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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家”字题写者 朱蓓蓓 公务员

感言：家是治百病的良药，是成长的

摇篮和精神的乐园。
编辑 陈凯璐

□记者 程高赢 杨成栋

胡苏英：女儿女婿孝顺让我很知足

外婆和蔼可亲又疼爱晚辈。
希望外婆健健康康，平安快乐。

——外甥女 胡兰英

天下着雨，在古山镇坑里村，沿着有些
曲折的村路，左拐右拐，看到一户人家。老
式的木结构房子里，有两个房间。屋子的主
人可能比房子的历史还要长，102岁的胡苏
英与76岁的女儿吕桂贞、83岁的女婿朱岩
荣就生活在这个院子里。

在记者走访的几十位百岁老人中，胡苏
英是唯一没有子嗣的一位。“没有子嗣却胜
过子嗣”。吕桂贞和朱岩荣的孝顺远近闻
名，胡苏英的晚年生活格外幸福。

外村来的唯一一位百岁老人

坑里村原住民里没有百岁老人，但说到百

岁老人，村里人都对胡苏英一家竖起大拇指。

即便记者采访的当天下着磅礴大雨，村民也热

情地给记者带路。

胡苏英现在住的是女婿朱岩荣的老房子。

木结构的老屋有两个房间，老人的房间里有两

张床，老人一张，女儿、女婿陪护的床一张。床

上的被褥整整齐齐，墙壁上挂着一块陈加元题

的“百岁寿星”牌匾格外醒目。

老人的听力很好，听到门外有走动声便起

身询问。吕桂贞赶紧从边上抽出一条凳子，扶

老人坐下。

76 岁的吕桂贞对记者说，母亲平时住在里边那

张床，她平常和丈夫轮流陪护老人。屋里的光

线不好，但102岁的胡苏英坐在凳子上，看着记

者，眼睛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

胡苏英穿着棉衣棉裤，脸上气色红润，口中

念念有词，看起来精神不错。因为刚睡醒头发

有些凌乱，但外套外露出来的衬衫领子、袖口都

很整齐。老人指着板凳说，这是她的腿，摔断已

有 10 多年，眼睛也因白内障失明多年，现在基

本上以卧床休息为主。“这辈子没生儿子，幸好

有个好女儿、好女婿孝顺我。”是她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

女婿甘当儿子孝顺她

1915 年 12 月 3 日，胡苏英出生于古山四

村。她从小聪明伶俐，针线活做得好。21 岁时

她经人介绍嫁到唐先镇太平村，后太平水库移

民回古山四村。

不幸的是，胡苏英的丈夫在 32 岁时去世，

留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后来父母又相继去

世，她独自担起抚养女儿的重担。

吕桂贞回忆，母亲年轻时吃苦耐劳，起早贪

黑地干农活、种庄稼，既当爸爸又当妈妈。“那时

我和姐姐都很心疼妈妈，经常抢着帮她干活。”

吕桂贞说。

胡苏英的大女儿前些年去世，吕桂贞不放

心母亲一人独自居住，便和丈夫朱岩荣商量把

母亲接到身边一起住。

“永康古话说‘女婿抵半子’，我是她的女

婿，桂贞是女儿，理应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朱

岩荣告诉记者，妻子当时跟他商量了很久，劝他

仔细考虑下，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胡苏英来到坑里村后，朱岩荣马上收拾了

一个房间，还另外加了张床。20 平米不到的小

屋里，他和妻子轮流给老人洗脚、擦身、梳头，每

天三餐两人早早准备好送到床边。老人吃什

么，他们也吃什么。日子一久，两人即使听不清

母亲说的话，看口型也能猜出来她想要什么。

70多年母女情深

在胡苏英房间的桌上，放着几箱牛奶、几桶

油，彩色热水壶的外壳上不少颜色已经脱落。

看得出，三位老人的生活非常节俭，但吕桂贞夫

妻俩却很开心：“我们现在五代同堂共有 60 多

人，生活上我们什么都不缺，后辈们还经常带上

礼品来看望。“

吕桂贞表示，把母亲接来同住，非但不是负

担，反倒增添了不少人气。母亲是村里岁数辈

分最大的，大家都很尊敬她，经常会上门看望，

和她聊聊天。天气好的时候，夫妻俩就把老人

抱到院子里一起晒太阳，胡苏英一个人静静地

坐着能坐一上午。

她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母亲的身体。胡苏英

喜欢清静，吕桂贞夫妻俩平时的动作总是特别

轻。晚上母亲那边稍微有点动静，她就披上衣服

走过去看看，尤其是阴天下雨或者夏天刮台风的

时候，夫妻俩得时刻看着老人，怕生她休息不好。

在和母女两人的谈话聊天中，记者能感受

到她们深深的感情。这感情，已经70多年了。

胡苏英曾不只一次向女儿暗示，活这么大

岁数干嘛，还得 70 多岁的你伺候，拖累了你

们。遇到这种情况，吕桂贞就握着母亲的手安

慰她：娘，你是我的亲娘，我不伺候你谁伺候你，

只要你活一天，我就伺候一天。

母亲一身坎坷，含辛茹苦地拉
扯我和姐姐长大。现在母亲老了，
轮到我们照顾你，在我们眼里，你
永远是最伟大、最无私的。

——女儿 吕桂贞 女婿 朱岩荣

村里能有百岁老人是我们的
福气，桂贞夫妻俩常年孝顺老母亲
更是年轻人的榜样，希望后辈多向
他们学习。

——村民 朱保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