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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家无事，翻看了儿子的课外书：朱自清的《背影》，看着看着便

想起了许多往事。很多人读书时似乎不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含义，但也许是女孩

子比较早熟的原因，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了心疼父母的不易。特别是我的母亲，

小的时候由于外婆子女过多，生活困难，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外婆送给了年纪

很大的养父收养。长大后母亲为了能够把她养父带在身边赡养，母亲选择了嫁给

了我的父亲，原因很简单——我的父亲也是很早失去了父母。这样，母亲就可以

带着她养父和丈夫一起生活了。

母亲虽然没有了处理婆媳关系的麻烦，但同时也多了没有了父母帮衬的辛

苦，只能和父亲一起起早贪黑地工作、带孩子、做着那没完没了的家务。由于我

和我姐只相差不到三岁，小的时候又经常生病，她常年带着我们奔波在医院的路

上，回家后还要手洗那一大家人的衣服。因为常年的劳累和睡眠不足，她在我小

时候的印像中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疲累不堪的样子。看着她疲惫的样子，我心疼

不已，总想帮她做点什么，可她总是心疼我太小不让我做，但我仍从小就学着洗

碗、洗衣服、扫地和拖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因为我想着我多做一点，她就

能少做一点，可以早点休息。

很多女儿喜欢自已的妈妈为自已带孩子，但自从我有了孩子后，却不愿意

让母亲帮我带孩子，因为这种劳累我不愿意让我的母亲再经历一遍。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甚至常常想到哪天我和姐姐出嫁后，父母孤独在家的身影，于是我便常

常拒绝同学朋友的饭局回家陪伴他们。每逢父亲生日和母亲节，我和姐姐便一起

策划着给两老惊喜，或是请上家里的叔伯兄弟姐妹一起聚餐，看着父母开心的样

子，我们都觉得比什么都值得。

直到我出嫁后，仍然保持着每个周末带着先生和孩子回娘家的习惯，或是

带着两老到处溜达：春天去郊外踏青，夏天去海边浮潜吃海鲜，秋天去农庄看风

景，冬天去龙门泡温泉。



但随着孩子的长大，作业的繁重，不能每周都带着他回娘家了，从每周回

去一次变成了每月一次，最后变成了缝年过节才回娘家一次。我心理盘算过：假

如一年中每个月回家 1天，每天在一起只有 6个小时，那一年只能见 12 天，共

72 小时，若父母现在 70 岁，活到了 85 岁，我们实际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只

有 1080 个小时，也就是 45 天。父母一天天老去，我们还能拥有他们多少年？

母亲常说：年轻的时候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有了回报，上天给了我两个

贴心的小棉袄，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而我却对她说的另一段话记忆深刻：“外

公去世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陪她去祭拜外公，但是她却对我说：你们孩子小，

有事忙就不要去了；人走了，你对他再好他都感受不到了，活着的时候尽量对他

好些。你外公在世的时候我对他很好，无论去哪我都带着他，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就算不去看他，我心里也是坦然的”。看似安慰我们的一段话，却让我对她越

发心疼起来，也越发珍惜起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我们从来不给母亲过生日，因为连母亲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天出生的，于

是母亲节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她最重要的节日。再过两个月母亲节又快到了，我心

里在筹划着如何给她一个惊喜。在这即将到来的母亲节里，愿天下所有的妈妈都

平安、健康和快乐，愿所有的妈妈都被岁月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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