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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你1岁的时候，她怜爱地喂你吃奶，而作为报答，你在她的乳头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当你2岁的时候，她坐在小床旁唱着摇篮曲哄你入梦乡，而作为报答，你却在她累得刚睡着时号啕大
哭。
当你3岁的时候，她照着食谱做了几十次才熬出一盘鲜美的肉粥，而作为报答，你一下把那盘肉粥打
翻在地。
当你4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了一个和你一样可爱的洋娃娃，而作为报答，你一下子就把洋娃娃的手脚
卸了下来。
当你5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而作为报答，你穿上后就和小朋友们跑到附近的水
洼去玩。
当你8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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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感悟母爱;震撼亿万心灵的亲情故事》(最新修订本)记载了数十个不一样的母爱故事，但一样的
是阅读时的感动。
读完这一篇篇感人的文章，请你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吧。
生命是如此短暂，希望藉由这些故事带给你的心灵震撼，能让你领悟到如何珍重自己的人生，珍重那
个深深爱着你的母亲。
震撼心灵的故事感动一生的亲情！
母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
总有一个人，默默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泪流满面。
这个人就是母亲，这种爱就是母爱。
常常，我们感动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无私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
但人世间没有任何一种无私和奉献能与母爱相提并论。
即使再冷酷无情和铁石心肠的人，也能体会到母亲的关爱给予我们的心灵慰藉与情感抚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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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有一种情让我们痛彻心扉母亲的鞋架镌刻在地下500米的母爱床板上的记号生命的支点母爱无
言母亲的清醒一刻只因她是母亲骄傲的红薯与爱同在暖脚因为爱你生命中瞬间的感动“傻傻”的母爱
卖米有一种情让我们痛彻心扉诊所里的母亲神秘的耳朵爱的奉献瞬间的抉择第二辑 妈妈的爱，永不嫌
多承载生命之路隐瞒娘亲愧疚的泪水母爱无畏一生的寻找妈妈的爱，永不嫌多母爱的宽容种在心里的
树回家的路妈妈的眼泪活下去的动力一张纸币病房里的眼泪继母的账本爱的另一种方式婆婆，你让我
感动我最温暖的房子闹钟里的母爱生日卡片浴着光辉的母亲母亲的心爱，一门之隔第三辑 母亲的眼泪
是一条河三袋米的故事永恒的母亲送盒饭的母亲爱的味道白发亲娘母亲的眼泪是一条河盒饭里的头发
天职一封伟大的家书永不熄灭的灯脚板下有份厚重的爱守候无地自容梅花毛线衣化在掌心的糖感动如
泉水生命中的奇迹爱的挂牵那个时候我伤了母亲的心不和我计较过失的妈妈我的代价“残忍”的母亲
第四辑 请不要再麻木了替我叫一声妈妈妈，说声迟到的对不起捡回丢失在雪夜里的良心母亲真的老了
希望现在还不算太迟握住母亲的手一碗馄饨打错电话的“妈妈”爱，请不要忽略请不要再麻木了母爱
如佛你可听到那串风铃的声音你是我妈妈吗你心中谁最重要妈妈，我们不哭让母亲骄傲心碎健忘的母
亲因爱流泪一饭盒的幸福遇难者的第三个电话第五辑 等到春暖花开时母亲的最后一吻强子的娘等到春
暖花开时拿什么弥补有爱不觉天涯远春天的想念心中的泪滴姨娘啊，姨娘有一种爱不会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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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有一种情让我们痛彻心扉母亲的鞋架我总感觉，那清朗的月光是母亲留下来的目光，每夜
都在凝视着我。
有一个朋友经常不修边幅，加上浓密的八字胡，总给人一种粗放莽汉的感觉。
那天，一帮朋友聚会，聊着聊着就聊起了各自的母亲，这个西北大汉居然细腻、温柔起来。
他娓娓地讲述着母亲生前关爱他的一些小事，听着无不为之动容——夜深了，下了整整两天的梅雨还
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楼外的玻璃窗，发出“吧吧嗒嗒”的响声，母亲从我的记忆深处走出了她的小房
，走到房门口鞋架子前，弯下腰来⋯⋯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不仅手头的工作多了，应酬也多了。
我回家再无规律。
妻子渐渐习惯了我的忙碌，每每回家太晚，抱怨几句便不再理睬我。
一次深夜回家，看到母亲再她的房门口，显然是再等我。
我带着责备地说她：“娘，不用惦记我，我没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该休息了。
”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娘知道，娘担心你⋯⋯”从那以后，再没看到母亲在房门口。
母亲只有我这么一个独子，因为父亲早亡，我结婚后，母亲便跟着我和妻子同住。
小学还没毕业的母亲，始终牵挂着我，爱着我，却最大限度的给我自由飞翔的自由。
这一天我深夜才回家，屋里传来了清脆的钟声——是客厅墙上老师挂钟报时的声音，抬手看看表，12
点整。
“她们应该都睡了吧。
”我想，轻手轻脚开门关门，换鞋劲房间⋯⋯第二天吃早点时，母亲突然对我说“你昨天晚上怎么回
来那么晚？
都12点了吧？
这样不好⋯⋯”我突然愣住了，不知道母亲会这么清楚。
我一边往母亲碗里夹菜，一边敷衍道：“娘，我知道了”。
此后每次回去晚了，第二天母亲总是能够准确说出我回家的时间。
但不在多说什么。
我知道——母亲是在提醒我别回家太晚，提醒我不要对家太疏淡，而我心头的疑问越来越大：每次晚
归母亲怎么会知道呢？
母亲在她4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双目失明，此后一直就生活在无光的世界里。
那晚，我又临近12点回到家中。
因为酒喝的太多了，就没有直接回房睡觉，悄悄去了阳台，想吹吹风，清醒一下。
站了一会儿，大厅传来了报时的钟声，12下清脆而有节奏，我开始轻轻地走回房间。
刚到门口，我呆住了，月光下，母亲正俯着身子在鞋架前，摸索着鞋架上的一双双鞋——她拿起一双
在鼻子前闻一闻，然后放回去，在拿起一双⋯⋯知道闻到我的鞋后，才放好鞋，直起身，转回她的房
。
原来，母亲每天都在等我回来，为了不影响我和妻子，她总是凭着鞋架上有没有我的鞋判断我是否回
到家中，总是数着挂钟的钟声确定时间。
而她判断我的鞋子的方法竟然是依靠鼻子来闻。
我的泪水悄然画出我的眼眶。
我已经习惯以事业忙碌为借口疏淡了对母亲的关心，母亲却像从前一样关心着我。
一万个儿子的心能抵得上一位母亲的心呢？
从那以后，我努力拒绝一些不必要的应酬，总是尽量早回家，因为我知道家中有母亲在牵挂着我。
母亲是63岁那年病逝的。
她去世后，我依然保持着早回家的习惯。
我总感觉，那清朗的月光是母亲留下来的目光，而密夜在凝视着我。
又在深夜，下了整整两夜的梅雨还在淅淅沥沥的敲打着楼外的玻璃窗，发出“吧吧嗒嗒”的响声，母
亲从我的记忆深处走出了她的小房，走到房门口鞋架子前，弯下腰来⋯⋯我知道，母亲是在查看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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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看我有没有回家。
（佚名）镌刻在地下500米的母爱 “儿子，读书⋯⋯儿子，读书⋯⋯”晚风轻拂，仿佛是母亲泣血的
教诲，萦绕在耳边。
湖南冷水江东塘煤矿瓦斯大爆炸，震惊全国。
谁也不能忘记那井下的一幕——一位女矿工身体僵硬的斜倚井壁，一只手捏着鼻子，另一只手斜搭在
湿润的井壁上，井壁上依稀可见几个字：儿子，读书⋯⋯ 这位母亲叫赵平娇，矿难发生时48岁。
谁能想到，在不见天日的煤井深处，她已弓着脊梁爬行了13年。
 1993年，赵平娇的丈夫陈达初在井下作业时被矿车轧断了右手的三根手指。
此后他只能在井上干轻活，收入少了很多。
为了供女儿陈娟、儿子陈善铁上学，赵平娇决定自己下井挖煤。
陈达初惊讶不已，自古以来，哪有女人下井挖煤的？
而且下井太危险，早晨还是个大活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尸体！
赵平娇却非常坚决——不能耽误孩子上学。
 虽然有文件明确规定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劳动，然而工班长还是发给了赵平娇一身工作服。
煤矿需要劳动力，但管理并不规范。
 1996年，陈达初身体基本好转，能够下井了，他求妻子不要再下井了但赵平娇说：“达初，别看现在
我们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元，日子过得轻松了些，可不攒一些钱，以后怎么供孩子读大学？
”陈达初想到儿女们马上就要上初中高中 ，听说上大学一年需要一万多元，只好不再吭声。
 几年过去了，陈达初望着劳累过度、日渐衰老的妻子，再次劝她不要下井，或者自己去干背煤的活儿
，让妻子做比较轻松的推车活儿。
赵平娇说：“我的身体比你的还好呢。
如果你不放心，就让矿里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班。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其实，我也放心不下你呀！
你去上班时，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如果上同一个班，我们就能互相照应。
孩子们大了，即使真的发生意外，他们也能照顾自己了。
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 因了这个悲壮的誓言，此后每次下井前，赵平娇夫妇都会站在井口边互相凝望一下对方，那份生死
相依的感情尽在无言的对视中，澎湃在心灵深处⋯⋯ 1998年秋，女儿陈娟初中毕业了，她想找工作，
但是父母坚决不同意，于是在商议后，她考取了市里一所职高。
从这一年起，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共需要一万余元。
赵平娇决定做最苦、最累的活——背拖拖。
 “背拖拖”是方言，是指在井头处，把煤拖到几十米外的绞车旁。
井头是不通风的死角，人在里面根本直不起腰，稍微运动就会气喘吁吁，那里是井下最危险的地方。
 从此赵平娇在井里总是蜷缩着身体爬行在井头，艰难地将一百多公斤煤拖到绞车旁。
因为是计件算工资，这位体重仅45公斤地母亲，想的是要拉更多、更多⋯⋯　2005年秋，儿子陈善铁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赵平娇激动不已。
送儿子上火车之前，她叮嘱道：“儿子，好好读书⋯⋯每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妈会为你准备。
妈知道你节约，但你千万不要亏待自己。
妈身体还好，还能下井⋯⋯”陈善铁噙着泪水不停地点头：“妈，你和爸也要多保重⋯⋯” 赵平娇不
愿让儿子在大学里因为缺钱受委屈，她决定坚持到儿子大学毕业再退休。
夫妻俩满怀希望地憧憬起退休后的日子：老两口种种地，和儿女打打电话⋯⋯ 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
愿望，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砸得支离破碎。
 春节后，矿主挖到了一片好煤层，这种煤比普通煤每吨要贵两百多元。
矿主决定日夜加班挖媒。
但是，这种煤层含有高浓度的瓦斯，井下已不时暴露出瓦斯泄漏的征兆。
然而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矿主把安全抛诸于脑后，仍旧要工人加班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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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4月6日下午3时，赵平娇和丈夫有说有笑地向煤矿走去。
和每次下井一样，换上工作服后，他们在井口相互看了一眼，目光中饱含着夫妻两相濡以沫二十多年
的恩爱和默契，也饱含着祈祷和企盼：下班走出矿井时，夫妻两可以看见对方安全地站在眼前。
　夜里10点，矿井深处突然传来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大地剧烈地抖动了几下！
“出事了，肯定是出事了！
”陈达初拔腿飞快地往井下冲。
此时，巷道里浓烟滚滚，瓦斯夹着煤灰像飓风般从下面喷涌而出，呛得人几乎窒息。
陈达初只有一个念头——把妻子救出来！
他一次次往矿井深处冲，强烈的气流却一次次把他推出来。
 无边的绝望像滚滚的煤灰，疲惫不堪的陈达初“扑通”一声瘫坐在矿井里，他的脑海里全是妻子：她
在哪里？
她怎么样？
这时，另外两名矿工发现了他，冲上来使劲往外拉他。
陈达初大声吼：“孩子他妈还在井下！
”说着推开二人，转身又要往井里头冲。
两个矿工又拉又拽，最终还是把他拉上了地面。
 矿难发生后，井下14名工人只有5人逃过劫难。
经过7天7夜的紧急搜救，人们在井下找到了赵平娇的遗体。
赵平娇死在离丈夫找她时所到处仅二十余米的地方，她似乎知道自己无法逃过死亡劫数，没有继续往
上爬，只是用一只手捏着鼻子，另一只手斜搭在湿润的井壁上，那里，依稀可见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用手指刻出来的几个字：儿子，读书⋯⋯ 一位母亲，在黑暗的矿井下，在孤立无援的最危急关头，
以这样的方式向她的孩子和丈夫作最后的告别。
在场的搜救人员被深深震撼了！
 “20米，只有20米呀！
”面对妻子的遗体，陈达初使劲地抓扯自己的头发，痛哭不已。
他痛恨自己没有冲上去把妻子救出来，更恨自己没能在最后的时刻信守那个悲壮的誓言——死也要死
在一起！
　陈娟和陈善铁接到噩耗后赶回家里，母亲已经长眠地下！
姐弟俩抱头痛哭：“妈妈呀，您为了我们，没过上一天像样的日子呀！
” 5月2日，陈善铁又从华中农业大学回到家乡祭奠母亲。
大大小小的山峰笼罩在一片血色之中。
他四处张望，满山找不到母亲的身影，却又觉得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身影。
“儿子，读书⋯⋯儿子，读书⋯⋯”晚风轻拂，彷佛是母亲泣血的教诲，萦绕在耳边。
 （芝英）床板上的记号母亲没有离开——当他懂得，就不再失去。
接到父亲说继母病危的电话，他正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在海口度五一长假，订的是第二天上午的回程机
票。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马上赶回家。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还没进门，就已经听到家里哭声一片。
 见到他，眼眶红红的父亲边拉着他到继母遗体前跪下，难过地说：“你婶婶（他只肯称呼继母为‘婶
婶’）一直想等你见最后一面，可她终归抗不过阎罗王，两个钟头前还是走了。
”说着，父亲不住地擦拭着溢湿的眼角。
而他只是机械地跪下，叩了几个头，然后，所有的事便与他无关似的，全丢给父亲和继母亲生的妹妹
处理。
 其实，自从生母病逝，父亲再娶，这15年来，他已经习惯认定这个家里的任何事都是与自己无关的了
。
人们都说，后母不恶就已经算是好的了，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有谁会真心疼？
父亲的洞房花烛夜，是他的翻肠倒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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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泪眼朦胧中，11岁的他告诉自己，从此，你就是没人疼的人了，你已经失去了母爱。
 他对继母淡淡地，继母便也不怎么接近他。
有一回，他无意中听到继母和父亲私语，他只听得一句“小亮长得也太矮小了，他是不是随你啊？
” 心中暗自愤怒，讥笑我矮便罢了，连父亲她也一并蔑视了。
又有一回，他看到桌上有一盒“增高药”，刚打开看，跟他同岁的妹妹过来抢，两个人打了起来。
继母见状，嘴里连连呵斥妹妹，说这是给哥哥吃的。
可是，他却马上被父亲打了一顿。
他想，这女人的“门面花”做得真好，话说得再好听，心里偏袒的难道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连带着父亲的心都长偏了。
 疏离的荒草在心中蔓延，他少年的时光已不剩春光灿烂的空间。
什么是家，什么是亲情，他不去想，更不看继母脸上是阴过还是晴过，他只管读自己的书，上自己的
学，然后离开这个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家。
丧事办完了，亲友散尽，他也快要回公司了。
父亲叫他帮忙收拾房间，以前都是继母一个人做这些事。
看着忙碌的他们，父亲拿出一个东西来说：“小亮，这是婶婶留给你的。
”他一看，是个款式土里土气又粗又大的金戒指，无所谓地说： “嗯，妹妹也有吧？
”“是的，你俩一人一个。
”说着，父亲掏出另一个，要细小得多了。
他不为所动，把自己的那个推回给父亲说：“给妹妹吧。
”父亲犹豫了一下，把东西放回口袋里，说先替他收着。
他继续收拾房间，忽然看到自己睡了十几年的床板边沿有许多乱七八糟的铅笔涂写的痕迹。
他奇怪地问，是哪个小孩这么淘气在这里乱画？
“是你婶婶在你小时候画的。
她知道你不喜欢靠近她，就经常等你熟睡以后，拉平你的身子，用铅笔在床上做好记号，然后再用尺
子仔细量，看你长高没有。
有时候还不到一个月，她就去量，看你没长高就急。
你最讨厌吃的那个田七，就是她为了让你长高而买的。
她眉头上那道疤，就是为了挣工钱给你买增高药，天天去采茶，有一次不小心跌倒在石头上磕破的。
她老担心你长大后像我一样矮，说男孩子个头矮不好讨老婆⋯⋯”父亲的话声轻轻地，却似晴天霹雳
，把他冰封的心炸出了春天，一直以为不会拥有的风景，不会拥有的爱，其实早就像床板上那些淡淡
的铅笔记号，默默地陪他度过了日日夜夜。
母爱，不只是生长在血缘里。
他流着泪，跑到继母的遗像前，叫了十五声“妈”，每一声代表一年。
以后，他还将继续叫下去，因为母爱没有离开——当他懂得，就不再失去。
 （佚名）生命的支点以为女儿还活着，是她苦撑两天的唯一理由和希望。
在土耳其旅游途中，巴士路过1999年大地震的地方，导游趁此说了一个感人却也感伤的故事，发生在
地震后的第二天⋯⋯地震后，许多房子都倒塌了，各国来的救难人员不断搜寻著可能的生还者。
两天后，他们在缝隙中看到一幕不可置信的画面——一位母亲，用手撑地，背上顶著不知有多重的石
块：一看到救难人员便拚命哭喊著：“快点救我的女儿，我已经撑了两天，我快撑不下去了⋯⋯”她
七岁的小女儿，救躺在她用手撑起的安全空间里。
救难人员大惊，卖力地搬移在上面、周围的石块，希望尽快解救这对母女，但是石块那么多、那么重
，怎么也无法快速到达她们身边。
媒体到这儿拍下画面，救难人员一边哭、一边挖，辛苦的母亲一面苦撑等待着⋯⋯透过电视、透过报
纸，土耳其人都心酸的掉下泪来。
更多的人，放下手边的工作投入救援行动。
救援行动从白天进行到深夜，终于，一名高大的救难人员构著了小女儿，将她拉出来，但是⋯⋯她已
气绝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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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急切的问：“我的女儿还活著吗？
”以为女儿还活著，是她苦撑两天的唯一理由和希望。
这名救难人员终于受不了，放声大哭：“对，她还活著，我们现在要把他送到医院急救，然后也要把
你送过去！
”他知道，如果母亲听到女儿已死去，必定失去求生意志，松手让土石压死自己，所以骗了她。
母亲疲累地笑了，随后，她也被救出送到医院，她的双手一度僵直无法弯曲。
隔天，土耳其报纸头条是一幅她用手撑地的照片，标题“这就是母爱”。
长得壮硕的导游说：“我是个不轻易动感情的人，但是看到这篇报导，我哭了。
以后每次带团经过这儿，我都会讲这个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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