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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个“感恩节”，每年
这天，我们都会想着父母的好，
千方百计为父母做点事。

那天大哥提议说：“我们家
设定一个节日吧！”二哥、三哥、
大姐、二姐和我一下子慌了神。
节日是国家法定的，怎么能说
有就有呢？大哥一本正经地说：

“是谁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
是谁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供养我
们上大学？又是谁东挪西借一
个个给我们成了家？”我们立马
明白过来：父母一天天在变老，
现在生活虽然好了，但平时我
们都各做各的事，一忙起来，就
把父母撂在了一边。大哥是想
给我们提个醒，再忙也不能忘
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再忙也要
想着年迈的父母亲。于是，我们
家就有了一个“感恩节”。

我们家的感恩节又到了，
我们兄妹几个“强拉硬拽”把父
母“赶”出家，陪他们到商场给
他们挑选漂亮的衣服。我们要
让父母永远年轻，挑选合适
的衣服便成了我们的大事
情。大姐是位作家，平日里喜
欢埋头在文字里，这时她却
突然变得“唠叨”起来，一会
儿说这衣服袖口瘦了些，一
会儿又说这鞋子样式还行，
就是还不够新潮。二姐眼光也
很挑剔，一件件新衣服换了又
换，还不停地对店员说，把最新
款的老年服装都拿来。那股挑
选衣服的认真劲儿，全是出于
对父母浓浓的爱。

把父母打扮漂亮了，我们
又定做了两个大蛋糕。送上温
馨的祝福后，我故意和父母抢
着吃，显得一点也不绅士，因为
在父母面前，我们永远是天真
的孩子。

我们还陪父母出去散步，
逛公园，还到附近的湖边看柳
林。我硬是让父母摆出一个搞
笑的姿势，趁他们不注意，“咔
嚓”一下拍下来，惹得全家人哈
哈大笑。累了，我们就找一个悠
闲的地方品茶、喝咖啡，和父母
共度美好时光。

今天是我家的节日，在这
个充满温情的感恩节里，我们
兄妹几个打算每人给父母做一
道菜。厨房里一阵忙碌，大哥烹
了一道糖醋菊花鱼，二哥炒了
一盘鸡柳，三哥炖了一碗甏肉，
大姐、二姐也都做了自己的拿
手菜。

我不怎么会做饭，但也要
尽上一份孝心，就烧了一大碗
海米汤。我们兄妹几个你一筷
我一筷，都争着给父母夹菜。哥
哥姐姐们做的菜特适口，当我
舀了一勺海米汤送到母亲嘴里
时，母亲使劲点了一下头，说：

“虽然忘了放盐，却是孩子的一
份心意！”几个哥哥和姐姐听
了，一个劲地朝我吐舌头，屋子
里漾起一片笑声。

我们家设定了一个感恩
节，我们也成了一个个可爱的
孩子。我们要时刻把父母的养
育之恩记在心里，用亲情之爱
来报答父母。

没能活成您期待的样子
王国梁

哪个父母不是望子成龙？在我很
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为我规划未来。

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小学老师总
对我说一句话：将来，你一定是班里最
有出息的！类似的话，老师也跟父亲说
过。现在想来，老师不过是想用这样的
方法激励我。不过父亲一向把老师的
话当作至理名言，他觉得老师识人无
数，眼光一定错不了。那时父亲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就是：“你将来能像你表叔
那样就好了！”

我的表叔是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一
个，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后来在北
京工作，职位不断上升。再后来他开始
经商，积累了不少财富。老家的亲戚有
什么事，都去找他。无论谁去，必定不
会空手而归，即使想办的事没有办成，
表叔也会塞大把的钱给他。表叔的口
碑因此极好，我们都以他为荣。亲戚们
都说我的机灵劲儿跟表叔当年非常
像，大家都期望我像这位表叔，当成我
的模板，父亲尤其期待。

为了让我明确奋斗目标，在我上
初二那年，父亲带着我去表叔家取经。
表叔气度非凡，让我仰望。他与父亲交
谈一番之后，开始跟我说将来的出路。
我眼睛都不敢眨，使劲儿听着，决心将
来真的成为他那样的人，不为别的，就
为活成父亲期待的样子。

第一年高考，我落榜了。父亲表面
上没说什么，但我看到他落寞的眼神，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第二年复读，我拼
尽全力，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觉得我
离表叔近了一些，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大学阶段，父亲总是督促我跟表叔写
信，希望我得到他的“真传”。

毕业后，我权衡自己的专业，决定
回到家乡的小城发展。父亲很是失落。
不过那时候我的思想已经渐渐成熟，明
白了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表叔的成
功只适合他。况且在跟表叔通信的过程
中，他也说过，没有必要沿着他的人生
轨迹来规划未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
体，成功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事业
辉煌是成功，事业平淡家庭幸福未必
就不是成功，忠实自己的内心选择才
最重要。

我在家乡的小城扎下根来。父亲
不再过多干涉我的生活，只是偶尔说
起表叔来就要感慨一番，说我没有那
样的志向和毅力。我知道，除了志向和
毅力，人生的际遇也很重要。我随遇而
安，工作平平淡淡，没有什么耀眼的成
绩，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我的家庭
幸福，活成了岁月静好的模样。

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走过了半
生岁月，人生已经基本定型。父亲也已
经老了。有一次，我跟父亲谈起自己走
过的路，想到没有活成他期待的样子，
心中忽然有些愧疚。让我没想到的是，
父亲却说：“你的日子过得很好呢，我
非常满意！”

天下的儿女，大部分都没有活成
父母期待的样子。不过无论我们活成
什么样，他们都会接纳和包容我们。

忆母亲种菜
阿洪

我老家是惠安（现属
泉州市泉港区）北部的一
个乡村，虽靠山靠海，却
没山没海。因此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种植蔬菜是
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母亲就把生产队分的
自留地全部种上圆白菜。
在我们老家，冬季种的叫

“高丽菜”，春季种的叫
“春白”。母亲勤于耕作，
每季都有好收成。

母亲种菜都是用的
农家肥，种出来的青菜墨
绿墨绿的。母亲告诉我，
菜要长得好，还要有足够
的水分。每当干旱，附近
水塘里的水都干了，只剩
一口4米多深的古井里还
有水，母亲一大早就要赶
去用小铁桶把水一小桶
一小桶从几米深的井里
提上来，倒进大桶里，再
挑去浇菜。

每当看到蔬菜一片
丰收景象，母亲就特别开
心。到了收成季节，天还
没亮，母亲就要赶到地
里，把当天要卖的圆白菜
一颗颗割下来，整理好，
有时没吃早餐就直接挑
着两大竹筐圆白菜，到离
家约5公里的一个海边集
市上去卖。当时1公斤圆
白菜只能卖2分钱、3分
钱，每次卖个1元多，都是
1分、2分、5分的小票，1
角的都很少。但有这么一
笔收入就很高兴了。

当然，也有卖不出去
的时候。记得我上初一下
学期的一天，春雨下个不
停，天气特别寒冷。中午
时分，我和同学们正在学
校大餐厅吃午饭，母亲挑
着两大筐“春白”找到我，
沮丧地说：“这鬼天气，害
得我一颗菜都没有卖出
去，怎么办？”此时，正好
分管后勤的林老师路过，
我鼓起勇气把他喊住，向
他提出：“学校教师食堂
能不能帮助把这些菜买
下，价格低点没关系。”林
老师立即答复：“完全没
问题，价格按市场价，一
厘不少！”林老师又从教
师食堂给我母亲端来一
份白米饭、一碗海蛎豆腐
汤，我们要付钱，他坚决
不要。此事，我母亲记了
一辈子，感恩一辈子，并
告诉我：“遇到有困难的
人，我们也应尽力帮忙。”
母亲的话，我一生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