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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夹着冰霜，肆虐着我蜗
居的小城。母亲的肺气肿又犯了，
为方便照顾，我们决定把母亲从
养老院接出来，与我们共同居住。

八十有四的母亲，昔日满口
的牙齿，在岁月的打磨中，仅余三
颗上牙，稍微坚硬的食物就无法
咀嚼，只得狼吞虎咽。每顿饭菜，
妻子特意将肉食、蔬菜剁得很碎，
方便母亲吞咽。我是个不愿在吃
饭上多浪费时间的人，与母亲同
桌吃饭，母亲还没动筷，我便狂风
卷残叶，一碗饭一碟菜倒入胃囊，
迅速将碗筷放入洗碗池，等待母
亲吃完后一同清洗。转过身来，母
亲居然已颤巍巍立于我身边，将
她的碗筷递给我——— 碗里还有不
少饭菜。“您吃完了？”母亲不言
语，只是小鸡啄米般微微点头。饭
后，我躲进书房，写点乱七八糟的
文章；母亲呢，时而卧在沙发，时
而推窗打量街上的花花绿绿，时
而躲进她的小屋，将餐巾纸抽出，
叠成一小块一小块，便于她随时
咳嗽使用。一篇小文成型，我抽身
到客厅喝些热水，却发现母亲正
费劲儿地拉开茶几下面的抽屉，
找寻平时她根本不吃的饼干———
原来母亲饿了！妻子耳语：一定是
母亲为了跟上我们吃饭的节奏，
没有吃饱喝足就放下碗筷，她怕
我们等着为她专门洗碗。

从那日起，我和妻子放缓了
吃饭的节奏，尽可能做到与母亲
同时放下碗筷。日子一久，于我
和妻子竟大有裨益，多年缠绕我
们的胃炎不治而愈。其实，餐桌
上的慢，就是一种陪伴。

养生理论都说，早睡早起身
体好。我也曾经试过改变作息，
但躺在床上，思绪越过高山，飘
向大海，放不下生活中的零零碎
碎，辗转反侧，往往还是12点才
能入眠。大多数晚上，我喜欢在
电视节目里流淌自由自在的时
光。母亲一番抹脸洗脚后，就进
入她的小房间上床睡觉。10点
半，母亲摇晃着，手握小电筒出
来上厕所。“睡不着。”母亲的回
答波澜不惊，平淡无奇。妻子把
嘴巴凑过来：定是你的电视声音
吵到母亲，她怎么入睡？原来，母
亲对电视的吵闹声早已不适，但
她宁可忍着也不愿说出。

妻子的点醒，加之全方位贯
彻养生大策，我们也与母亲同步
了——— 每晚9点前上床入睡。

记得小时候，天刚破晓，母
亲便扯着大嗓门喊：都起床做事
了！受瞌睡虫侵扰的我们总觉得
母亲是“周扒皮”转世。起床后，
我们被母亲命令着去坡上割草
或者背柴，她留守家里，快手快
脚一阵忙碌。等我们干活回来，
热气腾腾的饭菜摆放在四方桌
上，虽没有美味佳肴，但足以填
饱干瘪的肚皮。现在的母亲虽远
离了泥土清香的乡村，但数十年
养成的习惯无法更改。当我们还
在与周公相遇时，她已起床洗
漱，而后拿着扫把在客厅里一番
清扫，等待我们起床做饭。太阳
透过窗户，照醒梦中的我们，我
们才极不情愿地起来。自从母亲
住进我家，改变了我们晚睡的习
惯，早起也就成了必然。我们就
以这种方式陪伴母亲吧。

我这人风风火火大半辈子，
与人交谈语速快，常常让听者如

坠云里雾里。我也曾试着放缓语
速，一是压压火爆脾气，二是让
对方明晓我的意思，但效果不
佳，说着说着便如奔腾的瀑布，
一泻万丈。在母亲身边，我亦如
此。与母亲坐在沙发两端，本想
找寻老家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
事，唤起母亲的回忆点和兴奋
处。一通往事说完，母亲表情木
然，她似在听天书，根本不知我
在讲什么。以为是母亲年纪太
大，耳背耳聋，殊不知我与妻子
交流时，她却时时插入话语。我
恍然大悟，不是母亲耳背，而是
我的语速太快，必须得改改这个
坏毛病。终于，在我缓慢流淌的
方言中，母亲时不时打断我，往
事在她的嘴里滔滔不绝，愉悦的
表情泛滥成花朵，在她干瘪的脸
庞上绽放开来。

年纪大了，母亲的记忆有时
会短路，刚才做过的事，她会忘
记得一干二净，经过努力回忆方
才忆起。怕是阿尔茨海默症提前
预演，我总是找寻母亲昔日的

“丰功伟绩”，让她反复回忆“我
年轻的时候……”我是她最忠实
的听众，在舒缓的语气中，恰到
好处地为母亲点赞。放缓语气，
与母亲交流，这是我现在的慢生
活之一。

迈过八十岁的坎儿，母亲的
身体越发衰老，她的步履早已蹒
跚。天暖和的时候，我会带着母
亲去花园里散步。说是散步，实
是挪步。虽有我和拐杖的辅助，
母亲依然步履缓慢而沉重。白天
的花园里，行人稀少，前面没有
障碍物，我便放开母亲，让其借
助拐杖独立行走，一是锻炼身
体，二是我要在手机里处理一些
事情。在手机里徜徉的时间一
长，猛然记起自己来花园的使
命，扭转头去，母亲却不见踪影。
原来，我只顾自己低头前行，没
有想到母亲缓慢的脚步。快马加
鞭往回赶，终于在公园的一处木
椅上寻得母亲。母亲着急地在寻
找我的身影，一见到我，她如婴
幼儿见到久违的母亲般，兴奋得
眼泪婆娑。她没有责骂我，只是
从干瘪的嘴里冒出一句：不要走
快了，我跟不上……

我搀扶着母亲继续朝前走。
“好久不见！”十多年未见面的文
友把手伸过来，暖暖的，饱含惊
喜。母亲见我遇见熟人，主动提
出自己先往前走，叫我等会儿前
去找她。与文友从散文谈到诗
歌，从生活的艰辛聊到写作的放
松 ，从 一 部 名 著说到市井小
文……还有很多话语想要倾诉，
这时文友提醒我该去照顾母亲
了，只好互扫微信，以便日后联
系。我睁大双眼，寻觅母亲瘦弱
的身影。没走几步，看见母亲坐
在一块不规则的石头上。我拉起
母亲，怕石头冰坏了她，“您为什
么不先往前走啊？”我抛下一句
责怪。“怕你找不着我……”简单
的回答，令我热泪纵横。后面的
路程没有人来打扰，我卸下一
切，陪伴母亲，在花园里慢慢行
走。我的步履很慢，让母亲不为
赶路而费力。

与老母亲相伴的日子里，生
活染上了慢的色彩。我在慢生活
里陪伴母亲，也在提前体会自己
的未来。

□徐成文

当严寒覆盖大地，有两样东西
冰封不住，一个是泉，一个是心。济
南好长时间没有正经落雪了，终于
下了一场大雪，让人们满足了心
愿。

有人喜欢雪，一年不与雪打个
照面，心里就无限失落。刚入冬时，
天可怜见，飘了场微雪，摄影家们
端着相机往外跑，那雪实在不作
美，薄薄地覆在地上，连淡妆都不
是，真是辜负了赏雪人！也有人不
喜欢雪，是那些上班族，落雪时节，
路上雪地冰天，骑车人一不小心就
摔得人仰马翻，所以一飘雪花就仰
脸骂天。

上世纪70年代，小女初生，缺
少奶水。那时牛奶亦缺，每天清晨6
点钟我准时动身，到芙蓉街口的牛
奶站取两瓶牛奶。冬日的6点，天还
黑着，路灯伴我飞车前行。实在耽
搁不得，两瓶奶是小女一天的口
粮。取回奶来，我得立刻调转车把
登上上班的路，工厂考勤很严，迟
到要扣工资，我等小工人，收入微
薄，理想恢弘。恢弘的理想殿宇是
靠一毛一块的货币铺着台阶攀登
的，被扣了岂不“墙倒屋塌”？所以，
青春的脚步在路上，跑得甚至没有
工夫吃早饭，裤带一勒就过去了。
现在想想，也没什么，青春真是铁
打的！

一天，推开门，天落雪了，那雪
下得还很大，把院子里的花盆埋了
半截。心头就一紧，雪天自行车难
骑。母亲担心我，阻拦说，别骑了，
跑着去吧。我说，那哪行？还要上班
呢！就骑着车一路飞奔。雪天骑车
有个理念，越怕摔越慢，越慢越摔，
就摔得不敢骑了。仗着年轻，我加
速蹬踏，用速度战胜摩擦力，还是
天可怜见，一路无虞。到了奶站就
傻了眼，队伍排出一里有余。挨到
我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时间是最无
价的东西，说它无价是不值钱。排
在那支物质匮乏时期的队伍里，我
却感受到了时间有价，浪费了它，
扣的就是钱。缺钱，缺少物资，让我
们高贵不起来。

长长的队伍夺走了我的时间。
回程的时候，路上的骑车人多起
来，我不能飞车狂奔了。稍一懊丧，
自行车失去掌控，哧溜一声，我摔
在雪地上，自行车横着向北滑出三
米多远，车把上挂着的奶筐呢？不
知哪里去了。找了半天，原来它被
甩到南边马路牙子边上去了。南辕
北辙，摔得真妙！那一天倒霉，真的
被扣了一块钱，理想的阶梯上少了
一块砖！

年轻时，雪留给我们的印象是
人生的艰苦，为工作、为有限的物
资奔波着。谁都不敢把“物质享受”

作为自己的理想，那个时候“享
受”是堕落的代名词，我们一直都
是勒紧裤腰带豪迈着，可是谁都
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物质。雪地里
排着购买的长队告诉我们，飘雪
的天气里从星夜起就在煤场排起
的长队也告诉我们，冬天的物资
是多么重要！拉煤的地排车是借
来的，即使家里有煤，也要把手里
的煤炭票换成储备。于是，屋子的
床底下、桌子底下堆满了蜂窝煤，
院子的角角落落都有煤堆，看上
去不那么美观，可是心里踏实。有
了煤，冬天就是温暖的。直到住上
居民楼，楼道里蜂窝煤贴墙而立，
成为煤墙，是生活让我们把甬道
变成了煤窑的坑道。

后来家里可以烧土暖气了，土
暖气比原来的炉子效果更好，麻烦
的是要经常填煤，家家户户都成了
煤的搬运工，初冬把煤搬上楼，然
后天天把煤渣搬下楼，济南人谁家
不是向煤火榨取冬天的温暖？在忙
忙碌碌中，我们顾不得赏雪。相反，
雪给忙碌的生活制造着麻烦，我们
诅咒雪。

冬天的另一个难处是洗澡，
即使有煤、有炉子，家里洗澡也是
找罪受，洗澡的最佳去处是澡堂。
前些年济南城澡堂林立，很是方
便了我们。老祖宗把年设在严冬
季节，而且规定迎新要洗澡，这一
下忙坏了澡堂子，一到年根，洗澡
的人早早就去排队。洗澡是个极
费时间的事，年下就那么点时间，
不抓紧怎么行？你看，买东西要排
队，买煤要排队，洗澡又要排队，
冬天给我们的记忆就是排队。好
在一些企业对自己的职工家属开
放澡堂，缓解了社会生活的需求。

我们就这么一步一步地挪
着，挪向了居家的燃气和暖气时
代。如今有人仍怀念过去的澡堂，
但一个行业消失自有它的必然
性，当它悄然歇业，在它的遗迹
上一定留有社会进步的脚印。看
看家电商场里那么多热水器，就
能找到如今澡堂无法存身的理
由。

坐在温暖的屋子里赞美着
雪，就想起铅灰色的冬天，陆游在
雪的驿站外对着梅花独吟，柳宗
元在寒江独钓，王子猷雪夜访问
戴安道，就想约一二友人，对雪当
歌，回叙一年的得失，所谓一年之
计，哪一项不是从雪开始？当年的
王子猷并没有敲响戴安道的柴
门，他演绎了一程浪漫的雪地之
旅；戴安道也没有接待这位远方
的来客，他仍然在自己的草寮中
煮雪烹茶。这就是中国人对雪的
记忆，永远不可冰封。

□孙葆元

母亲在，生活慢

【【记忆】】

【浮生】

往往事事冰冰封封不不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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