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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情感周刊

你把我养大你把我养大，，我陪你终老我陪你终老！！

情感是什么？相信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理解。对有些
人来说，情感是理解、宽容、甜蜜的；对有些人来说，情感
则意味着负累、背叛、伤害……本报《情感周刊》，为你讲
述珠海人的亲情、友情、爱情故事。如果你有自己的情感
故事想要倾吐，你有情感的烦恼想要诉说，请发送邮件至
zjwbqgzk@163.com。

编辑的话

口述：任小方 实录：纪瑾

不管公司有多忙，任小方每天都坚持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缠绵病榻的继父按摩、推他下楼晒够一个小
时的太阳。他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①年少丧父，妈妈以泪洗面

③知恩图报，接父母进城享福

继父和妈妈在城里过着幸福的
晚年生活，看到他们都健健康康的，
我们四姐弟打心底感到高兴。

可是，这种好日子才过了不到五
年，继父突然病倒了。他突发脑溢
血，因为救治及时才保住性命。

在接下来的康复过程中，我们四
姐弟轮流照顾他，跟照顾自己的亲生
父亲没有区别。因为这些年来，我们
四姐弟早已把他当成亲人一样对待
了。

对继父的照顾，我们四姐弟做了
具体分工：大姐照顾他的饮食；二姐
负责给他洗衣；我每天早上给他按
摩，上午推他下楼晒太阳；弟弟每天
下午给他按摩，傍晚推他下楼晒大
阳。为了让妈妈晚上能够睡个好觉，
我和弟弟轮流在半夜扶他上厕所。

见我们对他这般细心照料，继父
感觉给我们添麻烦了，整日在妈妈面

前说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让全家人都
不得安宁。后来他能拄着拐杖行走
时，又嚷嚷着要回老家。

我们都理解他的心情。他一辈
子都在为别人付出，从来不愿麻烦别
人，如今是怕拖累我们，所以才有这
种想法。

为了让他能够安心在城里住下
来，我们姐弟四个约了个时间和继父
及妈妈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我们谈
起了往事、谈起了过去的不易、谈起
了继父对我们的百般关爱……

最后，我们一起请求继父继续留
在城里，让我们亲自尽孝。

继父见我们这般真诚，终于答应
留下。那一刻，妈妈笑得那么甜美，
那么幸福！

生活本就该如此，继父把我们养
大，我们就该陪他终老！（应采访对象
要求，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④继父病了，我们轮流照顾

在我十二岁那年就经历了丧
父之痛，我在家中排老三，还有两
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爸爸走后，
面对我们姐弟四个，想起以后的
艰辛生活，妈妈整日以泪洗面。
要知道，在四十多年前，一个目不
识丁的农村女人，要一个人撑起
一个家有多不容易。

在村里好心人的介绍下，爸
爸去世三年后，妈妈改嫁了。妈
妈改嫁与别人有点不同，她没有
带着我们去继父家生活，而是让
继父直接做“上门女婿”。

因为家里贫穷，继父年轻时

没找到媳妇，这一晃就过了三十，
后来经济条件好了，再想找个合
心意的人过日子也越来越难，他
的终身大事就此耽搁下来。

我们家几姐弟，就数我最不
好说话，用我妈的话来讲，我就像
一头“犟驴”。就以我妈和继父的
婚事来说吧，我是全家唯一不同
意的。为啥呢？第一个原因是我
内心深处还是无法忘记我的爸
爸；第二个原因是我不想让一个
陌生男人做我爸爸。后来在我两
个姐姐的再三劝说下，我才勉强
同意继父入门。

尽管同意了，我还是没少让
继父下不了台。还记得他们结婚
后，我姐姐和弟弟都称他为“阿
爸”，唯独我没有叫过他。有时妈
妈觉得不好意思，会代我向他道
歉，他却没当回事，他说：“孩子有
他自己的想法，我们要给他足够
的尊重和包容，相信有一天我会
感化他的。”

后来，我尝试以各种方式去
激怒他。例如，他买的东西我不
接受；他叫我吃饭我装着没听见，
他好心把饭菜端到我面前，我一
点也不领情，当着全家的面把饭
倒回锅里，再自己重新装……处
处和他作对。

妈妈说我不懂事，姐姐劝我
不要这样，弟弟也开始远离我。

对他们的劝说，我不但没有
理会，还像刺猬般见谁扎谁。久
而久之，我在这个家中众叛亲离。

对于我的这些行为，继父都
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在和我妈

结婚两年后，他就在我们村建起
了四百多平米的两层小洋楼，村
里人羡慕不已。房子入伙当天，
继父对我两个姐姐说：“这新房是
给你们两个弟弟结婚准备的。你
俩出嫁之前，这里也是你们的
家。你们出嫁后，我还特别为你
们准备了房间，你们可以随时回
来住。”

我还记得当时妈妈脸上露出
满满的幸福、姐姐和弟弟沉浸在
父爱中的情景。说实在的，我的
确被他感动了，这座新房花了他
近半辈子的积蓄。而他，完全可
以存着这笔钱自己养老，或者不
让我们知道。可是，他并没有这
么做，他在用行动告诉我们全家：
他对我们是真心实意的！

就算是石头般坚硬的心，也
被他的真情感化了。我开始慢慢
接纳他，不知从何时起，“阿爸”这
个词从我嘴里叫出来开始变得那
么顺溜。

②继父上门，我百般刁难

自从盖了新房，继父在我们村里
就成了名人，只要一提起他，村民们
都夸他是个好人。而我妈妈终于能
抬起头做人，再也没有人对她说三道
四了。

接下来，我们家是喜事不断：两
个姐姐都嫁了好人家，我考上了大
学，弟弟中专毕业后出外闯荡。

大姐夫是一名木匠，婚后他开始
接装修工程，后来越做越大，从村里
做到城里，三年后在城里定居；二姐
夫是一名厨师，和二姐结婚后去城里
开了一家餐厅，生意红火；我大学毕
业后，和两个姐夫合作开了一家广告
公司，接单接到手软；弟弟抓住楼市

机遇，挖了第一桶金后，和我合作开
了一家驾校，生源不断涌入……

接下来，我在城里买了一套复式
楼，把继父和妈妈接到城里居住。他
们劳累了一辈子，也该享享清福了。

临出发前，继父对着他花了半辈
子积蓄盖的房子看了许久，最后依依
不舍地说：“这房子不卖，万一我和你
妈在城里住不习惯，还得回来住。”

我说：“好，没问题，你们想住哪
儿都行！”

他们来到城里后，我们四姐弟商
量好，每人每月给他们2000元生活
费，他们想去哪儿旅游，我们都全力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