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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闻鞭炮声响， 又是一个新
年。 此时此刻， 我有想起我那亲
爱的母亲， 在2003年的新年前夕
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走完了她
生命66年的历程。

孩童时代的新年我至今记忆
犹新， 历历在目。 那时家里虽然
父亲一人工资养家， 日子过得比
较紧， 但母亲会操持， 过年时总
是把家里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

将烟熏黄的墙壁糊上报纸， 让家
到处有新年的气象。 还将平日省
吃俭用的钱办好年货， 一定还要
给我们姐弟做上件新衣服， 为的
是不让我们在人家孩子面前感到
寒碜。 除夕的年夜饭， 母亲会包
好饺子 ， 烧上一个有豆腐 、 猪
血、 粉丝、 大白菜等一起的大锅
菜， 那时这是我家最好的年夜饭
菜。 在昏黄的灯光下， 一家人围
坐在一起 ， 吃着热气腾腾的年
饭 ， 欢声笑语 ， 过年团圆的欢
乐、 温馨的气氛油然而生。

儿时的新年总是让人回味 ，
特别是新年母亲的抚爱让我永留
心中， 以至让我孩童时总是盼着
过新年， 盼着那份温馨和欢乐。

后来我大了， 结婚成了家有
了孩子， 与母亲分开过日子， 但
每年大年三十除夕夜一家三口一
定会到母亲那里过年。 母亲会提
前很多天买好菜， 然后炒、 煮、
炖 、 煎 、 炸 ， 搞得年夜饭很丰
盛， 母亲是把对儿女的全部情爱
都倾注在这顿年夜饭上 。 吃饭
时， 一家三代人坐在一起， 母亲

会不住地往我们和孙女碗里夹
菜， 嘴里不住地张罗： “尝尝这
个， 你小时就喜欢吃的！” “你
吃这菜， 好吃不！” 听了这亲切
的话语 ， 一股暖流充溢我们心
间 ， 仿佛又回到童年过年的情
景。

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一直
到2003年， 有母亲的新年总是让
我欢乐。 那时， 我从没有想过没
有母亲的新年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

又是新年， 又过除夕， 然而
上苍无情， 让母亲过早地离我们
而去 ， 今年又将是一个没有母
亲的新年 。 我默默地伫立在房
中母亲的遗像前，想起母亲苦难
的一生， 想起母亲在时的音容笑
貌， 想起母亲给我的爱抚， 想起
儿时过年的温馨和欢乐， 想起母
亲最后的日子， 我的心一酸， 眼
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新年， 家中没
有母亲， 就少了喜庆。

此时我无话可说， 唯有写上
这篇小文 ， 遥遥祝福母亲在天
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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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 最盼望的就是过
年。 长大后， 越来越怀念那些打
着灯笼都难找回的岁月。

在那个吃穿都愁的年代， 大
多数家庭四五个孩子算正常， 七
八个也屡见不鲜。 家里最幸福的
就属老大了， 因为他或她是第一
个来到世上， 因为他或她个子比
弟弟妹妹高， 因为他或她能帮爸
爸妈妈干很多活， 洗衣、 做饭、
看弟妹他或她样样不差。 所以过
年的时候， 妈妈买的新衣裳， 总
是家里的老大第一个先穿上， 爸
爸出差带回的糖果， 总要在老大
的碗里多放半颗。

那时候的我们， 心里只有羡
慕、 嫉妒、 恨， 为什么爸妈不先
生我呢 ？ 我拼命地想让自己长
高， 走路时使劲的踢着石子和一
些坚硬的东西， 故意想把姐姐们
传给我的鞋弄得再烂一些， 好引
起大人们的注意。

看着黑色的鞋面历经几个寒
暑已经洗得发白， 白色的布边已
经刷得泛黄， 红色的塑料底已经
磨成了平板， 就盼望着， 盼望着
过年时就能有新衣、 新鞋穿了。

夜深了， 想着姐姐哥哥们已
经入睡， 偷偷穿上姐姐崭新的白
边襻鞋， 歪歪斜斜、 来来回回的
走个不停。 母亲装作没看见， 任
我臭美， 真是过瘾。 母亲眯缝着
眼， 一脸的慈祥， 熟练地在一旁
穿针引线， 拿着我的鞋子翻过来
掉过去的琢磨， 无奈的摇着头，
而后认真的缝补起来。

第二天一早，姐姐的上衣、哥

哥的裤子、 妹妹的袜子都一一补
好，整整齐齐的放在枕边。我趴在
炕沿向下望去， 发现被我踢破的
鞋子上， 真的绽放了一朵褐色的
小花，不艳丽、不张扬、不俗气。

穿上它心里是一种夹杂着心
酸的幸福， 那一针一线缝进了母
亲多少无限的疼爱啊！ 从此， 我
像是懂得了母亲的不易和辛苦，
不再与哥姐们争抢东西再让父母
为难， 从此也更加懂得互敬互爱
的简单道理。

那样的年代父母们物质上无
法给予我们太多， 精神上却给予
我们太多太多， 从他们那里我们
学会了宽容、谦让、坚强、乐观，对

生活不抱怨、不气馁、不放弃。
又快过年了， 想起那似水的

流年，那蹉跎的岁月，那心底翻滚
着的酸甜浪花，逐渐扩散开来。

眼前是儿时的玩伴， 那男孩
女孩穿着棉袄棉裤打着五彩灯
笼， 听着噼噼啪啪的爆竹声， 身
上无论穿着新衣旧鞋都高兴的享
受着生活的给予和爱的滋养， 无
忧无虑 、 自由自在的跑着 、 跳
着 、 疯着 、 闹着 、 笑着 、 快乐
着、 幸福着……

愿这幸福永远陪伴着我，直
到永远。非常感谢母亲伴我成长，
过年了，又添新岁，我祝愿天下的
父母安康幸福、 岁岁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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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乡的那年 ， 我12岁 ，
妹妹7岁。 母亲牵着我们， 一步
一 回 头 地 往 前 走 ， 心 里 是 那
样 的 不舍 。 远处外婆正站在坡
上看着我们 ， 边看还边抹着眼
泪。 这样的情形， 在离去后的岁
月里， 曾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
每当醒来时， 泪水也不自主地流
下。

车站里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
人们， 当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
母亲失声痛哭。 父亲则在一旁安
慰道 ： “跟我也是回家 ， 别哭
了， 有时间， 还是一样有机会回
来看看。” 父亲的安慰起不了任
何作用， 母亲自顾自地哭着。

在那之后， 每逢过年过节，
母亲势必要带着我和妹妹， 坐车
坐船往故乡赶。 当年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绿皮火车， 当 “呜呜呜”
的汽笛声响起时， 思念也因此而
凝结在心头。 火车启动后， 归家
的心也如同箭一般， 跟着一路前
行。

对于火车， 似乎有着一种说
不清的情结。 它是我儿时记忆中 ，
最为难忘的一道风景。 因为无论
是离别还是团聚， 总是与它有关
系的。 离别的时候， 听着火车的
汽笛声， 心是那般的难过。 而即
将团聚时， 那火车的汽笛声， 就
如同一首欢快的歌声， 带着我们
来到亲人的身边。

当年的交通远不如现在， 六
百多公里的路程， 要坐船， 要坐
车。 母亲常常是带着我和妹妹大
包小包地往家赶， 而父亲则留在

奶奶的身边， 陪伴着她。 那时家
里常见的东西便是车船票了， 各
种票据， 此时在我看来， 又何尝
不是乡愁的凭据呢？

那绿皮车， 承载着我儿时的
快乐与痛苦。 曾几何时， 两地有
直通的火车了， 再也不用坐船转
车了， 只是那车， 却变成了红色
的特快列车。 两地间的距离虽然
缩短了， 但是乡愁依旧还是那样
的浓。

再后来， 随着我结婚生子，
母亲的年纪一天天大了， 虽然思
乡， 但很少再回乡了。 倒是乡下
的亲人， 纷纷地跑到城里投奔母
亲。 如今， 母亲的兄弟姐妹们，
也在我所在的城市扎下了脚， 成
为了城里人。

闲暇的 时 候 与 母 亲 聊 天 ，
问她是否后悔离开故乡？ 母亲叹
了口气说： “不后悔， 人总是要
往高处走， 毕竟， 你 们 现 在 在
大城市 ， 总比咱那小地方强。”
的确， 如若不是父亲当年坚持调
回来， 此时的我们， 或许还在乡
下。

时光的年轮， 总是在不经意
间， 带走一些人与事， 让我们无
法挽留。 那曾经的绿皮车， 那曾
浓 浓 的 归 家 之 情 ， 已 然 随 着
时间的流逝退出了生活的舞台，
留下的唯有回忆。 时光在前行，
任何人无法让它停住脚步。 当岁
月的年轮， 再走远些时， 你又怎
能不说， 此时所拥有的一切， 在
若干年后， 不是让人留恋的回忆
呢？

过年

没有母亲的新年

当年回乡绿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