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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咪息们遭后娘”是父母亲留给我的
遗产。我的母语——临县话可称为古汉语的
活化石，教：让、使，咪：我、我的，息：子息、子
女，后娘：继母。“不教咪息们遭后娘”就是不让
我的孩子遭后娘。

家乡有句俗语，说的是父亲再娶后的家庭
伦理：“娘后了老子也后哩，”折射出孩子们的
无奈，直白着对父亲的告诫，寄托了对亲娘的
留恋，隐含着对后娘的戒备。

我对后娘的感知是间接的，来自母亲对往
事的诉说。母亲的幼年在外祖父母和外祖叔
父母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充满了温饱和被疼
爱的童趣。刚过五岁，母亲的天塌地陷了：外
祖母撒手人寰。如果说幼年丧母的痛还可以
医治的话，那童年遭遇后娘的苦，无疑是在伤
口上撒了一把盐。母亲被继祖母笼罩着：早
起、晚睡，吃不饱、穿不暖，小孩子干着大人的
活，稍有不慎拳脚相加，辱骂时恨不得一句将
以泪洗面的母亲咒死。

母亲第一次婚姻的苦果也是继祖母种下
的。1944年初，刚过 13周岁的母亲由继母做主
草率地嫁到外村。母亲的长子三岁夭折，丧子
的伤痛无人抚慰，迷信的公婆反而对母亲产生
了怨恨，横挑鼻子竖挑眼，冷落倍至。寄人篱下
的母亲熬明搭夜，搂柴做饭，喂猪打狗，耕种锄
收，做在前吃在后。饥饿难耐时，母亲瞒着公婆
躲着继母，翻山越岭，溜到叔祖父母家里才能吃
顿饱饭。1948年冬，母亲难产，胎死腹中。婆家
人不是求医救治，而是当着危难中的母亲算起
账来：请人接生与重娶媳妇哪个花费少。当确
认接生便宜时，才拿出四升小米请了接生婆。

落后的时代、封闭的山村、守旧的人文，使
得继母的阴影成了母亲一生挥之不去的痛，及
至花甲、古稀、耄耋，偶尔提及都会情不自禁，
老泪纵横。

1949 年夏末，母亲踏着共和国诞生的旋
律，跋涉百里寻到县政府，砸烂了婚姻的桎
梏。那一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母亲像饱经
沧桑的旧中国一样，浴火重生！那一天，成了
母亲一个甲子的甜美记忆，每逢说起，满脸的

皱纹里总是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意。
结束了苦难婚姻的母亲自主选择与我的

父亲成家。这是一个穷苦的人家，寡居的奶奶
双目失明。千里冰封的时节，靠近灶台的水瓮
里也会结冰。七个子女的出生，母亲都经历苦
难的煎熬。且不说十月怀胎时仍不能耽误集
体上地、缝补浆洗、养鸡喂猪、磨面碾谷，只讲
分娩时的穷困与落后，简直叫母亲小死一回。
旧时传下来的陋习，农村人生孩子，要把被褥、
席子全部揭掉，土炕摊上草木灰当成产床。母
亲无一例外地在这种可悲的生育环境中分娩
了我们。坐月子时，母亲无缘享受娘亲的服
侍，产后三天便自己侍候月子，一天熬几顿米
汤，每顿两瓢水里只下一酒盅小米。清可见底
的米汤拌着苦菜下肚，令母亲一身虚汗，但她
却化血为奶滋润着儿女们的心身。

我的母亲同黄河东岸、吕梁西麓的所有母
亲一样，经历了物质匮乏的严苛考验。清汤薄
水能否吃饱成了全家人的心病，懵懂的孩子们
舀饭时争稠、吃饭时恐后，唯恐慢了再连清汤
汤都轮不到。母亲则端上碗饭着意到邻居家
串门，磨蹭到孩子们都放下碗筷，锅底见天时，
舀上半瓢清水，涮一涮锅盖、锅边、杓子，热一
热，撒点盐，喝了充饥。成年累月的营养不良，
导致母亲每年夏天嘴唇溃烂，吃饭喝水时刺
疼，自救的办法是捡回别人扔掉包水果糖的

“玻璃”纸，贴在嘴唇上隔热缓疼。
在“一口吃”上，我得到过刻骨铭心的母

爱。我在锅里舀饭时极少捞稠的，这种不自觉
的自觉被母亲发现了。那是夏日的饭时，母亲
夺过杓子，一边捞一边责备：“人家捞么你不
捞！”如此看在眼里、疼在心中、怨在嘴上的亲
情，让我自溢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到碗

里，溅起了饭花，涟漪成言不可状的母爱波纹。
这一幕錾入我的精神世界，已经定格珍藏了半
个世纪，鞭策着自己不敢松懈对亲情的三省，对
子女的呵护，对父母的赡养、抚慰、怀念、心祭。

为了亲情的无缺，母亲竭尽了全力。村里
个别母亲不时会因为饥饿而另嫁他乡，撂下子
女不管不顾的，我的母亲对此嗤之以鼻。开春
播种，身大力不缺的母亲主动请缨，扶犁、撒粪、
点种，与男劳力同工同酬。迎夏锄苗，男社员一
垄，母亲也一垄，齐头并进，毫不逊色。收秋会
战，计量记工，他人担背九十九，母亲不少一百
斤。入冬修地，母亲拉车驾辕，手中的小平车跑
出的是人家第二咱第一的速度。如此超负荷的
春播、夏锄、秋收、冬藏，锦绣了晚辈的前程，谱
写了一首所有子女以身许国的协奏曲。

外祖母赐予母亲健壮的体格，继外祖母淬
炼了母亲坚强忍耐的个性，“不教咪息们遭后
娘”的信念是母亲少吃多劳、负重前行的精神支
柱。我从懂事起到母亲下世，无数次聆听了母
亲语录：不教咪息们遭后娘！耳濡目染了母亲
为此做出的牺牲，至今追忆依然荡气回肠。说
件一叶知秋的事。我的舅舅是母亲的继母所
生，母亲对这个异母弟弟疼爱有加。七十年代，
我不止一次被母亲派遣秘密地为舅舅家点送米
面。作为母亲背着家人关爱舅舅的“特使”，我
从未自豪过，但对母亲为自己的侄子女不遭后
娘而劳心费神骄傲过。我的舅母曾因穷困而离
家出走，撂下几个子女。在母亲的百般鼓动和
资助下，舅舅数次往返才从内蒙古把她寻找回
来，避免了娘家后人重蹈自己的覆辙。

母亲“不教咪息们遭后娘”的朴素思想，天
之作合地得到父亲的默契。父母不仅笃定“土
圪 林里捡钱”也要供子女上学读书的决心，

而且对儿女的婚姻不曾有丝毫的干预，完全尊
重孩子们的抉择。在子女、侄子女甚至邻居子
女的家事中，父母以教训、规劝子女为手段，包
容媳、婿，竭力增进理解，播种和谐。

母亲只字未识，却有文化、有担当。父母
的碑文对“不教咪息们遭后娘”的门风进行了
字所能及的诠释：“母，幼失亲娘，少逢乱世；既
入李门，侍奉失明婆母，哺育成群儿女；中壮之
期，担纲家是，操持有序。”“慈母守家帅子，耕
种太阳，缝补月亮。”“母伴苦乐，千辛万难，付
诸笑谈，劳累当蜜，喜形于子孙忠孝仁义。”“严
慈相依，财耗于传道之校堂，力尽于子弟之事
业。”“孝于亲，爱于子，恩于人，安于贫，讷于
言，敏于行，此父母不朽之遗产。”

我的父母亲虽以零物质遗产辞世，但“不
教咪息们遭后娘”却是家庭和睦、子女幸福、家
族兴旺的好家风，力拔山兮德盖后世，我、我之
今人、我之后人、后人之后人必当传承永久。

虽说母亲遭遇后娘是个案，但我仍愿以心
香三柱祈祷为人父母者都能以自己的理智，忍
辱负重、艰苦卓绝，使家无隙、和永驻、幼有
靠。我更祈求为人子女者结草衔环，体恤父母
为子女幸福的苦心孤诣，回馈父母付出的千难
万难，以此来圆家庭梦、追中国梦。

我们去的时候，不大的新民村人山人海，
来自全省各地的旅游团队正在参加新民村第
三届“柿红醉深秋，美丽乡村游”活动。若在往
常，寂寞的小村子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年轻人
大部分在外工作，留在村里的老年人固守着一
成不变的日子，日复一日。柿子采摘节已经搞
了两年，村民们像过节一样，提前把村里院里
家里收拾整洁干净，等候活动的隆重开启。

在村口，道路两边的文化墙异常醒目，摘
柿子的，打枣的，在场子里耕地劳作的，一幅幅
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画作扑面而来。还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守法、孝老爱亲等宣
传正能量的彩绘随处可见。大家感叹村两委
因地制宜，把农村墙壁作为弘扬文明新风尚的
载体，既美化了环境，又为推动民风家风建设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条条光洁的水泥路，通往每家每户。村
民们说，过去的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一旦
下雨，泥泞不堪。自从穆书记上任后，多次打
井修路，现在好了，吃水不愁，出行不愁，幸福
指数越来越高。是啊，路是生产力，路是乡村
的血脉，走出去，走回来，村路无言，默默承载
着村人的希望，承载着新民村经济发展的速
度。穆书记知道，唯有路修好了，整个村子才
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村民们嘴里常说的穆书记，是新民村的党
支部书记穆允青。穆书记中专毕业后，组建了

工程队，在外承揽建筑工程业务，生活富足。
2005年，村里换届选举，村民把神圣的一票投
给了在外经商的他。新民村地上无产业，地下
无资源，村民们过着靠天吃饭的普通日子。吃
水难，出行难，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他
自筹资金，带领党员干部，从群众最需要的事
做起，建水塔，铺水管，硬化路，美化村，一件件
事情做得扎实，做在了群众的心坎上。

为了让村民脱贫致富，从 2019年开始，村
委提出“高舞柿子龙头，推动三产融合，发展乡
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的奋斗目标，整合土地
流转，组建柿子种植基地，成立柿业协会，经过
努力，成功走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道路。连续五年，新民村荣获“五个好支部”荣
誉，穆允青个人先后荣获“孝义市优秀支部书
记”“孝义市最美劳动者”“吕梁市优秀支部书
记”等荣誉称号。

今年七一前夕，村委举办了“喜迎建党百
年 关爱福寿之星”活动，为村里五位九十岁以
上的老人赠送唐装、红围巾、嵌名对联、福寿书
法作品等慰问品，老人们喜笑颜开，全村兴起
敬老爱老之风。

古老的戏台上，正在演出晋剧。戏台两
边，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金秋柿美红缀枝
头缤纷多彩丰收画；下联是：玉宇歌飞绿染新
民锦绣千祥幸福村。横批：美丽乡村。记得去
年的对联是：喜逢盛世美丽新民旧貌换新颜齐

幸福路；重振柿业乡村旅游丹青抒
妙笔广开致富门。横批：万象更新。
两副对联高度概括了近年来新民村
发生的喜人变化，突出了新民村的新
风尚新面貌。

戏场院墙上，悬挂着近年来市摄
影协会会员们创作的“柿子红了”摄
影作品，作品或宏大，或细微，从各个
角度，以各种方式，记录了村民的日
常和游客的笑颜。

出了戏台大门，来到桃园广场，
孝义秧歌研究会正在秧歌表演，铿锵

的锣鼓声，一招一式中，让坐落在山
里的古民居，古色古香又生机盎然。

村委大院，盲人曲艺队正在文艺
演出，书法美术剪纸展在同步进行，
与柿子有关的诗词联赋以书画的形
式展示柿子风韵。由村民用柿子、红
枣、高粱、玉米等制作的图案形状各
异，为活动增添了气氛。

入秋之后的新民村田野，是五彩
斑斓的世界。澄澈的蓝天下，千亩牛
心 柿 子 红 了 ，枣 儿 红 了 ，花 椒 也 红
了。浓浓的中国红与绿色的树木菜
蔬，与大自然千百年来默默守候于此
的黄土地，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图
画。

柿子园里，硕果累累，散发出诱
人的色泽。一拨一拨的游客正在兴
高采烈地采摘，活动期间，每天一两千的游客
让新民村热闹非凡。牛心柿子是孝义兑镇本
地的特产，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因形
状如牛心而得名，2008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

“地理标志性农产品”。一段时期，由于市场价
格低迷，销售不畅，加上保存期短，导致丰产不
丰收。如今，夺目的不仅仅是柿子成片，更多
的是村民们脸上的笑容。过去卖柿子，需要骑
自行车进城，或者到东部平川走街串巷去卖。
如今，不出田间地头，就可以变现。部分柿子

会做成柿饼，等到过年时，能卖个好价钱。
慵懒地坐在秋日暖暖的阳光下，听着文化

广场的古老秧歌，听着戏场里晋剧的回声，看
着游客与农民伯伯们采摘的身影，时而闭上眼
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那种惬意和舒爽无人能
及。

又是一年繁花似锦，灯笼似的柿子映着古
村落，青山如黛。遵循绿色共享同富的理念，
新民村将在穆书记的领导下，在绿色发展的康
庄大道上，笃实前行。

柿红醉深秋柿红醉深秋 美丽乡村游美丽乡村游
————参加新民村牛心柿子节暨文化旅游节小记参加新民村牛心柿子节暨文化旅游节小记

□ 李怡萍

一切为了孩子的母亲
□ 李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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