文谢绝了
中央首长们的挽留，推辞了安排于天津
一大型工厂的领导职位，坚决要求回到
家乡。为了满足李老的心愿，便安排至离
家最近的响山寺粮站任负责人。

响山寺粮站，其实就是响山古寺。
那时，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经济低下，
蒋家王朝被撵到台湾，留下的是千疮百
孔的山河、满目荒凉的大地！一切建设
从零开始，百废待兴。1952年，政府征
用古寺为粮站，供应着原双石公社8个
大队、槐树湾公社11个大队、古碑公社2

个大队，约4万人的口粮。每到春荒或缺
粮之际，来买粮食的人，从早到晚，络绎
不绝。因响山寺门前的响山寺河(就是
现在响山寺街中心的河)，总是逢大雨
时刻，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出现过激流
汹涌、吞噬人命的现象，1953年，李老
自掏腰包，选购木材，聘请木工巧匠，在
响山寺主河上游的两道支河(一条万冲
与祝冲交汇的支流，一条付湾与陈冲交
汇的支流，在现在响山寺街中心的桥头
处，汇聚成一条主河，注入梅山水库)，
架起两道木桥，从此方便了百姓的出行
与劳作。此两道木桥历经风雨二十多
年，为当地人民和过往行人带来巨大的
方便和默默无闻的
贡献，正如老红军
李开文身上所焕发
的无私品格和博大
的襟怀！

如今的响山寺，风景如画。干净整
洁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房，一家挨一
家的店铺，琳琅满目的商品，香飘万里
的风味小吃，整齐划一的新农村别墅，
以及所到之处隐现于竹树环合、绿荫掩
映之中的美丽村庄；路通，水通，电通，
网络通。

清晨，鸟鸣啁啾，花香扑鼻，轻岚散
尽，旭日东升，散步的人们，有的在响山
古寺前的新农村广场，吮吸清凉怡神的
空气，伸伸腰、踢踢腿、跑跑步；或者沿
着500米红色通道，从古寺门口顺水泥
路漫步前行，至王明纪念馆处，再拾级
而上，经廖磊墓前，你便目睹两扇纪念
碑立于墓前东西两侧，一侧为蒋中正题
词:“求治至诚见危授命，耿耿忠心能贯
日；杀敌争先尽瘁以死，芸芸黎庶载丰
碑”，另一侧为民国元老大书法家于右
任题联:“坠泪读碑文，惠政难忘羊太傅；
破胡留战绩，英风常想岳家军”；再缓步
东移，就到了红军老班长李开文故居，
土墙瓦顶，老式建筑。他的坟墓，安葬于
故居屋后山上，有水泥与鹅卵石浇铸的
小径通连。当你全身微汗淋漓时，便可
信步由故居前台阶而下，又到了李老曾
经工作过的粮站(政府在响山古寺东面，
建成新的粮站，1983年粮站搬迁新址，
古寺重新回归佛教肃穆圣地。1984年、
1986年省政府两次拨款修缮古寺，并被
定为“省级重点寺庙”)，又回到寺门前的
大广场上。整个线路，绕寺一周。

夜晚，长街灯火通明，店铺门前的小
音箱，放着悦耳动听的音乐，跳舞的人
们，合着节奏，翩翩起舞。散步的人们，如
果沿北街信步至街道尽头七店组处，你
能看到合武高速高架桥上，车辆川流不
息，灯光如柱，闪烁不停；再朝前的沪汉
蓉高铁的高架桥上，时间巧合的话，能一
睹灯火辉煌的子弹头型列车，一闪而过，
犹如银蛇出涧、巨龙穿壑，倏而无踪。最
为可喜的是，在高速与高铁两架飞虹之
间，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倚山临河，矗立
着一座美丽的学校“皮定均红军希望小
学”，住校的老师，在灯光下认真学习、辛
勤备课，培养着建设美好未来的下一代。

今天的响山寺，无论过去经历了怎
样的沧桑和磨难，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祖祖辈辈，从未停止追求幸福追寻希望
而奋斗求索的脚步，从未泯灭积德行善
的灵魂之光，从未改变善良纯朴的本
性，从未丢弃拥抱真善美、建设美丽家
园的信念，对光明未来的追逐，永不停
步，充满信心！

霍邱县城关镇西门口通往城西湖有一条狭长的小
道，连通着湖边的码头，由72级青石条台阶铺就而成。
这条普普通通的小道，看似不起眼，然而从铺路用的排
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打磨得铮明瓦亮的青石条上，
可看出这条小道的不同寻常。为何叫西门口码头？顾名思
义，原来的老霍邱城是有古城墙的，湖边的码头刚好建在
西门的下方，人们叫着顺嘴，所以就叫“西门口码头”。

查阅霍邱县志：宋始建土城墙，明成化间知县高升培
土维修，周围6里272步，有城无濠。弘治五年(公元1492

年)知县王启挖城濠，土墙盖瓦。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
都御史丛兰令知县孙诚，将土改为砖石，次年完工，城高
一丈八尺，厚二丈。有四门:东叫阜城(后改寅宾)，西叫镇
淮，南叫来熏，北叫拱辰。城内，东西稍狭，南北略长，总面
积约 1 . 0 7平方公里，共四街六巷。万历二十三年(公元
1595年)，知县杨其善重修。崇祯间，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
数次攻入县城，大部城墙毁于兵火。清康熙七年 (公元
1668年)，知县姬之簋重修城堞，添置更楼，以后城区向南
发展，与大同集相接，是为关外，面积略等于城内，为商业
市场。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知县陆鼎筑关外土城(现
已毁)，西宽230丈，南宽75丈，东宽210丈，北靠城河。民
国21年(1932年)7月，红二十五军保卫县城，与国民党右
路军徐庭瑶部激战7日，加之飞机轰炸，城垣多处崩塌，以
后，未加修理。民国28年(1939年)3月，县长陈应行遂将
其拆除。

从县志中可推算出，这条72级青石台阶的小道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基本上
是与老霍邱城同时修建的。因老霍邱城三面环水，只有南面通公路，且路况很
差，所以全县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路，这个码头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按
图索骥，沿着西门口老城墙梗往北方行走是埋蛇沟，再往北走是老城隍庙，而
它的不远处就是清末御史李霄峰的老宅(现城关镇北关粮站)。

这座老宅子可不简单，是原红25军军部所在地(现为霍邱县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89年前的1932年7月，霍邱老城发生了悲壮惨烈、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
霍邱保卫战。红25军军长旷继勋就是在这里指挥作战的。据资料显示：这场实
力悬殊的战斗从7月初一直打到7月13日，战至最后时刻，守城部队和地方党政机
关人员，撤到西城墙下的埋蛇沟，一两千人拥在一处狭小地段，难以展开，在
敌人机枪疯狂扫射下，前面的人手挽手组成人墙，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掩
护后面的同志撤退。一排排的红军战士倒下了，瞬间血流成河，从大十街到西
门口，鲜血满街满沟流淌着……到下午5时，霍邱城失守，除身负重伤的旷继勋
军长率100多人，从西门水道经城西湖游水逃至关嘴、徐集脱险外，近千名红军
赤卫队和群众被俘，1000多军民为保卫霍邱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说这条小道上的每一块青石条上都曾经浸透着烈士
们的鲜血，霍邱老城墙已经在1939年3月被拆除，于是这72级的青石台阶，也就
成了霍邱保卫战最后时刻的唯一见
证。这些革命先烈绝大多数没有留下
他们的名字，也没有档案可查询，然
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无名
烈士。

据了解，不久的将来这里将设立县
级文物重点保护地——— “霍邱保卫战
红军烈士牺牲处”，以资纪念为保卫
霍邱城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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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山寺的“前世今生”
傅 剑

风力发电场是金寨县的引资项目，坐落在全军乡
熊家河村的朝阳山上，因此，取名为“朝阳山风电场”。

若站在我家屋后的山包上，向东望去，就能看到朝
阳山上矗立的一根根又高又大的风力发电机，它是那
样的威武，那样的气势磅礴，使我产生了一种神秘之
感。好奇心促使我决心登上朝阳山，近距离欣赏风力发
电机这个庞然大物的真面目。

初夏的一天，我们四位退休老人相约，租了一辆
车，高高兴兴地向朝阳山驶去。

这一天真是个好日子，湛蓝湛蓝的高空中，飘着淡
淡的白云，云卷云舒。清晨的凉风透过车窗，吹拂在脸
上，凉爽而又舒适，十分惬意。

大别山的初夏实在是太美了，处处山清清水秀，鲜花
遍野。你看这映山红，像一束束火焰把这山山水水点缀
得一片通红；你看这娇艳而又高贵的莲花，站立在池
边，举着伞戴着花，风情万种；你看这野雏菊更是潇洒
自在，落落大方。

我们顺着盘山公路，驱车盘旋而上。走着走着，忽然感
到一片光明，扭头一看，原来是梅山水库展现在眼前。阳光
洒在水面上反射出来的光，把朝阳山照得一片通明。只见
一泓碧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就像一条长长的银带，弯弯曲
曲缠绕在深山绿谷中。我们正在欣赏天水一体的壮丽美景
时，眼前又出现一眼望不到边的茶园，阡陌绿海，一片葱翠。
这是六安瓜片的生产基地，制作出来的“六安瓜片”销往海
内外。在那些不能种茶的山坡上牧放着一群群牛羊，悠闲
自得地啃吃着嫩绿的树叶与青草，好一幅山河牧羊图。

太阳升上了头顶，我们把车开到一家“农家乐”门
前，准备在这里吃中饭。真不愧是农家乐，所有菜肴都
是土产的，苋菜、南瓜丝、小河鱼、山上放养的土鸡、鸡
蛋丝瓜汤，盘盘味美，余香盈口。

车子只能开到这里，剩下的路要靠步行。走不多远，就来到风力发电场的办公
楼，四间两层，建在山凹中一块比较平坦的地面上。一名工作人员热情地走出来迎
接，并问道：“你们是来看风力发电机的吧？每天来看的人比较多，你们是第二批，还
算早的。对于你们的到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现在我就带你们去。”

我们真是喜出望外，有了向导的指引，使我们对风力发电机将会有更深刻的了
解。不觉间，就登上了一道山脊，放眼望去，一排排风力发电机粗大的管塔坚实挺拔，
像威武雄壮的礼兵，列队迎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站在高大的风机管塔
下，望着管塔上那些巨大的风叶，在半空中随风转动，不觉发出内心的感叹，这真是
人类智慧和大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

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一座风力发电机旁，指着高大的管塔说：“这座风力发电机
高达100米，上面装有三个叶片，每个叶片长达40米，一天能发电13万度，可以满足百
户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

工作人员骄傲地继续向我们介绍道：“这个项目是我们金寨县一项重要的招商
引资项目，投资方是天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投资8 . 4亿元，总装机容量是100兆
瓦，建成后每年可提供2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该项目的施工，标志着金寨县创建全
国100%可再生能源示范县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大家听了都激动不已。

太阳渐渐向西方移去，我们恋恋不舍地坐上返回的车。一路上大家非常兴奋，都
感到这次来朝阳山观赏风力发电机收获颇多。是呀，我们怎么能不为家乡快速发展
而感到无比欣慰、为金寨的未来而感到欢欣鼓舞呢！

我一走到离家不远的村口，心里一
阵激动，门开着，妈妈肯定在家，父亲一
般都在田里劳作，这我最清楚。

“妈，我回来了。”
母亲从后面院子里闻声走出，一看

到我，高兴得直流泪，问这问那，我控制
着激动的心，一面应付着母亲的唠叨。

这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前
年大哥已经分开单过，两个妹妹年幼体
弱，马上“双抢”即将到来，家里很缺劳
力。我必须回家参加“双抢”。

一

7月初，“双抢”开始，田野上，男子
犁田、插秧、挑稻，妇女拔秧，儿童放牛、
送茶水，老人则做饭洗衣，庄子上几乎
没有闲人，人们紧张而忙碌，不顾40度
的高温，不顾脚下开水般滚烫的田水，
不顾田野里的泥泞或各种形状的石子，
家家户户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在立秋
前把稻子收割完、把秧苗插下田，否则
会影响晚稻的收成，而且会成为村里人
的笑柄。

母亲早早从家里箱底里翻出一些
陈旧的破衣服，给我们每人一套，长袖
长裤，既遮挡太阳死晒，又防蚊叮虫咬。

每天黎明，天还没有亮，庄子上开
始躁动起来，响起耕牛的叫声，早起拔
秧人们的说话声。我和妹妹们在父亲严
厉的催促声中爬起来，有时我赶到田里
的时候，父亲早已到了，身后是长长的、

一溜排好的秧把。
中午，刚吃完饭，只有喝一杯茶的

休息时间，我们就得下田，日头正毒，刺
得人头昏眼花，脚下的地，烫得人腿发
软，要是再踩上石子，像刀子割一般痛，
田里的水似乎煮开，到处可见死去的泥
鳅、黄鳝、青蛙，还有蚂蝗，翻白着肚子。
我最痛恨蚂蝗，它在我的腿四周钻许多
洞，至今还留下很多疤痕。

突然，一声炸雷，但见太阳光突然
有丝收敛，一股黑云从天边飘来，要下
雨了，父亲急忙喊我们赶到稻场，刚收
割的稻子在晒着，一旦被雨淋了，就会
捂闷闷坏坏，不仅交不掉公粮，自家也不好
吃。终于，紧赶慢赶地把稻子堆起来，用
草盖好，但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场上到
处都是紧张忙碌的农人，有的自家稻堆
起来后，就去帮助没有堆好的人家。

晚上，气温渐渐下降，忙了一整天
的人们也没有时间休息，打谷场上，机
器轰鸣，最先进的就是脚踩式脱粒机，
要至少三个人配合，二人在主机上踩，
一人在一边递上一把把稻子，有的就用
自制的木头工具反复敲打稻草，或者拉
着牛不停地在稻草上碾压，一幅热闹的
劳动场景。

直到夜很深了，喧嚣声渐渐散去，
疲惫不堪的村民才进入梦乡，也许在梦
中还期盼着一年的收成。

二

“双抢”之忙，在于抢，既要抢收，又
要抢种，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
一天休息，对于劳力充足的家庭，是可以
完成的，而一些劳力不足的家庭，就需要
亲友和左邻右舍的帮助。我曾经到离家
五、六里的舅舅家帮忙割稻、插秧。

受到帮助的家庭，也倾其所有，提
高三餐伙食，一般，早上要吃炸的(指油
炸各种自家做的粑粑)，中午要吃杀的
(宰杀鸡鸭鹅等)，晚上要喝辣的(指白
酒)，所以，这段时间，是村民一年中除
了过年伙食最好的时候。

即使我们家没有请人帮忙，母亲也
极力改善家里的生活，早已养了几只肥
硕的鸭鹅，再加上菜园里丰富的各种蔬
菜，所以，尽管“双抢”高强度的劳动，我
一点没有变瘦，而且使我的身体更加强
壮。

傍晚，我常从农田里奔出，快速赶
到村边一条小河中，找一处水较深的水
潭，迅速脱下沾满泥水的“制服”，一个
猛子扎下去，清凉的潭水立即漫过我的
全身。我眯着眼睛，漂浮在水上，望着晚
霞映照的天空，产生无限的遐想。各种
颜色的小鱼立即围拢过来，用婴儿般小
嘴亲吻着我，仿佛在安慰我，减轻我的
疲劳，那感觉，别说多惬意了。

三

好不容易“双抢”结束，金色的稻浪
全部变成了绿色的海洋，秧苗在充足的

阳光和雨水滋润下，一天一个样，茁壮
成长。

交公粮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粮站
离我们村庄有5、6公里，还要经过一段
上坡公路。父亲很吃力地拉着堆满稻谷
的板车在前，头几乎朝地，汗水滴到地
上，板车皮带深深地勒进父亲背部的皮
肉中，我和妹妹在后面使劲地推着。

粮站的大院里，停满各种运输稻谷
的工具，主要是板车，还有用肩挑的稻
萝，只有少数手扶拖拉机，那是我看到
的最高级的农业机器。

人们站在烈日下，不时用毛巾擦着
汗水，耐心地等待着粮站验收人员的检
查，3、4位验收人员，坐在一个大伞下，表
情冷漠，其中一人用一种带筒子的尖尖
的铁器，狠狠地刺入装稻子的麻袋中，然
后朝地上一倒，就可以分辨出稻谷的优
劣。有几户人家，因为稻子不合格，当场
拒收，责令运回，随你怎么申辩和哀求都
无济于事。我庆幸自家的稻子验收通过。

望着父亲满身汗水，稀疏的头发，
白黑相间，被汗水、灰尘沾在一起，脸上
深深的皱纹，像刀砍斧削般，光着的上
身，露出一条斜斜的殷红的痕迹，我突
然想起油画作品《父亲》，一股悲壮的情
绪从心里涌出。

四

暑假终于过去了，几十天汗与火的
“双抢”岁月，改变了我的外表，把我又
变回农村小伙子的模样，也使我的身体
更加强壮。

我要走了，母亲千嘱万咐，泪水涟
涟。父亲一个劲要送我，我走了好几里
路，即将登上客车，还看见父亲站在田
间小路上，朝我张望着。

回到学校后，我夜里经常做梦，全
是插秧、割稻等情形。

多年之后，我每次回到家乡，看到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双抢”一词渐渐
淡出生活，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感到由
衷的欣慰。

每当我回忆那一段岁月，我感到无
比珍贵，它不仅告诉我，我是从哪里来
的，而且深刻地从身体到灵魂锤炼了
我，使我在未来岁月中，再多的苦难和
曲折都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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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 抢抢
周周先先和和

母亲有两本存折，原先一直存放在
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
母亲便会去一次银行，将平日里积攒的
零钱存进折子里。生活中，母亲总是表现
出强烈的成就感，常常和我们抢着付账。

母亲的这两本存折分属于两家银
行：一本是农村商业银行，专门发放粮
补和养老金的；一本是邮政储蓄银行，
专门存放母亲平日里攒下的钱。

今年元旦前的一天，我刚走进办
公室，母亲的电话便来了，说是要我赶
紧回去一趟，言语急切而紧张。正巧没
课，离家又近，便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
中。只见母亲神色慌张，尽管时至深
冬，母亲额头却渗出豆大的汗珠。见
此，我以为母亲病了，急忙上前，伸手
要搀扶她去医院。没想到母亲却挡住
了我的手，急切地说是她的存折不见

了，找了好几遍都没寻见。
原来如此。母亲断定是被人偷了，

要我赶紧带她去银行挂失。我想了想
这种可能性不大，便料定是母亲记错
了地方。母亲坚持说有人动了她放存
折的衣柜，还说她记性好。我见母亲如
此肯定，也不好再说，答应等上完一节
课后陪她去挂失。尽管嘴上如此，但心
里总觉得是母亲记错了。临出门时，我
还是没忍住，让母亲再找找。

一下课，我便回到家。只见母亲坐
在门前的小凳上择菜，见我回来，也不
提挂失的事，我有点纳闷，转念一想应

该是存折找着了。
果然，母亲择完菜，笑呵呵地说是

虚惊一场。原来，母亲一向将存折放在
蓝色羽绒服口袋里，后来不知怎么放进
了红色羽绒服口袋里，难怪会找不到。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也跟着笑了
起来。随后，我让母亲赶紧将存折换个
地方存放。母亲却笑着将其中的一本
递给了我，说这钱早晚都是给我的，迟
给还不如早给，早给还能救急，还说她
老了存着也不放心。我瞬间明白了母
亲的苦心。

母亲知道我即便缺钱也不会主动找

她要，更知道我有了二宝家里的压力确
实大了不少。手捧着带有母亲体温的存
折，我不忍接受。望着母亲那期待的目
光，我又不忍拒绝。定睛一看，是邮政储
蓄银行的。翻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
张纸条上记着几个歪歪扭扭的数字，是
我的出生年月日，那分明是密码，母亲的
爱顿时化作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

母亲的存折，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
母亲的存折，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母母亲亲的的存存折折
施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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