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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版头题字：王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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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银杏黄金甲
签约摄影师张俊甫 摄

西湖
□ 往事

一片黄昏柳下，
三千悠步西湖。

竹林小径读书屋，
满眼枫红几度。

绿水潺潺西去，
兰桥寞寞风扶。

涟波泛泛近看无，
唯有闲云如故。

初冬
□ 鹏歌

山寒水冷雁声啼，
雨断雷停菊影低。
草色金黄凝秀色，
松阴绿重染青藜。
红残翠减千峰静，
碧合香沉万壑迷。
岁序更新终有信，
当期百卉点春泥。

人生忌满是箴言
□ 铁马冰河

人生忌满是箴言，
贫富均值保万全。
库里丰盈心易惑，
囊中羞涩路难延。
可能温室无佳品，
兴许寒门有俊贤。
若把尘途截两段，
最宜先苦后甜焉。

□ 杨俊香

算起来我和婆婆相处 20 多年了。
我们家的家风没有写在本子上，也没有
刻在墙上，而是被婆婆“带在身上”：她
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最朴实的家风。

婆婆的大度和包容让我自愧不如。
我的性格略显急躁，而我的先生是

个慢性子。婚姻生活的鸡零狗碎让人
不如意，我没少感到委屈。有时候回老
家，我偶尔会向婆婆吐槽。婆婆则不急
不躁地说：“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结合
到一起不容易，哪会事事如意？你公公
好几次当着很多人的面怼我，让我下不
了台，我也是委屈得不行。可是回到家
后，该干啥还干啥。男人在外面不容
易，咱得捧着他。”

我原先对此不屑一顾，后来学习了
传统文化，才知道婆婆一直在践行着包
容和理解。

婆婆是个特别孝顺的人。
婆婆的母亲年事已高，婆婆经常去

探望她，为她洗衣、洗头、剪指甲，送一
些好吃的。每到农闲时，婆婆总是把母
亲接到家里悉心照顾，晚上睡在她身
边，陪她说话。

2021 年，婆婆的母亲 95 岁，已经卧
床不起，婆婆更是住在母亲家里侍奉床
前，直到当年 6 月母亲去世……至今提
起母亲，婆婆还是禁不住哽咽。

婆婆是个任劳任怨的人。
前些年，家里的地多，加上孩子们

要上学，婆婆就起早贪黑地干活儿，中
午都舍不得休息，再苦再累从不抱怨。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婆婆患上了重
感冒，仍然一边输液一边准备过年的食
材。大年三十，我们吃过年夜饭后，有
的看春晚，有的串门。我没看到婆婆在
堂屋看电视，出去转了一圈儿，才发现
她一个人在厨房包饺子。婆婆说：“恁
辛苦一年了，明天都想睡个懒觉。我提
前把明天早上的饺子包出来，恁起床了
煮着吃。”

婆婆带病为我们包饺子，没有任何
怨言，让我心里很难过。于是，我就和
她一边聊天儿，一边一起包饺子。人们
都说婆媳关系难相处，而婆婆和我就像
母女，无话不说。

婆婆用点点滴滴的爱滋润着家里
的每个人。

婆婆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的经
济条件很一般。可是，她把自己所有的

爱都给了家人。有一次回老家，我无意
中说起了自己的体检报告。因为中度
贫血，我正在喝先生买的补血颗粒。没
想到，婆婆知道后，立即让公公把家里
下蛋的老母鸡杀了，并熬制鸡汤让我带
走慢慢喝。这还不算，一周之后，她又
杀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汤让小叔子给我
送来，并嘱咐我一定好好补身体。平时
婆婆鸡蛋都舍不得吃，却把下蛋的老母
鸡炖给我吃，让我感动万分。这样的事
情在我们的大家庭里还有很多。婆婆
用最朴实的爱滋润着大家庭里的每一
个人，而把关心自己放在了最后。

如今，72 岁的婆婆还在闲暇时编假
发、打零工，挣一些零花钱。她总是说：

“闲着就是浪费时间。恁在外面事情
多、花销大。只要有能力，我和你公公
都不依靠你们。你们好好工作，把孩子
们照顾好就中啦！”

我们这个大家庭虽然没有成文的
家风、家训，但是在婆婆的引领下，18 口
人相处和睦，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儿。婆婆的勤俭、善良、无私、正直、包
容、热心一直影响、温暖着我们。此生
无比感恩与婆婆相遇的缘分，愿慈爱的
婆婆健康长寿！

□ 孙臣付

进入新时代，农村开始使用煤气、
天 然 气 做 饭 ，既 方 便 卫 生 ，又 节 约 时
间。这样的变化让我情不自禁地回忆
起 40 多年前第一次和父亲一起去禹县

（今禹州）山区煤矿拉煤的情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用

煤全靠人力用架子车到禹县或登封山
里的煤矿上去拉。

从我所在的襄城县双庙乡岗孙村
去煤矿拉一趟煤，短则需要 3 天，遇到
雨、雪天气就得六七天。因此，拉煤需
要提前几天做好准备工作。

1976 年初冬，正在上学的我请假回
到家，第一次跟着父亲和生产队的十几
名社员到禹县山区一家煤矿拉煤。

那天凌晨 3 时，我们摸黑出发，走
的多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大家在途中
都不说话，低着头迈开大步急速前行。
当时，为了都能歇一歇，大家互相配合，
轮流拉车。我和父亲配合，把两辆架子
车用绳子绑在一起，一个人拉，另一个
人坐在架子车上休息。这样既节省体
力，又不耽误赶路。一路奔波，渴了我

们就喝点儿自带的白开水，累了就稍作
休息，继续前行。

第二天中午，到达煤矿后，我们首
先排队开票，然后到大煤堆前排队装
煤。当时，我看到用架子车拉煤的人非
常多，真可谓人山人海。初次拉煤，父
亲 只 让 我 装 了 300 多 公 斤 ，而 他 装 了
500 多公斤。我们一行人都装上煤后，
稍作休整，就陆续出矿下山了。

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
站在山上往下看去，一眼看不到底。山
路高低不平，有的坡又陡又长，一个人
拉着架子车根本无法上下。顿时，我感
到两腿发抖，有点儿害怕了。

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后，鼓励我说：
“臣付，不要害怕，要鼓起勇气，攒足劲
儿。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还教我，
下山时不要慌，要站稳脚跟，使上浑身
的力气扛着车把慢慢往下挪，一定不要
走快。听父亲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父
亲的鼓励，打消了我心头的愁云。我很
快振作起来，扛着架子车把，一步一步
地向前挪去。

人心齐，泰山移。大家团结一心，
互相帮助，几个人一组联合推、拉架子

车，最终顺利通过了山坡。
人们平时步行时间长了都会觉得

累，一定很难想象拉着几百公斤重的架
子车急速赶路，要花费多少力气。

我们一行人个个都是两手紧握架
子车把，伸头弯腰吃力向前，谁也不想
拖累大家。初冬的夜晚，寒风凛冽，身
着单衣的我们虽然累得浑身出汗、气喘
吁吁，却仍然不停地赶路。

一路上，我们饿了、累了，就坐在路
边茶摊旁吃点儿干馍，喝一碗热茶。晚
上住在路边的干店，简单加工一下烙
馍，将就一顿，只要吃饱就行。

第三天傍晚，我们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顺利回到了家。

这次拉煤时我 18 岁，来回行程 120
多公里，累得好几天才缓过劲儿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 40 多
年过去，如今再也没有人用架子车拉煤
了。但那次拉煤的情景，至今令我记忆
犹新、感慨万千。

此事虽苦、虽累，却开阔了我的人
生境界，磨砺了我的意志和精神，成为
生命中永远激励我为理想和未来奋斗
的一种力量。

婆婆“带在身上”的家风

拉煤

西江月

七律（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