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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古诗词里的“母亲”

说到“母亲”，不能不提孟母三
迁的故事。汉代刘向著有文章《孟
母三迁》，其中写道：“及孟子长，学
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
善以渐化。”国学经典《三字经》也有
这样的句子：“昔孟母，择邻处。子
不学，断机杼。”为了给予孟子良好
的学习成长环境，孟母不惜多次搬
家，从墓地旁到市集旁，最终来到学
堂旁。孟母以大智慧、大格局严格
教导孟子，引导孟子终成一代儒学
名家。这一典故，展现了一个不辞
辛劳悉心教育子女的母亲形象，令
人感动。

因为孟子的非凡成就，孟母是
伟大的。其实，芸芸众生中的大多
数母亲都是平凡普通的，在中国历
代古诗词里，描绘了不同形象的平
凡母亲，或和蔼可亲，或贤良淑德，
每一个都让人肃然起敬。

《游子吟》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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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唐代孟郊笔下，母亲对儿女之爱是
无微不至的。母亲手中的针线来回
翻飞，织成了游子身上的一件件衣
衫。这位母亲赶在临行前一针针密
密地缝缀，担心儿子回来得晚衣服
破损。有谁敢说，子女像小草那样
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像春晖
普泽的慈母恩情呢？接近素描的平
实语言中，却流露着最真挚的情感。

宋代王安石在《十五》中写道：
“将母邗沟上，留家白邗阴。月明闻
杜宇，南北总关心。”儿行千里母担
忧，每当月圆之夜听到杜鹃啼叫声，
这位母亲就会格外思念、牵挂儿子，
道出了母亲对儿女深沉的爱。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

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
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
叹风尘。”在清代蒋士铨的《岁末到
家》中，母亲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母子
久别重逢，她为儿子缝制寒衣的针
脚密密麻麻，家书里的字迹墨痕仿
佛是新的，看见儿子瘦了，母亲心疼
地询问旅途的艰难，这不就是天下
所有母亲的缩影吗？

古诗词中，也有描述儿女对母
亲一片孝心的经典。唐代李商隐有
一首《送母回乡》，讲述的是李商隐
送母亲回乡求医的故事，其中的那
句“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意
为，如果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都
无法回报，人生在世还能追求其他
东西吗？表达了报答母爱是天经地
义之事的情感。

还有《诗经·邶风·凯风》“母氏
圣善，我无令人”，白居易的《慈乌夜
啼》“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徐
熙的《劝孝歌》“父母皆艰辛，尤以母
为笃”，都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母爱
这种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

在诗歌和诵读中感恩母亲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母亲，也许，
你觉得太过肉麻和不切实际，不曾
对母亲说“爱你”；也许，你忙于奔波
于琐事间，那些要和母亲聊的话欲
言又止，那就尝试着付诸笔端吧。

5月 8日，当落日的余晖淡去，
缀满星星的夜幕降临，湘潭高新区
双马街道吉安路社区党群活动中心
变得格外温馨，一场母亲节沙龙活
动在这里举行，湘潭本土文学爱好
者以写诗和朗诵的方式，表达对母
亲的爱。

“如果我再出生一次/母亲/你还
会认出我吗？当我在人群中遇见你/

站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憔悴的容颜/
母亲/你还会认出我吗……”从湖南
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吴
投文的《轮回的母亲》中，我们感受
到了他对母亲深深的爱与依恋。

“尽管，她的手掌间/刻满了沧
桑的印痕/握着爬满枯藤的双手/如
捧着生命的经文/不敢轻易翻阅，仿
佛初生的我/仍被呵护在它的掌
心/ 那残忍的雕刻师/不是岁月而
是自己……”湖南省作协会员凌小
妃说，自己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膝
关节和手关节几乎都变样了。母亲
那佝偻的脊背、那疲惫的神情、那龟
裂的双手，她都觉得是因自己而起，
于是写下了这首《母亲的手》，以表
达对母亲的感恩。

“您怀里的馨香安抚我入眠/您
毛衫沉淀的阳光升腾爱的温煦/您
发梢的味道回放着柔情/手上的雪
花膏滋润我童年的遐想/您双手做
出世上味道最好的饭……”在杨蕾
的《味道》一诗中，让人看到了母亲
的爱及其植入我们生命中的情感。
自我们出生起，就伴着母亲的味道
入眠，想起母亲时，会想起她身上那
熟悉温情的味道，那是安全感、是温
暖、是家，是一辈子都浓烈的记忆。

“今天，在想你的日子/思念捆
绑成最虔诚的礼物/把聚宝盆摇钱
树金山银山……汇积成缕缕青烟/
飘向天堂的你……”欧阳湘平的母
亲50岁那年就因急病去世，没来得
及与子女见最后一面。在母亲离世
20年之际，欧阳湘平只能用诗歌向
天堂的母亲遥寄深深的思念。

突然想起老舍的一番话，“人，
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
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就像
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
失去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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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缕暖阳，

给予我们光明和

温 热 ；像 一 叶 扁

舟，守护我们乘风

破浪直抵彼岸；像

一棵大树，为我们

遮 挡 风 霜 雨 雪 。

她是我们的母亲，

穷尽一生供我们

肆意索取，却不求

回 报 的 一 个 人 。

然而，你是否在某

个午后恍然发现，

母亲，这个无私爱

着我们的人，却是

我们花心思最少

的人。

每年5月的第

二个星期天，被定

为“母亲节”。感

恩母亲是每个人

天然的情感，孝敬

母亲更是中华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 。

这个母亲节，让我

们来听听身边一

些平凡母亲的故

事，浅吟一首献给

母亲的诗，铭记母

爱的伟大。请记

得常回家看看母

亲 ，送 她 一 束 鲜

花 、陪 她 聊 聊 家

常、为她做羹汤、

和她撒个娇，何时

都不晚。

编者按

以诗词之美向母亲致敬
本报记者 谷桔

早上 8时把儿子泽霖送上幼
儿园的园车，王芳就开始了一天的
红色讲解工作。王芳是韶山壹马旅
行社的红色讲解员，从业12年了，
每年在韶山接待游客2万余人。每
天，她用虔诚而炽热的心，将毛主席
最感人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让红色精神从符号、理念，变成一个
个感人的红色故事传颂。

母亲节前夕，王芳收到了一
份“最美”的母亲节礼物。她的三
口之家，被省妇联授予 2021湖南
省最美家庭。这份殊荣全省仅
100户家庭拥有。

“在这些红色故事中，我特别
爱讲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的故

事。”王芳说，文七妹是一位性情
温和、善良朴实、乐善好施的妇
女。生下毛主席之前，文七妹生
过两个男孩，不幸的是两个男孩
还在襁褓中时便先后夭折了。所
以，文七妹对毛主席格外疼爱。

“毛主席受母亲的影响很
大。少年毛泽东看到同学家穷而
不带午饭，就把自己的饭分一半
给同学。文七妹知道后，就让少
年毛泽东带两份盒饭上私塾。”王
芳说：“还有我小时候听过的毛主
席帮邻居毛四阿婆收谷子的故
事，也是受文七妹影响。”

红色故事里的英雄母亲对王
芳的影响很大。虽然工作忙，但

王芳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慈爱但
不溺爱。儿子从一岁多开始，就跟
着妈妈上班。上幼儿园了，王芳也
每天接送。“我经常带着儿子在景
区散步，和儿子讲少年毛泽东的故
事，告诉儿子不要浪费粮食，要关
爱他人……”王芳说，儿子虽然只
有 3岁，但知道妈妈工作辛苦，回
到家就会用小手给她捶背、揉肩，
还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
衣服放床头柜，鞋子摆放整齐。

作为新时代的韶山女性，王
芳把红色讲解员工作当作一份神
圣的职业。作为媳妇，她孝老爱
老。作为妻子，她把家中的事情
管理得井井有条，默默承担起家

庭的所有事务，从不让丈夫因家
事分心而影响工作，督促丈夫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做一个实实
在在的人。

王芳的丈夫文勇强，是韶山
市韶山乡人民政府的一名基层干
部，始终坚守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一线。日常生活中，一家人
的物质生活追求淡泊，不慕新潮，
不摆阔气，崇尚节约，反对浪费，
生活精打细算，用之有度。但对
外，他们全家十分善良热心，热情
大方，极具善良与同情心，与邻居
都能够和睦相处，街坊邻居关系
融洽。一家人传承红色基因，共
谱奋进乐章。

千万经典，孝义为先。在湘潭的历史上有许多的革
命先辈和仁人志士，他们和母亲之间的故事令人动容。

一代伟人的《祭母文》

毛泽东自幼孝敬母亲，还将自己的母亲评价为“损己
而利人”的人。

1919年，文七妹患上淋巴腺炎，毛泽东将母亲接到
长沙治病，再忙他也抽时间陪护母亲。可惜好景不长，将
母亲送回韶山不到两个月，1919年 10月 4日，正领导湖
南人民开展“驱张运动”的毛泽东，收到了韶山家里传来
的母亲逝世的噩耗。

毛泽东立即赶回韶山。在慈母灵前，毛泽东挥泪写
下了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祭母文》和两副挽联。“吾母高
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祭母文》全篇记述
了母亲的养育深恩和盛德高风，字里行间凝结着母慈子孝
的真诚情义，也深深地追忆了母亲平生对他的养育之恩，
由衷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孝敬之情，更表现出了毛泽东面
对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去世的那种悲痛心情。

亲手做拐杖以尽孝

武汉革命博物馆收藏了一根特殊的茶树枝，树枝长
110厘米，躯干呈红褐色，还附带着裂痕和十几个大小不一
的树枝接头。一根不起眼的树枝，为何馆藏至今？因为这
是中共五大代表罗亦农亲手为母亲制作的木拐杖。

1921年，出生于湘潭县易俗河的罗亦农获得了去莫
斯科求学的机会。临行前，他回老家向母亲告别。对她
说什么好呢？什么都想说，什么又不能说。他默默走到
后山上，在林间精挑细选，砍下了一根结实的茶树枝，在
自家院子里削制成一根170厘米的拐杖，送给母亲，希望
拐杖替他陪伴母亲。

罗亦农给母亲削的拐杖很称手，罗母拄得很踏实。
20世纪 60年代末，罗母离开了人世。老人在弥留时，仍
紧握拐杖不肯松手。身边人都知道，拐杖从当初的 170
厘米磨到只剩110厘米，早
已不如当年称手……

传颂红色故事的“最美”讲解员
本报记者 陈静

志愿者陪“特殊母亲”过节

伟人烈士和母亲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明 见习记者 熊婷

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将情感凝练成一个个方块字，组合成一行行浪漫的

诗句，是最美的一种表达。自古以来，中国的诗词歌赋就常以“母亲”作为抒情意

象，其中饱含着诗情画意和浓烈情感，弘扬着真善美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成

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店里生意好吗？您要多注
意身体，别太累了哦。”

“学校里组织了帮扶贫困儿
童的志愿活动，我报名参加了，想
把您对我的爱延续下去……”

5月8日上午10时，湘乡市棋
梓镇的万军微正在自己的餐饮店
忙碌着，“咚咚咚咚”，手机连续传
来了微信信息的提示声。万军微
点开微信，看到信息后，情不自禁
地笑了起来。“这是我‘二女儿’小
兴发来的信息，她现在正在上大
二，懂事聪明，成绩很不错。”收到
孩子的祝福信息后，她赶紧回信
息，叮嘱孩子学习的同时，还要注
意身体健康，并转了500元的生活
费，要‘二女儿’生活上别太节省
了，多加强营养。

47岁的万军微是地地道道的
湘乡人，说起和“二女儿”的缘分，
她觉得是天意。2018年，一次外

出办事时，偶然听到有人说一个
正在上高三的女孩子生活困难，
已经好几餐都没钱吃饭了，急需
帮助。听到这里，心软的万军微
顿时红了眼眶，马上提出要去看
看这个孩子。在知情人的联系
下，万军微来到学校，看到又黑又
瘦的小兴，非常心疼。她当场资
助了 3000多元，并留下了孩子的
联系方式，表示要长期帮助她，

“孩子，别急，不管什么事情，都有
我在，你好好学习，争取高考考个
好成绩，将来上大学的一切费用
我会负责到底。”

之后，万军微了解到，小兴的
父亲在她一岁时就已去世，母亲
离家出走，家里就靠爷爷奶奶卖
茶叶、鸡鸭、蔬菜等维持生计。小
兴的处境深深触动了万军微，但
她更担心小兴的心理状态，小兴
性格非常内向，不太愿意说话，

“那时她总是低着头，问一句答一
句，眼神非常忧郁。”为了让孩子
打开心扉，万军微不是去看望小
兴就是把她接到自己家里，让她
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感受家庭的温
暖。慢慢地，小兴性格越来越开
朗，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小兴考上大学后，万军微真
正担当起了“妈妈”的角色，添置
衣物、生活用品，经常和孩子通电
话或微信联系，及时了解她在生
活、学习、心理上的需求并予以积
极引导，节假日邀孩子到家中一
起生活，代销她爷爷奶奶的茶叶、
鸡蛋等。在万军微的影响下，一
名好友和她一起资助了小兴的所
有学费和生活费，彻底改变了小
兴的生活状况。小兴的精神状态
较之前也有了巨大变化，变得开
朗活泼了。

“我是一个母亲，看不得孩子

受苦，总想竭尽所能为他们做点
什么。”以前，万军微在学校当过
老师，虽然那时每月工资微薄，她
却乐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孩
子。后来随着收入的提高，她的
资助范围也越来越大：小霞兄妹
父母双亡，与奶奶相依为命，万军
微为他们资助生活费、购买学习
用品、代销家庭农副产品；小波兄
妹俩的父亲因中风残疾，母亲在
外做保姆，每月收入仅2000元，万
军微组织棋梓镇工商联及爱心妇
女为他们捐款；每年6月1日、9月
1日，她都会通过现场捐款方式帮
扶 5到 6名学生……在棋梓镇当
地，万军微成了许多孩子的“万妈
妈”。

万军微经营的基地多次获评
“湖南省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一个个关于她的爱心故事
在当地传为美谈。

本报讯（记者 廖艳霞）5月 9日是母亲节，湘潭市湘
钢帮帮团志愿者协会联手华菱湘钢高线厂党委组织了

“亲情归巢，精准帮扶——绽放的康乃馨”主题活动，他们
分成12组，给20位烈士母亲、抗美援朝烈士遗孀、已故志
愿者母亲、失独母亲等“特殊母亲”送上节日慰问，陪他们
过“母亲节”。

“今天是母亲节，祝您节日快乐！”当天上午，志愿者
周再强和华菱湘钢高线厂职工来到岳塘区岳塘街道新三
村，看望已故志愿者王嘉健的母亲李淑琴。当志愿者将
鲜花、水果篮和牛奶送到李淑琴手中时，她十分感动。志
愿者们陪李淑琴一起聊天，仔细询问她的生活和健康状
况。目前，89岁的李淑琴由三个女儿轮流照顾，精神状
态不错。王嘉健，原名王健，是“湘潭志愿者第一人”、湘
潭嘉健志愿者协会的创办人，曾长期从事无偿献血、环保
事业、爱心助学、爱心义卖等公益活动。2010年 10月 2
日，王嘉健因病去世。根据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遗体捐
献给了医疗事业。

当天，志愿者们还看望了 80多岁的孤寡老人李爱
兰、烈士飞行员廖勇的母亲等。湘钢帮帮团志愿者协会
有关负责人周再强说，希望通过亲情陪伴这些“特殊母
亲”，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不断提升她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

“万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本报记者 谭丽

湘钢帮帮团志愿者看
望慰问 89岁的老母亲李淑
琴。（本报记者 罗韬 摄）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