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总是不

断地积累，眼里似乎只有加法，而母

亲以她的智慧给我上了一堂堂生动

的减法课，这成为我成长道路上最

珍贵的财富。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被繁重的

课外学习压得喘不过气来。母亲看

着我疲惫的面容，决定给我减去一

些负担。她并没有简单地让我放弃

学习，而是与我一起制订了合理的

学习计划，削减了不必要的课外辅

导班，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

培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母亲的这

个减法，对我而言其过程并不轻松，

但在母亲的引导和鼓励下，我学会

了取舍，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成

长。

有段时间，事业和生活的双重

打击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背负着

沉重的心理负担。那天，阳光透过

窗户洒进房间，我慵懒地躺在床

上。突然，母亲打破了宁静：“快

起床，今天我们一起大扫除！”我

嘟囔着不情愿地起床，跟在母亲身

后干活。母亲一边忙碌着，一边教

导我：“生活中，我们不需要的东

西太多了。”随着大扫除的深入，

我发现家里的角落，堆积了许多我

几乎遗忘的东西。有多年未穿的旧

衣服，有已经过期的杂志和报纸，

还有一些尘封的玩偶和装饰品。在

母亲的指导下，我开始整理这些杂

物，把它们分类处理。整理完的房

间格外宽敞明亮，我的心情也随之

轻松愉悦起来。看着整洁的房间，

母亲微笑着对我说：“你看，我们

常常被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束缚，忘

记了真正的需求。我们可以减去繁

琐，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简单、有

序。”

又有一次，我和母亲去超市购

物。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忍不

住想要买这买那，母亲总是提醒我：

“你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它会给

你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我犹豫着

放下手中的商品，开始思考自己真

正的需求。最终，在母亲的引导下，

我只买了必需的东西。母亲说：“真

正的幸福，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

在于你是否懂得珍惜和满足。我们

可以减去欲望，让生活更加简单、幸

福。”

后来，在适当的时候，母亲总是

从我的生活中减去不必要的担忧和

焦虑。她告诉我：“人生就像一场马

拉松，我们不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前

进，要学会放下，让心灵得到解脱。”

母亲还让我关注当下，珍惜眼前的

人和事，不要总是纠结于过去的遗

憾和未来的不确定。

在母亲的教诲下，我逐渐学会

了给人生做“减法”。通过不断地

取舍，我摆脱了心理负担，并一次

次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理解母亲的

“减法哲学”。它不仅是一种选择，

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智慧。母亲的

“减法”，总能让我在人生关键时刻

轻装上阵，一次次有所突破，并有

所收获。

母亲给我做“减法” ■ 董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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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母亲节策划

厨房在小朋友眼中是神秘

又诱人的存在，像个“魔法屋”一

样，总有好吃的从里面被端出

来。只可惜我小的时候，大人们

会用“有刀有铲不安全”“热锅热

油会被烫到”等理由把我赶出

来，久而久之，厨房成了我的“禁

区”。直到有了女儿小米，我才

开始解锁做饭技能。

为了给女儿做辅食，我开始

踏足厨房，有时还会带着小米一

起，让她坐在安全座椅里，再穿

上小围兜，我们俩共同探索厨房

“魔法屋”里的一切。

刚开始水平有限，我们就尝

试简单的菜谱，熬个香蕉米糊或

者小米南瓜粥。我切香蕉的时

候，给小米手里塞一小块。小米

捏捏、揉揉，再放在嘴里砸吧两

口。虽然会糊得满头满身都是，

但小米总是特别开心，自己兴致

勃勃地玩，或者咿咿呀呀跟我聊

天。有时我都忙完了，小米还不

愿意出厨房。发现这一点后，只

要我进厨房，就会把小米带着。

于是，小家伙从 6 个月大开始，

便乐呵呵地在厨房里，开启了她

的帮厨生涯。

做面食要揉面的时候，我揉

大坨面团，小米揉小坨面团。一

开始，我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

加水；小米则是从头发丝到脚趾

甲盖上全糊着面粉。那必须是

从“亲子下厨”到“亲子大扫除”，

再到“亲子沐浴”，一条龙亲子活

动。而现在，盆光面光手光是基

本操作，我和小米还可以手工揉

出“手套膜”，那面团烤出来的面

包松软喷香，别提多好吃了。

切菜的时候，我切硬一点的

菜，小米用儿童小刀切软一点的

菜。最初，我切的土豆丝是小粗

条，小米切的茄子块像被狗啃了

一样。油炸菜的时候，我负责

炸，小米负责裹面糊。刚开始，

油温不对，面糊裹不上，不是炸

糊了，就是没炸熟。现如今，在

一日日的厨房亲子时光中，我和

闺女合作无间、技艺大涨，土豆

丝切得像挂面一样细，滚刀块大

小均匀漂亮，蒸鸡蛋像布丁一样

滑嫩……煎炒烹炸蒸煮，我俩皆

有小成。今年小米上五年级，已

经是可以独立下厨的“小米大

厨”啦！

假期里，家里换了新家具，

我们还重新整理了书柜。我和

老公在房间里忙得晕头转向，不

知不觉下午6点钟了，小米来喊

我们吃晚饭。到客厅一看，餐桌

上摆着3碗香喷喷、热乎乎的西

红柿鸡蛋手擀面。原来，小米看

我们忙得忘记了时间，就自己下

厨了。咸淡适中、鲜香劲道的手

擀面一入口，我真是感动得不知

道说什么好了。这碗面必须是

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西红

柿鸡蛋手擀面！从 6 个月到 10

岁，女儿在厨房里收获的点点滴

滴似乎都凝结在了这碗面里。

老母亲见微知著，长大后的小米

肯定饿不着自己了，无论多忙多

累，她总可以在厨房里寻找到那

一碗面的温暖。

我和小米在厨房里度过了

许多美好的亲子时光，这些悠悠

岁月点亮的不仅仅是我和女儿

的烹饪技能，更点亮了一家人在

三餐四季中体味到的人间烟火。

成长是母亲的修行 ■ 商艳燕

周末时，儿子和同学相约去划

船，两位妈妈作伴。

两个孩子都想掌舵，儿子因为

以前划过，就让给同学划。有鸭子

从船边游过，他们喂鸭子、打水

枪，玩得很开心。忽然，儿子抬起

右胳膊，说疼，撩水玩时，被船沿

划了一道小口子。他皱着眉头说好

疼，我的心忍不住跳了一下。没带

创可贴，只能忍着。我给他穿上外

套，省得再被划伤，后来，他没再

喊疼，我也就不担忧了。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不

再是替孩子疼、恨不能把一切都背负

到自己身上的妈妈了。知道有些苦

我替代不了，有些伤需要他自己愈

合；知道我的担忧不能改变什么，不

是他疼、我便无比受伤的从前了。一

颗无比柔软的妈妈心学会了变硬一

点，不再对小男孩亦步亦趋。

做母亲的这条路，实在是一场修

行。像风浪不断拍打礁石而接受了

生活的磨砺，从一个敏感的小女人修

炼到无敌的全能手，要更细致、更温

柔地生活，也要更坚强、更粗犷地成

长。也许，只是因为我养育的是个男

孩吧！

早就试着学会收敛起内心那过

分细腻的保护欲了。

儿子总是不走寻常路，跑着、跳

着在碎石子路上走，导致总摔跤。我

不担忧，只看着笑。他爬起来自嘲：

“我这可真是每日一摔啊。”若有哪一

日不摔，他还会说：“嘿，我的‘摔跤会

员卡’白办了，今天没摔，太浪费。”

去打针，我对儿子说：“你转过

头去，一秒钟的事儿而已。”曾几何

时，我因为带他打针而每每把心揪

成一团，而现在，我告诉他，也告

诉自己，面对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

途径。

去篮球场，儿子被飞来的球砸到

了几次，他揉着头说，感觉到一个大

包鼓起来了。我帮他轻轻揉两下，

说：“没事，小伙子的头可硬了。”用不

了5分钟，他就彻底忘记了疼痛。

我这颗柔软的妈妈心，逐渐变得

强大，不断给予他力量与安慰、释怀

与展望。

还记得儿子两个月时，因发烧第

一次去医院，新护士扎针怎么也扎不

准。从来不乱哭的小娃娃就这样开

启了撕心裂肺哭泣的大门，而我的心

亦如刀割；学走路时儿子总摔跤，他

一摔跤，我就赶紧去哄他，生怕那眼

泪的汪洋淹没了我的心。渐渐地，我

懂得了要平静面对成长中的坎坷，小

孩子学走路，哪有不摔跤的呢？等到

儿子学会说话了，会用眼泪和大人讨

价还价了，我更是提醒自己，心要硬

起来，不能事事让步。

上幼儿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儿子

哭得我的心都要碎了，可是我知道，

雏鸟总归要被推出巢穴；儿子在学校

遇到不讲理的同学，我跟着他一起

烦恼，天性软弱的我要想办法帮他

解决问题，他的脆弱成就了我的坚

强，培养了我的智慧。养孩子，就

是母亲的一场修行啊！谁的成长路

上不受伤呢？受了伤，也要学会自

己去面对与愈合，这是我们教给孩

子的一堂成长之课。

妈妈教会我……妈妈教会我……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母亲，是每个人最亲近的存在，既是我们的启蒙导师，也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本期，我们采访了3位不
同年龄段的受访者，聆听母亲赋予他们智慧与力量的故事。

厨房里的
亲子时光

■ 曹靖

坚定和勤奋
我的妈妈一旦下定决心，

便从不轻易放弃

“每天清晨，当我还沉浸在梦乡

里，妈妈已经悄然起身，为家人准备

美味的早餐，然后在尚未明亮的天

光中，泡一杯咖啡，静静地阅读或写

作。这就是我的妈妈，坚定而勤奋，

一旦下定决心，便从不轻易放弃。”

在13岁的嘉嘉眼里，妈妈骆平是一

个目标明确的人，尽管她在生活中

是个“路痴”，但在人生这场漫长的

旅途中，她总能果断地做出正确的

选择，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妈妈经常对我说，无论遇到什

么困难，都不应该放弃，只有努力才

能获得回报。”嘉嘉对这句话记忆深

刻，这不仅是妈妈对儿子的教诲，也

是骆平生活态度的写照。尽管已是

大学二级教授，但年轻时未继续攻

读博士学位一直是骆平的遗憾。为

了弥补这份遗憾，她夜以继日地学

习，终于收到了博士录取通知书。

这句话也是嘉嘉在学习道路上

不断前进的动力。一次期中考试，

他因为贪玩而疏于复习，发挥失常，

分数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这让他

倍感沮丧。自己还能否迎头赶上？

面对失败，嘉嘉感到有些迷茫。这

时，他的眼前浮现出妈妈下班后，带

着电脑，乘坐地铁去上课的身影。

“妈妈能做到，你也一定能做到。”在

妈妈的激励下，嘉嘉一步一个脚印，

在下一次考试中取得了显著的进

步。

工作中的骆平严谨认真，而生

活中的她却拥有一颗未泯的童心，

时常与儿子一同嬉戏、斗嘴，这份难

得的“松弛感”源于她的乐观和豁

达。

每年暑假，骆平都会带着家人

到青城山的林中小屋小住，这是她

从忙碌工作中抽离出来，与儿子共

度的甜蜜时光。在那里，母子俩发

现了一家超市，几乎每天都要去那

里淘一堆稀奇古怪的零食。嘉嘉调

侃说：“妈妈总是打着我的名义去买

零食，实际上她比我还能吃，柜子里

的零食大部分都被她吃掉了。”在悠

长的夏日里，骆平成了儿子的好朋

友，与他一起上演一场又一场快乐

的“零食大战”。

然而，骆平并不是儿子眼里100

分的完美妈妈。“她炒的菜不是沾着

黑色的锅巴，就是还没熟透。可她

却从不气馁，每次都笑呵呵地说，只

要能吃就行，不会中毒的。”说到这

里，嘉嘉很无奈，却又很服气。因为

他从妈妈身上学到一个重要的道

理：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需要

适当放松。

善良与坚守
像母亲一样，为农村孩子

加油鼓劲

有一位坚守乡村教育 30 年如

一日的母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受？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小王给出了

他的答案——“小时候，我总感觉母

亲的学生分走了她对我的爱；长大

后，我渐渐懂得母亲的善良与坚

守。”

小王出身教育世家，他的外公

和父亲也是乡村教师。受父辈的影

响，小王的母亲从师范校毕业后，主

动放弃在县城学校教书的机会，坚

定地选择了偏远的村小。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总是

要经过数里山路，才能从县城的家

“逆行”到工作的学校。有时候，小

王下午放学许久，母亲还没有回家，

小王知道，母亲为了给学生讲题，又

错过了回城的班车。

那时，母亲的班上多数是留

守学生。看到学生们缺少温暖和

爱，行为习惯也有待提升，母亲十分

着急，时时通过电话、家访与学生家

长沟通。一天晚上，小王发现，母亲

买来一大叠卡纸，剪成一个个栩栩

如生的“小苹果”。

“妈妈，你剪的‘小苹果’真好

看，这些是给我的吗？”

“是给学生的，他们比你更需要

这个‘礼物’。”

“班上有的孩子缺乏自信，但其

实他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

点。”母亲告诉小王，“这些‘小苹果’

是给他们的奖励。”

后来，小王到成都求学，母亲学

校的生源渐渐减少，但无论还剩下

多少学生，母亲都秉承着“带好每一

个孩子”的信念，把他们培养成才、

送出大山。

每次寒假，总会有母亲教过的

学生来看望她。“邹老师，我研究生

毕业后在深圳教书，跟您一样成为

了人民教师。”“邹老师，谢谢您对我

的鼓励和爱，那些‘小苹果’现在都

还贴在我老家的墙上。”看到这一幕

幕，小王明白了母亲的善良与坚守。

“加油吧！学弟学妹们，我们在

大学等你！”后来，小王也用自己的

方式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县中的学弟

学妹送去鼓励和关爱。从大一到大

四，4 年间，小王组织了 100 余所高

校近 500 位高中校友录制鼓励视

频，高考前夕在母校高三各班级播

放，给学弟学妹以鼓励。高考后，小

王和热心的校友们还义务给学弟学

妹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小王说，每年的视频背后他都

付出了很多心血，希望能把为家乡、

为母校做奉献的传统传递下去。“就

像母亲一直扎根大山一样，为农村

孩子们点亮前路的灯。”

淡定和热爱
母亲用她的方式告诉我如

何当好妈妈

4月末的一天早上，李蓉陪7岁

的儿子读《论语》，当读到“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儿子

好奇地问：“外婆现在快70岁了，她

是否也经历过这些不同的人生阶段

呢？”儿子的问题仿佛打开了一扇回

忆之门，李蓉的思绪飘回到那些与

母亲共度的时光。

小学和初中阶段，李蓉的学习

成绩并不突出，只处于班级的平均

水平。印象中，母亲很关心她的学

习情况，每次考试后都会询问她的

分数，但她从不将李蓉与班里其他

孩子进行对比。李蓉感慨地说：“母

亲对我的成长给予全程关注，并非

仅仅重视每一次的考试分数，这让

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压力。”

初二那年，李蓉参加演讲比

赛，这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她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公

开演讲的经验。第一次登台，就要

面对全校800多名师生，她紧张到

了极点。

母亲得知李蓉要参加演讲比

赛，对她说：“不要害怕，你只需

要全身心地投入演讲。无论结果如

何 ， 这 都 是 一 次 很 好 的 锻 炼 机

会。”母亲的话语，就像定海神针

一样，当李蓉站在演讲台前那一

刻，她想起了母亲的话，心中不再

恐惧。出乎意料的是，李蓉在那次

比赛中竟然荣获了二等奖。李蓉深

知，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的鼓励和

支持。

2009 年，当李蓉顺利完成研究

生学业，把毕业证和学位证交给母

亲时，母亲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泪

花。那一刻，李蓉终于明白，母亲如

同静待花开的园丁，用耐心等待和

默默支持等到了花儿的盛放。

去年，李蓉回家看望母亲，母

亲翻出一个未用完的本子，得意地

向李蓉展示。里面详细记载着太极

拳每一式的动作要领，母亲骄傲地

解释，这些是她观看网络教学视频

一一记录下来的。经过3个月的练

习，母亲终于掌握了 24 式太极

拳。她告诉李蓉，人就是要活到老

学到老，这样生命才有意义和价

值。

讲完母亲的故事后，李蓉温柔

地回答儿子的问题：“是的，外婆也

经历过这些阶段。每个人的人生都

是一段独特的旅程，我们在不断地

学习、成长中体验着生命的精彩。

而外婆用她的行动告诉我们，无论

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一颗淡定平

和、热爱学习的心。”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