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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 ”“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

这些家教古训至今为世人广为尊崇。在

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注重家风是众

多志士仁人的立家之本。 说起我的家

风，正如我小时候背诵的弟子规：“首孝

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

学文。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导我要有孝

心，尊敬长辈、勤俭节约、关爱他人。

父母都是很有孝心的人，在这方面，

他们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每次吃饭，妈

妈总是先给奶奶（最长）盛饭，然后给爸

爸和我，最后给她自己，然后等大家都坐

下后才一起动筷。 盛饭的顺序让我明白

长幼有序，先人后已，告诉我要先照顾他

人，再考虑自己，一起动筷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 吃饭的时候，奶奶总会告诉我：能

吃多少盛多少，不能浪费食物。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要吃干净碗里的每一粒米。勤俭节约

是一种美德，不浪费一粒米从我做起。我

清楚地记得， 在奶奶家的客厅里还张贴

着一张金灿灿的“苏州市文明家庭”奖

状，那是我们家风的最佳见证。

人世间也许没有什么比一家人欢

聚一堂更为和谐和美好的了。 四代同

堂，在每年的春节、清明、国庆等假期都

会欢聚在一起。 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

从我爸爸手中接过一个任务：就是接送

曾祖母去饭店。每次我都会早早到曾祖

母家， 搀扶她坐上轮椅后推着她到饭

店。聚会时，长辈们相互问候，交流分享

生活、工作中的见闻。每次，我都会带领

弟弟妹妹们去向长辈敬酒，祝曾祖母身

体健康，寿比南山。 曾祖母也总是慈爱

地抚摸着我们的头，关照我们要好好学

习，将来为国做贡献。不幸去年六月，曾

祖母因年事已高过世了。但在之后的家

庭聚会中， 我们依旧给曾祖母留着上

座，她的嘱托也犹在耳边：好好学习，将

来为国做贡献！

如今疫情再度来袭， 我们再次被居

家隔离。 至今小区已完成了四次核酸检

测，除了做核酸，我们足不出户，不给抗

疫添麻烦。我们小区处于封闭状态，各类

外卖、包裹以及亲友、爱心单位送来的物

资，全部都不能直接送上门，这对居民生

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妈妈义无反顾地

加入到了志愿者行列， 主动挑起了为小

区居民传递物资，传递温暖的任务。为了

让大家少出门，她楼上楼下跑，经常看到

她在小区里来来回回地穿梭， 却来不及

跟我说一句话，喝一口水。 每次回到家，

就已经是汗流浃背，却不忘叮嘱我：好好

学习，将来为国做贡献！ 我为妈妈自豪，

也会认真实践妈妈的叮嘱，认真上网课、

做作业。 期间，我还和亲戚视频通话，互

相鼓励，相互打气。 通过视频，我了解到

我的小叔已在昆山花桥当起了抗疫志愿

者，负责维持秩序与检查健康码，虽然不

分昼夜，但毫无怨言。 感动之余，我叮嘱

小叔要注意防护，预防感染。小叔也不愧

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他的行为也正是我

们家风家训的典型实践。

家风，是家长的言传身教，是长辈

的叮咛、嘱托，是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

且从未割裂的精神传承。 我爱我家，我

家为大家，防疫我参与，家风我传承！

周末，和女儿去爬山。 到了山顶，我们发现一

条观景长廊，从这个山头通向另一个山头，远远望

去，尽头有个八角亭。 我们动了心思，想去看看亭

子到底有多大，于是一边观野花，一边沿着长廊往

前走。

1 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八角亭，饱览一番

后，准备回家，女儿却意犹未尽地说：“我们再走走

吧。 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说不定还有新的风景在

前面等着呢。”观景长廊到这里就到了尽头，接下来

是一条逼仄的杂草丛生的小路，不好走，我心里有

些犹豫，但耐不住女儿的请求，同意一起去“探险”。

一路披荆斩棘，见识了山野质朴的风光，遇见了好些不熟

悉的花和树，眼界大开，并不觉得疲累。突然，我们发现前面没

了路，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灌木杂草。

我提议就此往回走，女儿却不甘心，四处张望，突然眼前

一亮，右边竟然藏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这条小路被踩踏的痕

迹很少，旁边荆棘丛生，若不细心观察，真不容易发现。但可以

看到穿过这丛荆棘后， 路就好走了。 于是我们小心地继续前

行，沿着这条小路往下走，很快就到了山脚，竟然比从原路返

回要近很多。

“路的旁边可能还有路，如果前面的路走不通，又不想走回

头路，那么不妨找找旁边还有没有路。 说不定，只要努力寻找，

会发现新的路。 ”女儿的这番总结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经历。

这位朋友曾在外地打工，回乡后，找的工作都不如意，便

闲在家里。 他说人生陷入低谷，不知该往何处去。 我看到他爱

看网络小说，还颇有心得，便建议他写网络小说，因为他的文

字功底还不错。

朋友先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写网络小说， 没想到越

写越觉得有劲头，渐渐挖掘出自己的创作潜力。 后来，他写的

网络小说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收入也增加了，更重要的是让

他看到自己广阔的前景，对生活重燃信心。

路的旁边还有路，山路如此，生活的路更是如此。“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啊千万不要失去宝贵的自信

和尝试的勇气，如果遇到路不通，不妨找找别的路，做新的尝

试，敢拼敢闯，说不定会在另一条路上遇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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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很多人的生活简直都被密码

绑架了。手机、电脑、微信、医疗卡、银行卡等

等，全部都要用密码。密码就是一把把小锁，

把我们的生活锁了起来。 可对老年人来说，

密码简直就是个大麻烦。

母亲的存折需要设密码。银行工作人员

说，最好别用生日当密码，母亲就随便想了

几个数字。 工作人员见母亲把记密码的纸

条攥在手里，就好意提醒说，密码最好牢记

在心里，千万别跟存折放在一起。母亲明白，

回到家，她把纸条藏了起来。

谁知过了没几天，母亲竟然忘了把写着

密码的纸条放在哪里了。 翻遍了家里，也没

能找到纸条。她打电话让我回家，帮忙解决。

我说：“现在没别的办法，我带您去重新设置

密码，但是您得想好了，换的密码一定得牢

牢记着！ ”母亲很认真地说：“放心吧，这次

设了密码我肯定能记住！ ”说完她得脸上掠

过一丝担忧，叹口气说：“人老了，记性差，谁

记得住密码？这密码可真够烦人的！”我想了

想， 应该选个老妈能记住的密码， 于是说：

“把我爸和您的生日组合起来当密码， 这样

能记住吧？ ”母亲说：“人家说了，不能用生

日当密码。 再说了，我真记不住你爸和我的

生日。 ”我跟母亲解释说：“用生日当密码是

怕会被别人轻易破解，但用生日组合没事。”

母亲说：“好吧，那就用你们姐弟三个的生日

组合吧，我保准儿记得牢牢的！ ”

我笑了，笑过之后不由心生感动。 母亲

对我们姐弟三个的生日再熟悉不过，不仅牢

记在心， 而且每年都想着。 我们过生日，有

时候忙得自己都忘了， 母亲还会打电话提

醒。只要有可能，母亲一定让我们回老家，她

亲手为我们擀长寿面吃。 可说来惭愧，很多

年里，我们都忘了父母的生日，母亲总说，我

和你爸不过生日。 只是最近两年，在姐姐的

提议下，我们才想起给父母过生日。 但如果

问我父亲或母亲的生日是哪天，我还真不能

随口答出来，总是要查一下才知道。 儿女经

常忽略了母亲的生日，而母亲却把儿女的生

日牢记在心。 天下母亲都是如此，她可以忘

了自己，但无论什么时候，儿女都是最重要

的。

我为母亲改的密码，是我们姐弟三人出

生日的组合。 果然，这次的密码母亲再也没

有忘记过。

前不久，我们姐弟三人回老家陪父母过

周末。吃完饭，我们要给母亲零花钱。母亲却

推辞说：“我有的是钱！我和你爸的积蓄还不

少， 而且现在国家每个月都给老人发钱，我

们的钱够用。 ”说着，母亲打开一个小盒子，

对我们说：“咱家的钱都在这里呢，有十几万

块钱的存款，还有些零钱，都存着呢。我和你

爸身体都不好，万一哪天我突然病了，你爸

又从来不管钱，不知道钱在哪里，更不知道

密码。 我给你们说了，心里就踏实了。 存折

的密码是你们三个的出生日组合……”

姐姐听了母亲的话， 眼圈都红了， 说：

“妈，您说这些干啥，您的身体好着呢，能活

一百岁！ ”母亲笑着说：“是啊，没事，就是提

前告诉你们好！”我明白，其实很多老人都提

前做打算，这样他们才心安。

儿女是母亲的全世界，而且母亲对儿女

百分百信任。我明白了，母亲的密码里，藏的

全都是对女儿的爱！

从“家风”中聊聊疫情下的人世间

筅 上海市紫阳中学六（1）班 刘芯渝 指导老师：邵芳芳

密码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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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你的那些逆行时光，

戴着蓝口罩，东奔西忙，

历经没日没夜劳累，

真情依然滚烫。

说起你的那些抗疫故事，

穿起防护衣，迎难而上，

面对咄咄逼人凶险，

两眼依然放光。

凡人微光，照亮远方，

你说，社工就该这样。

舍小家，为大家，

全凭热心肠；

对家人藏起一份挂牵，

化着爱的力量。

喊一声“小杨”，

也喊响你的善良；

给人玫瑰，手有余香，

社工，情深意长。

社工小杨

筅 汤昭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