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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不是我亲大哥，是我老公的大哥，
确切的称呼应该是：大伯哥。
  我老公家孩子挺多的，他排行老七，上
面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公婆原来都在农
村。公公去世时，我老公才11岁，那一年，
大哥刚结婚，所以，从那时起，大哥就是父
亲一般的存在。
  大哥会走路就会干活。这句话是我公公
说的，他还说勤娘养个懒闺女，懒爹养个
勤儿。
  我公婆都是农民，而且是那种被人推倒
爬不起来的老实人，没文化，去过最远的地
方也不过是与他们村相隔十几里的其他村，
他们脑子里只有伺候庄稼，心里只想怎么养
大孩子。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们的确尽
了全部的力气。
  幸运的是他们养了一个好儿子。
  大哥1岁多时有了弟弟，刚会走路不久
的他陪伴母亲坐月子，他被母亲教着把屎尿
褯子拿到院子里，后来母亲去地里干活了，
他看着弟弟，再大些，也不过五六岁，扫地
喂鸡领着大弟弟玩，看着妹妹，帮着又挺了
大肚子的母亲烧火，等到七八岁，他会炒菜
会做饭，地里的农活也会干了。
  大哥10岁才上学，这还得益于他的聪颖
和运气。那时村里的小学是以前一个地主的
房子，跟我公婆家隔着一条小路，大哥就是
靠着站在院子里听讲学完了四年级的课程。
有天他在院子里给弟弟背课文，被路过的老
师听见了，进门后考了他一番，顿觉不凡。
在老师的百般劝说下，我公婆才同意大哥去
读书。
  大哥很珍惜能够读书的机会，他上课认
真听讲，放了学先干活，到了半夜才做功
课。之后他考上了公社中学，可惜只读了两
年便辍学了，因为家里已经有5个孩子了，
连10岁的老四都下地干活了。作为老大，无
论怎么热爱读书也没法继续了。

  大哥先是在生产小队干会计，不久便去
大队当会计，两年后，又调到公社当文书。
他19岁的时候，成了公社的团支书，然后一
路上升，到60岁退休前，他已经是区里为数
不多的正县级干部之一。
  如果要全面讲大哥，那得写本书，所
以，我只讲他在大家庭是如何做好兄长的。
  从大哥到生产队干活的那天起，他就成
了这个家的家长。因为他喜欢读书，弟弟妹
妹谁喜欢学习，他就尽力供，所以家里穷成
那样，还是有3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我老公
和他三哥，还有小姐姐。
  家里的吃穿用度全靠大哥的工资。大哥
29岁才结婚，如果不是为了二哥，他成家还
要晚。其实，他在20岁就跟大嫂订了亲，没
有成婚的原因是大哥要帮家里，而大嫂也出
于同样的理由，她很小就没了妈，她要给两
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当娘。
  二哥到了二十六七岁的年龄，我公婆
急，大哥更急，想办法给他盖了房子，但农
村有个讲究，不能隔着锅台上炕，意思是老
大结婚后老二才能结。无奈之下，大哥跟大
嫂借住到隔壁邻居闲置的房子里匆匆成了
家。3个月后，他给二哥娶了媳妇。
  大哥结婚时什么都没有，我婆婆给了两
个碗一把勺子，大嫂带过来一床被子，公社
的几个老同志看到他们连褥子都没有，凑钱
给他们做了褥子，又从家里拿了一张破桌子
两只小凳子，最贵重的礼物来自一位知青，
他送了一对枕头，全新的麦糠穰，还带着绣
了龙凤牡丹的枕套。大哥和大嫂只在结婚当
天摆了一下，然后收拾起来，等二哥结婚时
送给了新媳妇。
  那时，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大姑姐
被亲戚介绍去了新疆打工，结果在那边找对
象成了家。大哥为此哭了一场，说没尽到当
哥哥的责任，之后多少年都给她寄钱。三哥
结婚单位分的房子，所有家具都是大哥央求
原来在公社认识的木匠给打的，便宜又实
用。四哥成家时，大哥张罗着给盖的房子，
砖木料水泥都是他买的，人工费也是他出
的。因为四哥小时候从屋顶上跌下来破了
相，四嫂娘家要的彩礼超过了婆婆的承受能
力，最后还是大哥把自己的新自行车给了四
嫂的弟弟，算是顶了部分彩礼。

  7个孩子里，属大哥工作好，地位高，
但他和大嫂的日子一直不宽裕，因为很多钱
都贴补给了公婆和弟弟妹妹们。当年公公吃
饭咽不下去，村里人说是得了“倒食病”，
后来查出是胃癌。为了治病，家里欠了很多
债，直到很多年后才还清，大哥还了百分之
九十，其余的是三哥和小姐姐出的。
  公公走后，一向不擅长家务的婆婆垮
了，整天病怏怏的，地里和家里的活就交给
四哥和小姐姐。没两年“农转非”了，大哥
把小姐姐和我老公都带到了城里，三哥已经
考上了大专，户口出去了，小姑姐和我老公
也很争气，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在农村老
家的只有婆婆和二哥、四哥。
  我跟老公结婚时，家里的日子已经好很
多了，大哥给婆婆翻盖了房子，让我们风风
光光地在老家举行了婚礼。当时，房子是我
单位分的，家具是我爸给买的，大哥觉得对
不起这个小弟弟，就给了我们5000元。要知
道，那是1992年，5000元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么多年来，大哥为了弟弟妹妹，不管
是物力还是精力都是百分百地付出。

  如果不是为了弟弟妹妹，凭着大哥的
聪明和才干，能读高中读大学有更好的发
展。可他辍学后，只能从最基层干起，而
且在基层一直干到退休。这个家的大事小
情，都是他操心。让我敬佩的是，一边是
心血，一边是钱，大哥付出得无怨无悔。
我跟老公结婚也快30年了，我从没见过大哥
说过一句抱怨或者后悔的话。
  但我见过大哥发火。我有个嫂子比较
娇气，在家被丈夫伺候着，到了婆家从不
干活。大哥心里不满意，但从没说过她。
她求大哥给她弟弟找工作，给她父亲找专
家动手术，跟他借钱，大哥样样都满足了
她的要求，后来她儿子的工作也是大哥帮
着找的。但有次婆婆住院一个月，这个嫂
子连面也没露，丈夫要去陪床，她还吵架
埋怨。之后在一次家宴上，说起以后照顾
婆婆，这个嫂子说了些阴阳怪气的话，大
哥大发雷霆，历数她的不孝，历数他是如
何给她和她的家人帮忙的，结果那个嫂子
羞愧到痛哭流涕，连忙向大哥赔礼道歉。
  在场的人都被惊着了。其实，所有的
弟弟妹妹包括媳妇女婿，对大哥都是很敬
畏的。大哥平时不苟言笑，十足的老干部
派头，跟我们说话，跟孩子说话，都是领
导讲话的模式，我们心里有点不以为然，
但又都习以为常，加上各自过各自的日
子，接触的时间不是很多，多少有点敬而
远之的感觉。但那次，我们都进行了反
省：大哥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我们是不
是都觉得理所应当？是不是有点不自觉？

  不知别的哥嫂怎么想的，反正我从大哥
的言行明白了一件事：孝敬老人是大哥的
底线。
  大哥的孝顺是出了名的。婆婆今年94
了，老人家大字不识，连钱都不认得，从没
买过东西，除了家人，她几乎不跟外人打交
道，连亲戚都认不全。她是一个又老实又笨
拙的人，不会做针线，做饭她也不行，这对
于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些都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跟老公结婚两年后，大哥把婆婆接到
了他在城里闲置的房子，每天都会过去看
看。当婆婆自己做不了饭时，他雇了保姆，
当时保姆便宜，每月才1000多元，大哥让各
家拿100元，其余的他负担。后来婆婆年龄
更大了，需要住家保姆，大哥也没再跟弟弟
妹妹要钱。再后来，婆婆在老家的房子拆
迁，大哥主持着卖了房子，把钱平分给了弟
弟妹妹。现在，大哥也是七十二三岁的人
了，隔一天到婆婆那里，陪她说话，给她做
喜欢吃的饭菜。连保姆都说，大哥是她见过
的最孝顺的儿子、最好的长兄。
  就是这样，大哥真正做到了长兄如父。
作为他的兄弟媳妇，我对大哥一直心存感
激，更心存敬意，觉得他就是中国式好大哥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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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来缘去，最
美 好 的 ， 远 在 天
边，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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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人常说，小成功需要朋友，大
成功需要敌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人生没有遇到挫折，就永远不会懂得自
己的本事有多大。生活中遇到的艰难困
苦都是来成就自己的。主人公是个聪明
人，生活中努力做一个温暖的人，以德报
怨又有底线，坚持原则，不吝小钱，胸
怀宽大，才拥有了美好的生活和人生。

  欢迎关注潍坊融
媒APP，扫码阅读上期
内容《以德报怨 她用
爱化解曾经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