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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人忆旧    
难忘慈母恩（下）

上 世 纪 5 0 年 代 以
后，父亲有了稳定的工
作 ， 是 家 里 生 活 较 好
的 时 期 ， 她 和 父 亲 一
起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姑
姑。1956年举家回国定
居时，他们把两年前刚
建成的房子无偿地给在
当地报馆任职、收入不
高的小叔。回国时，他
们 把家境困难的一位外
甥带回国内读书。大哥
有一位工友，自幼父 母
离异，小学毕业后在黎
明报社当排字工人，回
国后在广州读中学。 

父母亲很同情他，
将他视为自己的子女。
他读书虽有国家的 补
助，但生活上还有不少
困难，便由大哥每月补
贴他部分费用，每逢节
假日或寒暑假期，妈妈
都 要 叫 他 到 我 们 家 里
住，同我们亲如手足。 
后来他学有所成，当过
报社记者、小学校长和
区侨联主席，前几 年因
病逝世，临终前念念不
忘父母亲对他的关爱和
照顾。

 
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五六位因苏哈托反华
被迫离开印尼的表 弟
表妹，回国后在广州读
书。学校当时停课闹革

命，母亲深怕他 们在广
州出事，把他们都叫到
家里住。那时，家里后
院和阁 楼都住满了人，
母亲在生活上无微不至
的照顾他们，使他们感
到 亲人的温暖。母亲
视他们如亲生子女，他
们也非常爱戴和孝敬母
亲， 经常帮母亲做些农
活。他们参加工作后，
每逢节假日必到黄陂华
侨农场看望母亲。母亲
逝世时，他们都从境内
外 各 地 到 广 州 奔 丧 吊
唁。

 
母亲经常对我们讲

的一句活：“见了有困
难的人，要伸手帮助”
。 母亲这样教诲我们，
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年秋天，从浙江温
州来了几位农民赶着一
群 鸭 子 到 黄 陂 华 侨 农
场放养，他们在村头的
山坡搭了个草棚，正遇
狂风骤雨，母亲冒雨把
他们叫来我们家歇息，
给他们烧水做饭，然后
安排他们在我们家后院
住。他们临走时非常感
激，要送几只鸭子作为
回报，父亲和母亲说啥
也不肯收，并 对儿女们
说，帮助有困难的人是
我们的本分，不能贪图
人家的报答。

母 亲 还 经 常 教 导
我们为人要讲仁义，守
信 用 。 在 家 要 “ 兄 友
弟，弟恭兄”，兄弟要
和睦，互爱互助，“兄
弟同心，其利断金”。
他常举父亲为例，当年
父亲失业时，家里经济
陷入困境，都得到伯、
叔们的帮助；而当我们
家经济好转时，又反过
来 支 援 生 活 困 难 的 姑
姑。母亲常说，在社会
做事，特别要讲信用，
父亲在困境时向亲友借
钱，必按约偿还，举债
不过年。在与朋友合作
做 生 意 ， 宁 愿 自 己 赔
本，也不让对方吃亏 ，
因此父亲信誉好，朋友
多。当大哥1951年回国
路过新加坡，见到很多
人 在 码 头 购 买 免 税 商
品，大哥也动了心，但
是阮囊羞涩，忽然想起
父亲在新加坡的朋友，
便打电话给他。这位从
未谋面的阿叔，即刻赶
到码头登轮给他送钱。
大哥到广州后，立即给
父亲打电话告知此事，
父亲说已在数日前给这
位朋友还了借款。

 
母 亲 的 爱 是 伟 大

的。我们兄弟姐妹 11 人
都是在母亲的关爱和 呵
护下长大的，她对自己
的儿女一视同仁，不分
男女，无偏无私， 都
施予伟大的母爱。我们
的成长都是母亲呕心沥
血，哺育教养的结果，
母亲还把她的爱给了我
们的儿女——她的孙儿
们。我们兄弟姐妹虽各
居一方，但我们的子女
都受过母亲的恩泽，他
们的幼年都曾在奶奶身
边度过，都受过奶奶的
关爱和呵护，聆听过她
的谆谆教诲；他们的成
长是和母亲的抚养、教
育分不开的。

母 亲 的 一 生 是 先
苦 后 甜 ， 她 晚 年 得 到
了 子 女 及 孙 儿 们 的 孝
敬 和 侍 奉 ， 生 活 得 开
心 、 惬 意 。 父 亲 逝 世
后，在南澳、长沙、茂
名、上海等地工作的弟
妹经常接母亲到他们家
里住，竭尽孝敬之心。
每年春节，兄弟姐妹们
都会齐聚广州，在黄陂
祖屋与母亲共度新春。
除夕晚，母亲与兄弟姐
妹们都拿出自己的好手
艺，做出丰盛的家宴和
过年的糕点，母亲儿孙
满堂，其乐融融，除夕
的 热 闹 场 面 ， 可 喻 之
为“黄家春晚”。上世
纪80年代，母亲和我同
住，但在广州的几位兄
弟姐妹都竞相接母亲到
自己家住，对母亲极为
孝敬，让母亲晚年生活
安逸舒适，愉悦欢乐，
同母亲共享天伦之乐。
母亲晚年的生活是幸福
的。

母 亲 因 脑 卒 中 于
1988年6月8日晨入住中
山 医 学 院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 入 院 以 后 一 直 昏
迷 不 醒 。 在 外 地 工 作
的弟妹获悉母亲因病住
院，都举家来广州探望
母亲，日夜轮番守护病
榻 中 的 慈 母 。 6 月 1 2 日
下午，医生发出母亲病

危的最后通知，母亲的
的 十 一 位 儿 女 及 媳 、
婿，内外孙子、玄外孙
共40人都在她身边。当
母 亲 的 心 脏 停 止 跳 动
时，在场的小舅父郭益
和严肃地哀喊一声：“
跪下！”众子孙伏地跪
拜，悲哀不已，恸哭难
止。

母亲于 1988 年 6 月 
12 日酉时驾鹤仙游，享
年 78 岁。

母 亲 离 开 我 们 已
经 30 多年，昔日绕膝
身边，受到她关爱和呵
护的孙儿们都已成家立
业了，他们中有教师、
医生、公务员、工程师
等，虽大多年过半百，
每当聚会时，回忆起当
年在黄陂的生活，欢声
笑语谈童趣，无不感念
阿嫲（婆婆）的抚养、
教育之恩。清明扫墓，
他们都要在公嫲的墓前
上香跪拜，并给下一代
人讲述阿嫲（婆婆）的
故事。远在海外的孙儿
们也会通过视频为阿嫲
（婆婆）祈祷祝福！ 

母亲永远活在我们
心中！（完）

作者：黄新聪

我1973年调来韶关市工作时，因住招待所，
只好将子女留在广州黄陂家中，由母亲和妹妹
照管、教养，1974年，分到房子后，大女儿和
儿子才到韶关，小女孩仍留在母亲身边。

每年清明节，兄弟姐妹在大哥（中间白发
者）带领下祭拜先人后，聚会追思父母恩德
（2000年清明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