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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教师张喆获得第十五届全运会金牌

我市启动2025年度太极拳人才认定评审

78名拳师齐聚太极故里迎“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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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户籍所在地存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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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武陟县卫健系统组织工作人员参加献血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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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阳过后，暑气渐长。庭院
中的老柿树浓荫匝地，父亲坐在
阴凉里，或捧一卷旧书沉浸其
中，或听夏蝉与雀鸟问答鸣唱，
或只是静静凝望树叶罅隙间的
流云。柿叶间藏着青玉般的小
果子，模样饱满端方，看似恬淡
不争，却在阳光下铆足劲儿生
长，不消几日，便又圆润了几分。

庭院甬道蜿蜒，两侧“美人
面”月季开得正盛。花朵随着日
光流转变换色泽，馥郁的香气在
空气中氤氲。小楼前的空地，被
母亲打理成生机盎然的田园：黄
瓜藤顺着竹竿攀援而上，豆角垂
下翠绿的藤蔓，玉米棒在微风中
甩出粉红缨子……刷着绿漆白
边的东墙，是母亲的“诗壁”。每
得闲暇，她便握着粉笔，将李白
的豪迈、杜甫的沉郁、李清照的
婉约、苏轼的豁达，一一书写其
上。

母亲书写时，从编辑岗位退
休的父亲，总会远远注视着，一
发现错漏便扬声纠正：“‘游人武
陵去’，这‘陵’字不该这么写！”
他挥着手在空中比画，母亲笑着
嗔怪：“你呀，犁不深耩深！”这带
着乡野气息的俏皮话，是独属于
父母的默契。时光就在这一来
一往的对话里，酿成了清甜的美
酒。

这方温暖祥和的小院，是姥
姥留给我们的珍宝。雨天墙角
的青苔，记得我们跌跌撞撞的童
年；夜幕下摇曳的灯影，映照过
姥姥微微佝偻的身影……如今，
年近九旬的父母回到这里、守在
这里，将平凡岁月过得饶有兴
致。而我们也车来车往，常思归
园田居。生命的轮回在不经意
间悄然上演，仿佛一场永不落幕
的接力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严父慈母，是我们家最鲜明
的底色。当年大哥带嫂子初次登
门时，半开玩笑地叮嘱：“妈妈的
责备，是雷声大雨点小；爸爸的
话，可得乖乖听！”这话惹得嫂子
笑弯了腰，转头学给母亲听。母
亲冲着哥哥扬起巴掌，本以为要

打，巴掌落下时，却变成了慈
爱的“摸头杀”。

父亲是家中的“定海
神针”，而我们姊妹几个便
是闹海的哪吒。院子里常
被我们搞得鸡飞狗跳，只

要母亲一声“你爸回来了”，喧闹
瞬间归于寂静。小妹像灵巧的
猴子，迅速爬上西墙根的木梯，
捧着童话书摇头晃脑地读“谁丢
了尾巴”；我钻进自己用雨布搭
成的小篷子，念着“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哥哥姐姐们则正
襟危坐，伏案演算习题。待父亲
推着自行车跨过柴门，总会欣慰
地说：“不学了，收摊儿吧！别累
坏了眼睛！”我们一听如获大赦，
佯装恋恋不舍地合上书，趁父亲
洗脸时，一溜烟儿奔向院外的广
阔天地。

父亲是乡亲们眼中的能
人。在那特殊年代，他从新闻岗
位下放到农村劳动。彼时缺医
少药，父亲放下钢笔，背起祖传
药箱，穿行于阡陌街巷。他用从
祖辈那里习得的医术，为无数患
病乡邻驱散病痛。康复者眼中
的感激与田间地头的道谢声，是
对他最珍贵的褒奖。那些年，父
亲用医者仁心，为父老乡亲撑起
一方安康。面对不公，他始终挺
直脊梁，将委屈化作对生活的热
忱，在阴霾中带着全家寻找微
光。这分坚韧，如种子般种进了
我们心里。

父亲的爱，藏在严厉的目光
里，也裹在甜蜜的惊喜中。节假
日，当别家孩子嬉闹时，父亲督
促我们读书习字；出诊归来，他
的自行车车把、后座上，总会挂
着稀罕的点心、甘甜的西瓜。夏
夜凉风中，父亲吟诵的诗词、讲
述的童话故事，如点点星光，浸
润并照亮了我们的童年，也让我
们懂得生活不止粗茶淡饭，更有
诗和远方。

退休后，父亲执意回到故乡
小院，翻盖了破败的老屋，一住
就是三十载。这里的每一块砖
瓦，都浸润着他对故土的眷恋。
如今，父亲已到鲐背之年，腿脚
不便，却仍手不释卷。书页翻动
间，岁月的褶皱里满是从容与豁
达。

岁月悠悠，父爱如歌。这歌
声从往昔唱到今朝，时而低沉厚
重，为我们遮风挡雨；时而舒缓
绵长，滋养生命根系；时而明亮
温暖，照亮前行之路。在时光的
长河里，小院的故事仍在续写，
而这分深沉的爱，永远是最动人
的旋律，萦绕在我们心间。

“吃亏是福，能忍自安”——这是
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是他的“口头
禅”，也是他一生遵循的处世哲学。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六年，但这句
质朴的话语仍时常在我脑海回响，
悄然成为我许多时候的“行动指
南”。

年幼时，我实在想不明白：亏怎
么会是福？甚至觉得父亲活得窝
囊，少了些男子汉的气魄。作为上
世纪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父亲在
村里算得上“知识分子”，后来成为
十里八乡有名的中医，有一定的社
会地位。可生活中，他总把“吃亏是
福，能忍自安”奉为圭臬，即便面对
他人明显的过错，也只是云淡风轻
地一笑了之。

那时，家里几亩薄田是我们家的
主要生活来源，村里人对土地格外看
重，两家地块间都埋着“灰角线”作为
界线凭证。有一年秋收种麦，母亲总
觉得自家地不对劲。在村干部的主
持下，我们挖开与邻居家土块的“灰
角线”，果然发现邻居多占了尺把宽
的土地。一时间，家里人义愤填膺，
围观村民也议论纷纷。可父亲赶到
后，看着满脸尴尬赔笑的邻居，竟没
有半句指责。

“吃这点小亏算啥，种地够糊口
就行。”父亲这话，让在场所有人都觉
得不可思议。

我读初中二年级的初夏，晚自习
时，我和同桌为争着谁先看梁羽生
的《七剑下天山》拉扯起来，结果他
的钢笔水溅在我崭新的白衬衫上。
那可是母亲入夏才给我买的，我满
心委屈地回家，央求父亲找老师让
同桌赔件新的。父亲却语重心长地
说：“你俩争抢，难道全是他的错？
就不能大度些让着点同学？过几天
爸再给你买一件。”那晚，我既生同
桌的气，更埋怨父亲“不作为”。好
在第二天，同桌主动道歉，我心里的
疙瘩才解开。

后来我参加工作，在村里当了十
多年教师，和父亲交流更多了。每当
在工作中遭遇不公，感到郁郁寡欢
时，父亲总会用“吃亏是福，能忍自
安”开导我。那时的父亲两鬓斑白，
言语不再如从前利索，但这些话依然
给了我许多安慰，抚平了我内心的焦
躁。

父亲的“口头禅”究竟是对是
错？仔细想来，很难简单评判。但父
亲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教会我们在得
失间保持从容，在浮躁中坚守本心，
以平和心态看待功名利禄。这或许
就是底层百姓最朴素的生存智慧，是
历经岁月沉淀的人生真谛吧。

父爱如山，虽不似母爱温柔绵长，
却同样深沉厚重。父亲往往拙于言
辞，可这分爱从未缺席，亦不会因时光
流转而褪色。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每个孩
子的成长都浸润着父亲的守护。哪怕
最木讷的父亲，也曾笨拙却认真地为
孩子换洗尿布；待孩子稍长，那双布满
老茧的大手，总能稳稳将孩子托举过
头顶。掌心的粗糙与肌肤的稚嫩相
触，欢笑声中，藏不住的是满满的疼爱
与温柔。再严厉的父亲，面对孩子软
糯的拥抱，内心也会化作绕指柔。

然而，爱之深，责之切。正如《墨
子》所言：“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
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父亲望子
成龙心切，既盼着孩子出类拔萃，又常
因恨铁不成钢而严厉苛责。随着孩子
渐渐长大，世界在他们眼前铺展，父亲
不再是其心中唯一的英雄。当孩子的
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父亲欣慰笑
容背后的失落，又有几人能懂？

青春期的叛逆，是横亘在父子间
的一道坎。成家立业后的孩子，被家
庭与事业的责任裹挟，与父亲相处时，
常因羞于表达而相对无言。无形的代
沟、往日的严厉，让父子间生出疏离。
但父亲又何尝不懂这分叛逆？因为他
们也曾年少，也曾与自己的父亲针锋
相对。

父子之爱，纯粹天然，无关恩义，
却炽热真挚。它绝非路人的冷漠，而
是血脉相连的牵挂。子夏曾问孔子何
为孝，孔子答：“色难。”短短二字，道尽
真谛——子女发自内心的敬重与耐
心，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中国人
虽重气节、轻谄媚，却唯独认可“以媚
事亲”。只因侍奉双亲时，那分毫无保
留的亲昵与关怀最珍贵。

人生短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
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若在父母健
在时不知尽孝，甚至肆意忤逆，即便日
后风光厚葬，又有何意义？抵触父母
是损福败禄之举，因为父母是子女的
根，若让父母寒心，自己的人生也将渐
失生机。相反，孝顺之人，往往诸事顺
遂。这并非迷信，而是善念善行终有
回响的人生至理。

“家有白发爹娘是大福”，可天下
儿女是否知晓，在父母心中，即便孩子
年至花甲，仍能像儿时般撒娇依偎，便
是此生最幸福的事。

父亲的“口头禅”
□樊树林

父爱如山
□任怀江

□王凌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