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如流水转瞬即逝，一晃又到了5月12日。说
起 5·12，大家肯定会提起，十年前的汶川地震，那场
刻骨铭心的灾难，那一幕幕悲壮的场景，凄惨的画面
如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却很少有人提起那些远离家
人，在灾难中默默付出，把无私的大爱传递给受灾兄
弟姐妹的白衣天使们，这一天，也很少有人知道，是天
使的节日——5·12国际护士节。

十年前的今天，我只是怀揣小小护士梦想的初中
女生，希望将来有机会为有需要的病人尽绵薄之力，
让他们远离病痛，奔向健康，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是奔
忙在病床间打针喂药的白衣天使，我做好本职工作，
努力让病人舒心。梦想的实现，让人激动而欣喜，然
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些差距，最初的工作中，总是遇
到挑剔的病人，一只肩膀背负着责任与希望，另一只
肩膀却背负着委屈与误解，觉得这工作不尽人意。也
曾在深夜里痛哭，也曾有满腹的惆怅，像每一个刚刚

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有疑惑，有彷徨。
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还在实习的时候，跟

着老师上特护，一整夜在不停地给一位大便失禁的爷
爷吸痰、翻身、换床单，难闻的气味穿透两层口罩扑面
而来，我忍不住将头低下，捂住了鼻子。可我抬起头，
却发现老师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她说：“这爷爷可比
我们难受多了！”仔细想想，也的确如此，难闻的气味
比病痛的折磨要好上许多倍，而我们拥有年轻而健康
的身体，我们拥有对付病痛的技术和技巧，由此我开
始反醒：我其实并不完美，也并不坚强，我不是一个合
格的护士，这与我当时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自那以
后，我开始转变思想，调整心态，把病人当成是自己的
家人，努力地去为他们减轻疼痛，缓解他们的精神压
力，尽量站在他们的立场想问题，这才觉得，做一个护
士，不简单，而做好一个护士，更不简单。

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技不在高而在德，术

不在巧而在仁。作为一名医护人员，要以“仁”的姿态
对待患者。

后来，我虚心向同事们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自己的学
识修养，不断地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心理支持，做病
人的精神支柱，看到病人因为及时的治疗病情得到控制，
看到他们疼痛的渐渐减轻而展开的笑颜，我就会觉得，我
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选择护士职业没有错。渐渐的，我的
心中也升腾起一股欢喜和热爱来。即便工作辛劳而繁
忙，即便工作内容琐碎而枯燥，我也会在院长的带领下，努
力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到准确无误！每一个平凡而普通的
日子中，因为有了我的付出而变得意义非凡！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爱是
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在工作中投入
了爱，就会觉得工作着是幸福的，护士的工作，虽然普
通而平凡，但又是伟大而光荣的，医者仁心方能赢得
患者放心，医者仁心必能赢得患者安心！

晚上七点给老家打了个电话，铃声响了许久才
接通。母亲边喘边问我，吃了吗？

我应了一声，问：你呢？
还没啊，刚从地里回来！母亲疲惫地说，正种

棉花。
我不由得心疼起来。在城市，我早已吃过晚

饭。可乡下，母亲却刚从田间劳作回来。漆暗的厨
房，锅灶冰冷。我责备母亲，不要不分昼夜地忙活。

挂下电话，想起了故乡的秋天，成片棉地铺沿
开来，大朵大朵的棉花在枝头绽放。年迈的母亲，
步履蹒跚地穿行在田沟里，将那些白灿灿的花朵轻
轻摘放到腰间的布袋中。

小时候，我的学费都是从一棵棵棉树上积攒起
来的。到了棉花采摘时节，每天一回家我便扔下书
包，跟随母亲到地里帮忙。我在前，母亲在后。由
于我身小轻便，那些开在枝腰的，或者垂落地下的
花，我负责采。这样母亲就不用弯腰了。童年时
期，我与母亲都这般搭档。

长大后，求学他乡。偶尔放假回家，母亲也不肯
让我下地，怕耽误我的学业。而她自己依旧在那几

块棉地里起早贪黑，俯首低腰地不放过一瓣花絮。
高二那年秋天，周日早晨，母亲吃过饭就匆匆

系上布袋，到地里摘棉花。我在院子里写作业。直
到中午十二点母亲还没回家，我跑到离家不远的棉
地里喊母亲。在地埂上，我看见母亲垂头坐着，邻
居李婶也在身旁。母亲中暑了，多亏李婶及时赶
到。望着母亲苍白的脸，我胆战心惊，难过不已。

刚到省城读大学，我打电话回家告诉母亲，学
校的棉被十分单薄，不暖和。母亲立即对我说，我
把今年摘的棉花，打床新被子，给你寄过去。半个
月后，我从邮局领到了新棉被。几年大学的冬天，
母亲的那床棉被一直温暖着我在异乡的漫长寒夜。

棉花，在贫瘠的乡村，是农家的衣食之源。我
的母亲，在田埂地头，一棵一棵地栽种，而后除草剪
枝，耐心地等待。当一朵接一朵的白花绽开枝桠
时，我那瘦弱矮小的母亲，又开始忙碌，日复一日地
采摘。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乡下母亲从来不过
母亲节，与一棵棵庄稼相依为命，从春分忙到冬至，
日夜辛劳。

那天下班回家，路过小河边时，一股淡淡的幽
香钻入鼻孔，抬头一看，原来是河边的洋槐树盛开
了淡黄的花，一嘟噜一嘟噜的，散发出素雅的清香，
沁入心脾。

我对槐花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我美好的童年
时光，就是在它的清香熏陶下度过的。老家的院子
里长着两棵高大的老槐树，我和几个姐姐空闲时就
围树嬉戏，巨大的树冠庇护着童真和稚气。不知是
四月的风有些柔还是四月的雨有些弱，春末夏初，
柳树已是“万条垂下绿丝绦”，桃树更是落英缤纷，
老槐树那黑黑的枝梢方才慢慢抽出细长的绿叶，嫩
白的花苞隐藏在叶片之间。性急的我们早已被槐
花那诱人的香甜迷住了，找来长竹竿准备钩一根枝
条摘花解解馋。母亲轻轻地打了我一巴掌，嗔怪
道：“傻孩子，还是花蕾呢，等花开了吃那才甜哩。”

不经意间，黄白色的槐花忽地一串串、一串串地
迎风吐馨，惹得蝴蝶蜜蜂纷至沓来。蝴蝶在花间轻盈
曼舞，蜜蜂在花丛中低吟浅唱。洁净如雪的花朵儿挂
满枝头，像冬日里的雾凇。我再也等不及了，拿起长
竹竿钩弯下树枝就要采，母亲见状，忙跑过来说：“小
心，枝上有刺，别被轧着了。”我吓得住了手。母亲接
过树枝，小心翼翼地采了一串递给我。我洗都没洗
就放入嘴中，真甜！我嚷道：“娘，我还要吃！”母亲笑
道：“小馋虫，中午给你做槐花面。”说完，她拿来一只
竹篮，采了满满一篮子槐花，回家冲洗了一下，放进
大瓷盆里，加入面粉及少量的水，便开始和面、擀
面。待面条煮熟，揭开锅盖，那浓烈的槐花香气随着
袅袅升腾的水汽弥散开来，漫溢了整个小屋。我捧住

一碗槐花面，搛起一筷子面条顾不上烫嘴塞进口中，
又绵又滑，流香四溢，丝丝缕缕，沁入肺腑。那一顿，
我一连吃了两大碗，把个小肚子撑得鼓鼓的。

树树槐花，缕缕槐香，依旧流淌在我的青春岁月。
二十岁那年，我从师院毕业，踏入一所村小任

教。初为人师，班上有几个顽皮差生搞得我心烦意
乱。下班回家，我常常满身疲倦地仰卧在槐树下，
看着一树冰清玉洁的槐花，那些顽劣学生如花般的
笑脸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五月的风拂过脸庞，淡淡
的花香中，我慢慢地进入梦乡。不知什么时候，母
亲把我叫醒。我晕乎乎地跟母亲回家，母亲给我端
来一碗槐花面。浓郁的花香熏得我彻底醒了，我大
口大口吃着槐花面，母亲坐在我身边，轻声地说：

“慢点儿吃，慢着吃才越吃越香。那些孩子啊，你耐
心地教，耐着性子教才越教越懂事。”母亲的话使我
茅塞顿开。从此，我渐渐地爱上了教师这份职业，
爱上了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孩子们就像这槐花，
纯真无瑕，活泼可爱。

去年冬天，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快递。拆开一
看，哇，是槐花！满屋子里霎时充溢着槐花的馨香，
浸染了母爱的家也立刻温润了许多。晚上，妻子用
槐花烙饼，金黄色的面饼里，浮雕一样镶嵌着一朵
一朵蛋白色的花蕾、青绿色的花蒂，仿佛一个幽远
的梦。虽然晒干后的槐花色泽、味道都没法和现采
的比，但却可以聊解乡愁和思念。

“雨过前山日未斜，清蝉嘒嘒落槐花。”五月槐
花飘香的季节，嗅着那醉人的花香，寻回那久违的
母爱和幸福。

我写得一手烂字，上学时老师语重心长地指着
我的作业本说，你这字不行呀，得练，否则考试会被
扣卷面分的，字写得太差，即使作文写得再好也得不
了高分。

我也曾买过字帖临摹过，但都是三分钟热度，
字还是写得扭七八歪，便破罐子破摔，将烂字进行
到底。

参加工作后，因字写得太烂，没少被同事嘲笑，
有人问我，是不是整过容？都说字如其人，看我的
字和我的相貌咋也对不起来呀。还有人打趣我，是
不是买的假学历，这字写得还不如小学生……

刚参加工作的新人，脸皮薄呀，虽然知道大家
是和我开玩笑，但从此我恐字的毛病是落下了，越
有人在场，我握笔的手越紧张，本来字就写得丑，不
过关的心理素质又活活把字丑化到毁容。

那年，单位新调来一位姓李的老同志，字写得
非常好，单位写横幅，板书通知，手写文件资料啥
的，都是这位老李同志书写。有特长的人自然威信
高，大家见到他都客客气气的，谁家有亲朋结婚要
写个对联啥的不得求他帮忙呀。

我那时在销售科工作，负责发货开单据，单据
开完我签上我的名字后，其中一联要交财务室，财
务室的人写字都不错，嘴皮子功夫也了得，他们没
少拿我的字开我玩笑。

一次财务科长拿着我开的单子给老李看，本意
想用我的烂字来衬托老李的书法好，没想到老李接
过去一看，将老花镜戴上，指着我的签名说，小马这
个马字写得非常好，边说边拿起笔临摹起来。一连
写了几个，都感觉不满意，老李对财务科长说，这张
单子还有用吗，可否留给我让我比照着练练。

财务科长一看风向不对，也忙附和道，这个马
字是写得不错。

此后，单位再也没人拿我的字说笑了。我非常
感激老李，一次和老李一起外出开会，我心直口快，
说话直奔主题，说要答谢老李那次“救字”之恩，请
老李吃饭。

老李笑着说，你那个字就是写得挺好，这是事
实呀，越是笔画少的字越不容易写好，“马”字你写
得既漂亮又苍劲，我一直在临摹你写的“马”呢。

老李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忙回复，我写
字烂都名声在外了，您这么说，岂不是让我无地自容。

老李说，我看你开的单子，一眼就瞅见那个马
字了，别的字真没注意，字不好就练呗，王羲之也不
是天生就是书法家呀。

问老李，怎么才能练就一手好字。老李说，多
看多学，他看到好的字就临摹学习，今天学一个，明
天积累两个，时间久了，字就会好很多。

那顿饭，我请客，老李买单。
那年，老李临摹了我的一个字，根治了我的恐字

症。善于发现他人优点，不仅能让自己进步，还能让
他人受益，这才是老李威信高受尊重的原因呀。

乡下母亲不过节 □吴 婷 那年，
他临摹了我一个字
□马海霞

酸甜苦辣护士梦 □王 聪

难忘槐花香 □吴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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