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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母亲的疼痛》

内容概要

十四岁就失去父亲，一心想要独立生活的女儿，放下自己的事业与理想，告别爱人，从北京回到家乡
小城，陪伴身患绝症的母亲，并记录下她生命中最后的半年。本书不仅仅是病中生活实录，更是通过
亲人病危这个特殊时期，深刻反思了中国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与矛盾，控制与挣脱，以及家乡与他乡
这个永恒的话题，足以引起两代中国人的共鸣与反思。书里有两代人的爱与痛，两代人的坚守与逃离
，两代人的反抗和叛逆，更有一辈子的守候与不离不弃。
书里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文学作品里的母亲形象——那个忍辱负重，只是付出，不求回报，光辉无私
的母亲的形象，而是一个善良正直，但聪明自私、控制欲强、有血有肉的母亲，以为只有自己给对方
的才是爱与关怀，以为只有自己才最宽容，却永远不知道，其实自己才给了对方最大的束缚与伤害。
外表再坚强独立的母亲，内心也是弱小的，是需要被关爱的，因此才会向子女索取更多情感上的依赖
。
和母亲一样，女儿也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女儿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光环和阴影之下，虽然爱母亲
，但骨子里却想摆脱母亲的控制，因此毅然离去，到更广阔的世界里闯荡，希望能向母亲证明，没有
她的庇护，自己也能很好地生活，能骄傲地生活。在母亲的最后半年里，女儿心力交瘁，但她一边苦
恼，一边仍在尽孝，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陪伴在母亲身边，直到最后一天。
再伟大的人，在父亲、母亲、女儿、儿子这些身份前，都只是普通平凡的个体，都会有结结实实的，
相伴一生的爱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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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敔，祖籍四川，生长于云南，一个有四分之一羌族血统的汉人。生性贪玩，以游走异乡为人生目标
，用识得的几个汉字写些旅途见闻，因此误入图书编辑行列，也参与过一些旅游指南图书的编写与出
版。年过四十，再遭人生大变故，提笔记录日常过往，以抒发个人情感，纾解内心压力。从此改弦易
帜，加入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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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太漫长的告别
2、不知什么巧合，竟然是和周国平的《妞妞》同时看的书：同样是癌症，同样是疼痛，绝望是一开
篇就有的基调，后文也都出现了安乐死和杜冷丁。。。只是一个是女儿，一个是母亲，情感也就相差
甚远。。。真实是这本书的优点，同样也是作者的性格，不会夸张与做作，受不了虚假与表演。即使
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也喊不出妈妈我爱你这样的煽情话语，这句小时候经常挂在嘴边脱口而出的话
，长大后却开不了口。可是有时候示爱和赞美是感情中很需要的，包括亲情。。
3、不打星。却推荐你们读。有点沉。有点重。
4、母女，在生病末期
5、看完以后止不住地哭 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和身边的人 时光的洪流席卷我们 我们只能不断去调整 去适
应 去感悟 才能避免潮水退却的惆怅。
6、曾经紧握你的那双手，有一天被你倔强又拼命的挣脱。等到重新握住那双手，你却感到疼痛与隔
膜。最后一次放开那双手，别忘记，她给过你世上最无保留的爱。
7、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母亲的疼痛，但可以感同身受的是作为多年肿瘤病患家属的一个儿女走过
的路上的日与夜、光与雾。书中的女儿直至母亲离世，都未曾能有一场母女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们在
人间行走坐卧，何尝不是如此。
8、数不清的零零碎碎就在眼前 多想伸出双手抱抱她又怎么都使不上劲
9、回望我们母亲的后花园，关于女性。
10、没有过多的渲染。她与母亲略显生疏的关系，在母亲的病痛前表现出的“冷漠”，以及每次见面
之后的只言片语和母女之间疏离的肉体关系，像极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
11、竟然是在贝贝离开后阅读的第一本书。书中形容的痛，都曾经历在我母亲的身上。那么熟悉又无
能为力。需要正视，用爱去陪伴。
12、有点杂乱。虽然女儿和母亲的关系中母亲显得强势，但整本书并没有真正吸引我。还是后记比较
好看。
13、看这本书时，外公也被检测出肺癌中后期，年纪87岁，医生也是不让做手术。医生告知之后将会
很痛苦。看这本书时，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一口气读完，最后感觉母亲的离去是一种解脱，终于从
这折磨人的疼痛解脱了。当知道外公有肺癌时，我第一感觉就是天啊，还不如脑溢血一下子人没了，
这样的痛苦想到都揪心。
14、太痛了，不忍读！但还是读完了!掩卷长叹这是怎样一个人？
15、如果不是铁葫芦的陈亮编辑赠阅，我是不会知道更不用说阅读这样一本与自己的兴趣点没有交集
的文章。但一拿起竟然连夜读完了。不打分，但推荐所有家有老人或重病患者的，都读一读他人的故
事、想一想自己会怎么做。
16、癌症真的很可怕
17、2016-1-18 肺癌晚期的母亲最后的生活。日记的形式，诉说着自己的无奈，母亲的挣扎，文字简单
易懂。似乎每一个病人面对死亡都会特别矛盾，无所适从，性格变得比生病前更鲜明。四星
18、母女
19、我的好友赵吾文新书刚刚出版。中国多少个家庭的母子都有这样纠结的情感，但很少有人愿意面
对它，并把它写出来。写下来才是开始，才有审视内心的可能。
20、本来今天是不想读这本书的，在书架上见到这本书翻了翻还是把它借了过来，只觉得读起来相当
沉重，每个有家庭的人似乎都要与亲人告别，子欲养而亲不在真是一种遗憾。
21、很真实得写这段日子，母亲节本想和妈妈聊这个话题，但是电话里妈妈情绪听起来不好，我就住
嘴了。
22、很真实，如同亲身经历一般，虽然无法感同身受。爱与挣脱，终究未能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死亡，是一个很可怕的课题，难以承受的重。<电子版>
23、父子和解的故事和电影都多，母女和解的比较少见
24、母亲看了极力推荐，也许她已经早就到了面对的时候~~语言流畅、感情真切~~也有文采。但是挣
扎的多，呈现得多，更近一步的挖掘还不够，总略显得有些匆匆忙忙~~失之深刻的沉郁，语言和思想
的穿透力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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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有些失望，或许是期望值太高。不过文中阐述的那种母女间独有的战争和羁绊还是可喜的。这样
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太多。只是被母爱宣传掩盖了而已。
26、小说描写的很多细节都感同身受，例如“天下的母女都喜欢亲昵，我却不愿与母亲有肌肤之亲”
。那隔阂甚至是时不时冒出来的恨让作者只能做到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若是她再可以选择一次，还
会是这样的过程与结局吧。
27、两代人。。。。永恒的话题
28、疼痛
29、說實話，如果作者不寫明自己年過不惑，我會認為是二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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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亲情中的疼痛评《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很多次我给母亲打电话，每当聊起她生病时的难受和与邻
人口角时心情的气恼，母亲会在电话那头抽泣，我能想象她泪流满面伤心的样子，有时她会问我“你
怎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之类的话，我无言以对，只能等着母亲平复情绪，然后再转移其他话题
。对于很多远离父母漂泊四方的游子来说，怀念小时候思念父母构成了乡愁，而未能在父母身边陪伴
则成了深深的愧疚。也是因为对于母亲的亏欠，每当想起母亲的抽泣，我的内心也一直隐隐作痛，看
到赵敔老师的《我和我母亲的疼痛》，我就想看看她是怎么和她母亲相处的。赵敔老师母亲的疼痛，
是因为身患绝症导致的疼痛。虽然说，疼痛时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因为只有痛感我们才能发现身体
的异常。对于身患癌症晚期的病人来说，求生的欲望或许是他们忍受病痛的最大理由：他们还想继续
活下去，继续陪伴着他们的家人，继续欣赏这个世界的精彩，继续感受生活中的各种美好。但是病痛
的过度折磨，会让病人的精神几近崩溃，有时想想，反倒不如一死了之来个解脱，来得痛快。就是因
为这种折磨，让病人（赵敔老师的母亲）开始数落这个世界的不是，责怪身边人的各种不是，虽然我
们都明白，那也是心理上缓解疼痛的吗啡。赵敔老师的疼痛，是因为看着母亲疼痛而无计可施的痛。
从十四岁开始她便没有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现在母亲也在开始倒计时她的离开了。虽然她请假
、辞职回家陪伴母亲，但在她看来这也不能缓和她心中的疼痛。赵敔老师记录了母亲病患期间的生活
种种，在和她母亲一起迎接死神到来之前，她在想象着母亲的疼痛，也在感受着自己的疼痛。赵敔老
师和他母亲的疼痛，还有来自生活的疼痛。母亲总是强势，一直约束着赵敔老师；赵敔老师长大以后
，却向往自己做主，她选择了不是母亲给他选择的职业，到了一个远离母亲的城市工作，即便是她选
中的夫婿也没有得到母亲的认可。他们之间的疼痛，是一种亲情的疼痛：相互理解，相互知悉，但却
总觉得对方的一些做法，自己还不能接受。生活就是这样的吧，亲情的疼痛，也许是人世间最无奈的
疼痛。前几天听姐姐说，她的婆婆走了。姐姐的婆婆曾经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妇女主任，改革开放初期
养长毛兔赚了不少钱，膝下的几个子女都很有出息。一年多前她病了以后，生活就变了个样：容颜消
瘦，衣衫不整，精神恍惚，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亲人；病痛的时候她大声呼喊，周围邻居都听得真
真切切。姐说，走了，也就解脱了。2015-1-8文/乡村土狼
2、我是抱着试图寻找与书中女儿的某种共鸣的期待，开始阅读的，但满纸纠结入眼，却找到一些其
他。曾经相依为命的两母女，后来相互疏远，到了共同面对母亲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又重新聚
在一起。当年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无疑给这个时刻提供过一个符合大家想象的样本
：母亲宽厚坚韧，女儿刚直率真，互相包含深切的情感，带着某种被升华的华丽感共同面对无能为力
的悲怆，而现实时空拉开的母女的距离，被厚重的情感统统抹平，煽情得会让人因为自己缺乏等量的
激情而自惭形秽起来。相形之下这本《我和我母亲的疼痛》显得无比克制和真实：母亲面对巨大痛苦
日复一日的唠叨、抱怨，在坚持和放弃，软弱和不屈之间拉锯。女儿被迫归来，但只能无能为力地旁
观，回忆里展开的母亲的过去，让现在的痛苦像过随着病程越拉越长的过去的影子，是所有美好的背
阴面，残忍而且无法摆脱。书里的妈妈在被生活磨砺之前，是一个意气风发，要强好胜的美丽女孩，
富有才华，饱受拥戴和令人羡慕的激情爱恋。但为爱走天涯葬送了她的职业生涯，中年丧夫又敲碎生
命另外一根支柱，到老希望女儿守在身边，但短暂停留后女儿也一定会逃离，妈妈好像一个不断受挫
但始终维护最后尊严的理想主义者，孜孜不倦地维护着什么东西，但是那到底是什么呢？女儿不明白
，似乎也不想明白，我读不出让这个女儿当初与母亲越行越远的原因，只看到行文当下，在母亲用来
包裹痛苦的指责和挑剔面前，她日复一日趋于退缩。文章是日记体，常常一天开端已经疲倦，带有距
离感的克制描述，收缩了所有的痛苦，也收缩了所有的关爱，放大了女儿的无所适从，恐惶无助，陪
伴在身边的每一天都像昨天，母亲被病痛困扰，母亲强调它希望得到关照，唠叨抱怨，但又不允许这
种关照是以怜悯添麻烦的姿态到来。对比着女儿记忆里永远微笑着面对同样病魔的父亲，女儿对母亲
即使有三分不舍，也伴随着七分想逃。我并不是想从道德评判角度来评价这部作品，每个人的感受和
反应都有根据漫长生活经验积累下来的必然性，我甚至觉得可以这样诚实地暴露这种心态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只是有点遗憾这样的诚实有点单调，展现了囿于疼痛折磨的彼此，却没有展开足够必然的原
因。当然就像我自己也始终没有想好，如果有一天与身边的人告别可以用什么样的姿态，因为我也不
明白一些当初亲密无间互为骨血的人，为什么最后会无言相对。可能到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我依然想
不通这个问题，因为忙着用力同情自己，所以无力同情他人，即使她是你的母亲。
3、看书名就知道这不是一本轻松的书，我们的文学向来如此，写到“母亲”这个形象的时候，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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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太轻松，何况，还有“疼痛”这样的字眼呢？这是一个断句不明的标题，是“我”和“我母亲的疼
痛”呢？还是“ 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呢？从2011年年末，“我”从北京回到南方，到2012年5月，
在这一百五十多天里都发生了什么？很快，你会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作者的这一百五十多
天里，真正的发生的不过那么几件事：送母亲去医院，雇保姆、吃饭、睡觉、迎来送往⋯⋯剩下的，
不过是回忆，更多的是记录——当时当下的所思所想。母亲是个女强人，“我”亦不甘示弱。她将我
留在身边的办法是大房子和存款这些物质的东西，我却更加激烈的，一去不回。用自己在外打拼的事
实来告诉她，“我”需要的不是这些，这些诱惑不了“我”。然而，真的奏效了吗？在生与死面前，
是不是所有的误会都冰释前嫌，所有的隔膜都已打开？既然相爱，就相依为命让这一百五十天成为爱
的浓缩纪念日呢？很遗憾，母女之情也许就是这样的。在生死面前，亦是一种隐形的较量。她说的做
的，一辈子都是固执己见。你无声的反抗，得到的不是理解，你所做的自以为她看到了就会明白你的
心意的事情，反而是更大的反扑——母亲更加固执己见，更加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你所选择的
生活都是”错“的。心中无名的怨气愈深，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擦上了这种较量的色彩。这就是母女
两代人。在死亡面前，隔膜和误解反而更重，这令母女之情愈加的痛苦，像是一颗心上的朱砂痣，虽
然无害，却总令你纠结、别扭——越是想爱，越是靠近，越是去日无多，越是乏力，越令你抓狂。呵
呵，我们大多数的母女之情不都是这样的吗？那些传统文学塑造的母亲形象——坚韧、牺牲、苦难，
为了让你活下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母亲，其实离我们真实的生活很远。我始终认为，母女关系是
所有的亲子关系中最复杂的。相比之下，母子、父女、父子都要比这种关系简单和易沟通的多。女儿
应该是最像母亲的，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性别角色的关系，潜意识中是复制母亲最多的。母亲若是强
势，她的儿子更多的是倾向于怯懦，但是女儿，却把这种强势刻在了骨子里。就像文中的母女，虽然
赵敔一直在谈论母亲的强势，母亲的好强，母亲的善于安排他人，但是她自己何尝又不是呢？我钦佩
她的勇气——她的母亲已经故去了，因为忌死者讳，大多数时候我们中国人都不愿意去议死者生前事
，更何况这是她的母亲。她的措辞稍微有些许不适，就可能招来一阵”不孝’的骂名，而她又不能不
这么写。虽然她爱她的母亲，但是这些母亲的性格，却是在生前影响过她伤害过她，那么该怎么写？
是小心翼翼还是在记忆中重组，最后将母亲塑造成一个高大上传统中伟岸的形象？写作者的勇气在于
写作者的真实，她如实的记录了，你我也许不敢写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女儿，难道她所经历的一切
你不熟悉吗？母女日常生活中的较量，无声对抗的行为。母亲的疼痛是作者一直在记录的主要内容。
肉体上的疼痛真的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而作为女儿的作者也无法袖手旁观，所以，女儿的疼痛其
实是精神上的。这也许就是文题断句的深意，“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在一定意义上重合了，而
她的是肉体之痛，“我‘的是精神之痛。因为我们是母女，所以，这一生总是避免不了太多的疼痛，
从一直对抗渴望理解和交流的痛，到母亲走到生命尽头的痛，无法言语，然而，勇敢的文字都写出来
了。逝者已矣，文字也尘埃落定。这注定不是一本读的容易和轻松的书，但是，我却觉得作为女儿和
女儿的母亲，应该去读这样一本书，别问为什么，这才是真正普罗大众的母女。这是微观的母亲，是
个人的母亲，不是传统文学中有各种象征的母亲。作为女儿和母亲，谁都避免不了这关系中的”疼痛
’，越是相爱越是如此，然而，它不正是最真实的吗？
4、作为一个浅薄的读书人，我的涉猎范围更多的倾向于实用性、专业性或者经典名著之类，对于悲
哀、低沉的文字尽量避免，因为情绪易受所看的书的情绪干扰。我和母亲的关系从小到大也异常亲密
，在我俩之间，友谊的情分似乎多过母女。这本书让我动心的原因是，母亲正在照顾生病的外婆，我
想从作者身上找到一点点启发，看到别人经历过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缓解我们家正在经历的痛楚，是不
是可以找到一点慰藉来帮助妈妈来缓解外婆的痛苦?作者用历时5个月的日记体的合集，记录了照顾作
为妇产科医生的母亲患肺癌后最后的时光，细致了写了很多细节：母亲作为病人受疼痛折磨的情绪，
一辈子受人尊敬而不愿在病魔面前言败的抗争，对饮食的挑剔，对诊断方案的不满，对疼痛的无奈，
对医生的愤懑；更多的是母女之间不远不近的关系的抒写，骄傲的母亲到头也放心不下年届四十的女
儿，一直陪伴左右的女儿在照顾和工作之间被拉扯，始终也没有和母亲进行一次期许良久的关于生死
和病情的谈话。但是母女之间的爱那么明显的铺在眼前，母亲一生想要女儿留在身边，哪怕即将离世
，也一遍遍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钱和房子交代给女儿，这是她给女儿最后的爱；离开母亲十年的女儿
一次次要放弃工作来照顾母亲，照顾母亲每次对饮食的需求，时常在病房里散步来满足渴望被人关注
的心。他们都是以自己做到极致的方式来爱着对方，满足自己爱对方的需求。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可见，照顾病人所需的耐心与忍耐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当病人强势而有个性，病中依旧要所
有照顾的亲人迁就她所有的脾气。到医院看外婆时，整个楼层都是80岁左右的患病的老人，陪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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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上的表情即可见病人住院时间的长短，老人配合治疗的程度，忧虑是所有人的共性。年届九十的
外婆即使病中，依旧会操心每个人的事，脑袋时常犯糊涂也不会阻止她渴望掌控一切的心，她要操心
护士的下班时间，操心隔壁陪床的别人什么点吃饭，却叫不出我们的名字，没人握住没打点滴的手就
陡然自己拔针头，一次次重复她的痛苦⋯⋯年过六十的母亲常见她的忧思，担心外婆在某个时刻离去
，即使经历过外公、爷爷奶奶的去世，她依旧惧怕死亡，惧怕亲人的离去，一遍遍和我说她的焦虑，
说她的无力承担，说她的害怕。母亲是鲜少感受外婆作为母亲的温情，给我们说起的也多是不快的记
忆，但不妨碍她们母女之间爱之深的情谊，外婆住院以前一个人住在山里，每隔两三天就打电话让母
亲去陪她，病了之后就和书中的母亲一样，似乎一刻也不愿意母亲离开她的视线。大抵世间的母女都
是这样，纵然相互之间的亲密程度各异，但都是以各自的方式，深爱着对方。
5、母亲和女儿这个关系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这本书刚开始吸引我的是她的真实，因为读过太多歌
颂类的文章，我始终在反省是否真的这个关系除了本质之外会不会是有着太多的不同，赵晤给了我一
个新的观察点，也是我一直在迷茫 困惑的地方 我和我的母亲 我和我的女儿 是不是存在一些感情交流
的误区，所以一气读完，有一种解脱 一种释然 我一直在调整和反省 也在阅读很多类似心灵鸡汤的文
章 ，接纳 承认 认可，就像我前不久读到三毛的父亲写给三毛的那篇文章 ，从父母角度，他所感受到
的父女 的感受，所有感情来自于真实，就会很感动，很触动，我也及时给母亲去了电话，只是听听她
的声音，她那些日常的唠叨，并且也坚定地给自己一个计划，经常要回去探望 陪伴我日渐衰老的母亲
，用一种新的角度和心态去面对我们之间的沟通。
6、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奉领导之命参加完一个以弘扬孝道为主题的传统文化培训班。与时下
很多类似的培训班一样，他们把传统文化神化了，上升到了近乎迷信的境地，拿它来解读历史、解释
命运，把它神圣化、绝对化了。虽然我自以为早就练就了百毒不浸之身，但在那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中
浸淫6天，我自己也不敢保证不受到侵蚀——这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对这本书的判断。赵敔为了母亲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了她所应该做的一切。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她决绝的去辞掉自己极其中意
的工作；为了了却母亲的一个心愿，她无数次的托关系、找医院，只为让母亲能够住进想住的医院；
为了减轻母亲的疼痛，她整整半年时间都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侍汤问药；为了迎合母亲，她刻意改变
自己为人处事乃至穿衣打扮的风格，只为让她能够开心一点⋯⋯无论怎么说，她都算得上是一个孝顺
的女儿了。但是，我认为她对于母亲所尽的孝心是不够的。从书中的字里行间，我感觉到她只是在对
母亲尽一种义务，去做那些作为一个女儿应该做的事情，她们之间少了一种母女间情感上应有的亲近
，少了一种母女间心灵上的互动，甚至有一种陌生感。她很清楚地知道母亲的疼痛，知道这种癌症后
期的疼痛即使现代医学也无能为力，所以倍感沮丧，但只是默默地去做她自以为应该做的、能够做的
，却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去感受、去体会母亲身上那种无法忍受的疼痛。赵敔与她的母亲之间还有情感
上的隔阂。她的母亲是一个女强人，而她自己则喜欢随遇而安。母亲对她不满意，对她的工作、她的
爱情、她的每一次选择都不满意，而她对母亲则充满抗拒，以致于在30多岁的年纪放弃了在故乡小城
的工作选择去北京闯荡，只是为了躲避母亲无处不在的指责。但母亲的病把她强行拉了回来，她无可
逃避。但她始终无法与母亲毫无违和的亲近，虽然在书中写到她多次计划要做这样的努力，却没有一
次真正付诸实施。最熟悉的人、最亲近的人，相互之间的交流时间长了会形成固定的模式——赵敔害
怕与母亲的交流陷入同样的循环，而徘徊不前。她不想放弃自己的立场，也不想置自己于绝对服从的
地位，她解不开自己的心结，也就迈不出那一步。想起副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寒
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世间无完人。赵敔虽然尽了力，但却并未尽心，她这件小
棉袄对母亲来说，贴身却不贴心。我为她感到遗憾，她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子女在母亲那里有什么
放不开的呢？特别是在母亲即将去世的时候，谁对谁错还有坚持的必要吗？为什么不能迁就一下母亲
呢？她尽了一切努力，购买昂贵的药品来帮助母亲抗拒疼痛，殊不知，这种情感上的交流很可能就是
母亲抵御疼痛欺凌的最好的止痛药。可能是我受培训班的影响从而对赵敔太过苛求了，但我还是能够
理解她。她那种对于亲人身体上、情感上的陌生感，以及过分亲近的抗拒心理可能人人都会有。记得
在2007年的时候，父亲突发脑梗塞，差不多7天里一直昏迷不醒，有近50天时间里都卧病在床。但我除
了情不自禁的流泪之外，也必须面对一些现实问题——为他擦拭身子，清洗下体。自从青春期开始，
我和父亲都已经没有过身体上的亲近，我对他日渐衰老的身体是陌生的。我的心理上同样有障碍，同
样抗拒，以致每一次做这些的时候都要说服自己，这是必须做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已经不会了。写
了这么多，好象是在对作者进行道德评判，其实不是的，况且现在孝也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优劣
、水平高下的唯一标准。我只是为赵敔感到遗憾，她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只不过是还可以更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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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疼痛在她母亲身上，却早已在她心里种下了疼痛的种子。我相信，她在以后回忆起母亲的时候，
很可能会因为没有与母亲打开那层隔膜而感到遗憾，感到后悔，这甚至可能会成为她内心深处毕生的
痛，而且在她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感受会更深、更痛。我把这本书拿给母亲看，原本以为她会和我一样
，对赵敔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感到遗憾。哪料到，她对赵敔充满了同情，认为她做到这一地步着实不易
，反倒是对赵敔母亲多有不满，嫌她故意地折腾自己女儿，不心疼女儿⋯⋯这是一个母亲的角度，也
是母亲的境界——永远都在替儿女着想！！！天下父母大抵都是如此吧。很感谢赵敔这本书，她真实
的记录了自己的心迹，剖白自己，让我可以由此反思自己，反思过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待。我们甚至自私一点的说，对父母尽孝，只是为了不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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