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大嫂的妈妈叫 我的大嫂散文(通用8
篇)

个人简历是求职过程中的第一印象，必须要仔细准备，确保
内容充实且有吸引力。学习岗位职责范文可以帮助员工规划
自己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我大嫂的妈妈叫篇一

大嫂住在十七楼，我家在十六楼，我们算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吧。

来山城的这些日子，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儿潮湿，阴雨不断。
今年的冬天，气温虽说还不至于到零度以下，但难得一见大
太阳，家里缺少了阳光的味道。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小
区的部分业主打起楼顶的主意，在那里拉起绳子，太阳大时，
抱来被褥、衣物晾晒，近距离感受阳光的温暖。

我和儿子商量，决定学着其他业主的做法，也在楼顶扯上一
根绳子。小孙子除了用纸尿片，还要用大量尿布，室内的尿
布都快堆成小山了，急等着凉晒。

说干就干。我们去商铺买绳子，没有，只好扯了一根二十五
米长的网线，准备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拉起来。可到了楼顶一
看，横七竖八地已拉起了许多根绳子，再也不好找到一个满
意的地方。

正无主意，上来一位六十来岁的大嫂，手里提着婴儿的衣服
和尿布，向着我们微笑着点了下头，算是打了招呼，便匆匆
忙忙晾晒衣物去了。

我不由地跟了过去，想与大嫂套套近乎。心里暗自盘算，万
一扯不了绳子呢，也好以后在她的“地盘”上给行个方便。



谁知一搭话，让我很意外，大嫂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根本
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十句难懂一二，只有大致上猜度大嫂表
达的意思了。

知道我们在为拉绳子的事情犯难，大嫂挺热心，说，我帮你
看一下了。最后她手一指，就扯在这儿吧！我仔细看了看，
三根绳子中间是有些空隙，如果再拉起一根绳子稍稍有点拥
挤了，担心别人提意见。大嫂摆摆手，爽快地说，没事，右
边的一根绳是我家的。

绳子在西边的避雷针上绕了几圈，我用老办法，笨手笨脚地
打个结，系实。

这样不行来。大嫂嫌我系的不够结实，从我手里接过绳子，
重新打了个结，用力系实。她这个绳结的打法记得在电视上
看过，但没着意去学习。大嫂麻利的动作，看上去连贯而有
力量，与她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

大嫂没有离开，接着指挥儿子，让他把绳从中间的小屋顶扔
过去，穿进东墙的爬梯上。我抬头望望，爬梯距地面约四五
米高，还挨着楼的'边缘，我很担忧。儿子说试试吧，小心地
踩在凳子上，努力了几次，均未成功。这时，大嫂不知从哪
儿找来一根带有钉子的木棍，顺手把网线在钉子上缠了几下，
说，可以了，递给儿子，这才顺利穿了过去。大嫂扯住了绳
头，同样麻溜地打个结，系实。

我不由得暗暗叹服大嫂的生存技能，显然，这是她在生活中
长期磨砺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些不起眼的小技能，遇到一些
实际困难才会迎刃而解。

小区里带孩子的大嫂很多，她们来自天南地北，操着不同的
方言。因为血脉里割舍不了的那份亲情，大嫂们离乡别土，
或带孙子、孙女，或带外孙、外孙女，奉献余热。她们身上
闪耀着母性的光辉。



邻居大嫂就是她们其中的一个，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她推着
小外孙在小区转悠。一来二去的照面多了，彼此也就熟络了。
大嫂的女儿是公务员，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女儿一个人带孩
子很辛苦，月子里整个人瘦了一圈。大嫂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秋收刚一结束，就匆匆忙忙过来了。

那天，远远地看到大嫂沐浴着夕阳的余辉归来，肩上还扛着
一把铁镐。我心里纳闷，这是干嘛去了？怎么不在家带孩子
呢？聊起来才知道，大嫂是闲不住的人，周末不带孩子的时
候，就在附近开了几块荒地，种上了辣椒、蕃茄、豆角等菜
蔬，一早一晚的赶去管理，图个自家吃着新鲜、方便。

有一次，大嫂背篓里背着小外孙，在小区门口遇见带小孙子
的妻子。大嫂说，走，一起去我的小菜园看看。进了小菜园，
大嫂马不停蹄，不顾胳膊的伤痛，还有蚊子的叮咬，腰弯成
弓状，一根一根地摘下豆角，额头上沁满密密的汗珠。妻子
抱着小孙子，无法帮忙。大嫂摘好豆角，却全送给了妻子。
妻子说她很意外，我听后也很感动。

隔了几天，有人摁我们家的门铃，开门一看，大嫂正笑眯眯
地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把鲜嫩的萝卜苗。刚在楼上摘下来
的，给宝宝加在辅食里吧，我家宝宝也吃这个。大嫂边说边
把菜递到妻子手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大嫂可亲可敬！

过了一段日子，大嫂的男人也来了。男人老实，话语不多，
黝黑的肤色，看上去是位朴实的汉子。小区见面，我们会打
个招呼，尔后大哥不急不慢地走开。偶尔会见到大哥一个人，
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肩扛铁镐，我知道他一定是管理菜地
去了。后来，大哥在小区南大门旁边摆个菜摊，自家种的菜
吃不完，又在菜市场进了一些，卖点钱补贴家用。

近来，在小区电梯旁张贴了许多通告，大意是开发商不再替
业主办理不动产证，原来交的税费如数退还给大伙，业主可
自行到行政服务大厅办理。开发商的举动，引来业主一片不



满之声，大嫂的女儿也颇有微词，大伙纷纷要求维权。

大嫂无意间听说了这件事，就耐心劝导女儿，开发商这样做
肯定有他们的理由，不就是多压了几年吗，犯不着兴师动众
的，开发商投资这么大，也不容易，相互理解包容吧。大嫂
的一番话说动了女儿，女儿表示不再跟着大家找开发商，还
做起了其他人的工作。从去办理不动产的情况来看，实际上
业主并没吃多大亏，因为契税税点的降低，每家都要节省二
千元以上不等。

大嫂心底点亮一盏善灯，照亮了家人，也照亮了别人。

我大嫂的妈妈叫篇二

大哥心肠好，但脾气急躁，动辄音量提升“高八度：对大嫂
吼。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大嫂并不示弱，每遇此便倒竖眉
头，瞪起漂亮的大眼睛顶几句，然后拂袖而去，好长时间不
理大哥，只见瘦削的脊背和后脑勺儿。大哥是有口无心之人，
吼罢、恼罢很快便忘记了，而这不经意的高八度带来的后果
便是很长时间的苦恼和无聊的惩罚。

他们年轻那会，火气正旺盛呢，每当大哥吼叫时，我便吓得
赶紧躲开，接着招来母亲对大哥的一顿数落。这样的光景持
续了好些年，直到后来我去外地念书才离开那个热闹而温暖的
“大杂院”。

善良而急躁的大哥，刚刚六十出头便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命归
黄泉。追悼会上，大嫂几次昏厥过去。那时我明白了他们的
爱情并没有因为大哥的“高八度”而大打折扣。

个性要强的大嫂孤独而寂寞，后来在女儿们和邻里们的劝导
下慢慢平静了下来。不知何时起，大嫂的话语变得多了起来。
而且与先前的说话风格截然不同，似乎在向人们陈述着一个
永远没有结尾的故事，更多时候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知道大嫂不容易，便常抽空去看她，可说话不到三句半，便
将大哥提起，有时候若有所思，表情凝重沉浸在很深很深的
回忆里，有时候又显得特别兴高采烈般，把大哥挂在嘴边滔
滔不绝：你大哥说……你大哥在时……那个时候你大哥
他……如果女儿们在旁边，她的精神头更足：你爹……你爹
他……令人欣慰的是，每当提起大哥，大嫂的脸上便泛起红
晕，显得格外精神。奇怪的是，那种久违的喜悦、兴奋和对
一件事情的重复表达，我们并不觉得那是在喋喋不休，感觉
像谁？是祥林嫂吗？不，她是我们最亲的大嫂，她在怀念，
无休止的、时刻不停地怀念我们的大哥，只是这份深切的怀
念有些神经质，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尽管如此，我们都
在静静地听，耐心地迎合。

没有大哥的日子里，大嫂是快乐的，幸福的。因为回忆是美
好的，大哥永远活在她心里。此外，活着的，还有大哥的优
点和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早先，那可恶的“高八度”不知
何时从大嫂的生活里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我大嫂的妈妈叫篇三

我所工作的单位的家属院，有六栋家属楼，200多户人家。偌
大的院子里，路面的清扫和处理生活垃圾，全由一个清洁女
工负责。

在纵横交错的家属院的道路上，学校设置了三个垃圾点，摆
放了四、五个大垃圾箱，家属们只要把垃圾扔在垃圾箱即可。
路面的清扫和将这些垃圾箱里的脏物，运往操场旁边的垃圾
场，就成了这位大嫂的事情了。

每天清晨，当晨曦初现的时候，大嫂已经开始刷刷地打扫路
面了，她先将路面上的垃圾，扫拢成一堆一堆，再用一个大
一点的箩筐，将它集中到运垃圾的架子车里，最后运往垃圾
场。冬天寒风刺骨，盛夏骄阳似火，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大嫂每天重复着这简单、繁重而脏臭的工作。



每年春节是大嫂工作量最大的时候。儿女们回家团聚、亲朋
好友你来我往，生活垃圾要比平时多好几倍。特别是大年三
十和大年初一，尽管有的单位限制鸣放鞭炮，但是，多数情
况下，还是一家比着一家鸣放鞭炮。路面上、草坪中、绿篱
里，到处都落满了炮屑，大嫂差不多要用大半天的时间，才
能打扫干净，她还特意制作了一个铁耙子，从绿篱以及草坪
中，将纸屑一点一点地耙出。今年大年初一，我下楼时正好
看见她弓着身子，在寒风中将红红绿绿的炮衣仔细打扫，那
里也有我三十晚上鸣放鞭炮的纸屑。我有些内疚地说：“大
嫂辛苦了！这过年放炮，卫生可就难打扫了！”没想到大嫂
一句话，让我一下释然了：“大过年的就图个热闹，不放点
炮也没有个年味！”话语朴素但却真挚。好不容易将草坪中、
绿篱里的炮衣打扫干净了，正月十五大家又是一阵狂放，干
干净净的草坪、绿篱又满是花花绿绿的纸屑。再见大嫂时，
她还是心平气和地告诉你：“放吧！一年就这一次，只要大
伙高兴就成！”

盛夏，人们瓜果不断，由于天气高温，生活垃圾极易腐烂，
那令人窒息的的恶臭气味，每个人都能想象出来。但是，大
嫂为了家属院里空气的清新，比平日打扫得更勤快了，她尽
量不使垃圾箱积攒垃圾，在呛人的臭味中，她一点一点地从
垃圾箱掏出垃圾，有些人扔垃圾袋时垃圾散了，大嫂只好用
笤帚再慢慢地清扫出来，有时瓜果腐烂得臭汤乱流，她只好
用个大瓶子在门房接来清水仔细冲洗，由于大嫂的辛苦，家
属院的夏天，才不像有些单位那样臭气熏天。

秋天，秋风四起、树叶飘零，满院子都是泛黄的树叶，而且
常常是前面打扫，后面就又是一地落叶，因此，大嫂有时得
打扫好几次。秋风将许多细小的'落叶刮进草坪中、绿篱里，
那打扫起来，可真不亚于过年打扫炮衣的艰难。这时，大嫂
又会拿出它的铁耙子，一点一点将那些落叶耙出，又一躺一
躺送到垃圾场。

我住的家属楼位置居中，楼前楼后的好几处垃圾点，看得清



清楚楚，这么多年，在高高的六楼，无意和有意看见大嫂打
扫卫生的身影，总有莫名的感动，我甚至到现在还不知道她
的姓名，但是每次下楼，看到干干净净的家属院，清清爽爽
的草坪和绿篱，走在没有杂物的路面，脑海里总会闪现大嫂
的身影。这一点粗劣的文字，就算是献给这位平凡的，但却
为我们创建了美好环境的大嫂的一份礼物吧!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持环境的卫生，都来珍惜大嫂的劳动成
果。

我大嫂的妈妈叫篇四

上星期三放学后，像往常一样，我和爸爸在楼下玩，妈妈在
家做饭。突然楼上传来妈妈焦急的喊声。我和爸爸赶紧跑上
楼，只见妈妈一脸痛苦的`表情，左手紧紧地握着右手的大拇
指，鲜血滴滴答答地从指缝里流下来。原来，妈妈为了烧我
最爱吃的土豆丝，大拇指不小心被刨刀刨去了一块皮。妈妈
的手严重受伤了。

因为医生嘱咐妈妈的手不能碰到水，所以这几天我们家
的“角色”变化非常大。以前妈妈“买汰烧”的工作都归爸
爸干了。吃过饭，爸爸还要洗碗、收拾。老爸干家务可不太
利索，烧完饭后的厨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被小日本打砸的
抢过似的；擦过的地面仍是油晃晃的一片，一不小心我就摔
个四脚朝天。我和妈妈一致认为“该同志严重缺乏锻炼，需
今后多多参加劳动改造”。而以前辛苦忙碌的妈妈，现在的
待遇可是“女王级”的，不但可以翘着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嗑瓜子啦！连洗脸、洗脚都是我和爸爸伺候，还时不时地指
导一下我那手忙脚乱的老爸。

瞧，这就是我们一家子。如果你这几天来我们家的话，就可
以看到这个有意思的“故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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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嫂的妈妈叫篇五

我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大嫂，我的大嫂皮肤黑黑的，
身高一米六左右，头发挺长的。但我的大嫂有着一个爱好，
那就是画画。

我的大嫂是位美术老师，可我以前还以为她是为画家，我觉
得她画的画很美，但当我知道事实的时候有些惊异，于是大
嫂告诉我他画画是因为她喜欢画画：听大嫂说她在小时候看
了一幅姐姐画的仙女，就对画画产生了兴趣，一直坚持到现
在，才能画出现在的画。大嫂还一直在寻找学习的机会，他
觉得每次学习都是不能错过的。就在前两年，大嫂学习了插
图，才画出了《小蚂蚁历险记》和《离家出走的拖鞋》，大
嫂做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她的梦想——画出一本能让全世界儿
童感受到快乐和营养的绘本。

大嫂为了实现梦想在一年前开始学习绘本，恰好，信谊图画
书奖第五届开始报名了大嫂她报名了图画书奖，373本作品，
在第一轮淘汰，仅剩39本，17本图画绘本，22本文字创作，
令人高兴的是，我的大嫂入围了！又过了将近两个月，又公
布了一件更令人高兴的事情——我的大嫂入围决审了！



凭大嫂这股努力劲儿，我相信她一定能实现她的梦想。梦想
再大，也不会觉得大，梦想在小，也不会嫌他小，只要努力
了，就会有收获。

我大嫂的妈妈叫篇六

我的大嫂，一个副军级的军转干部，在我们家里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因为她是我们的主心骨，她是我们的安心丸，也
是我们的顶梁柱。

在石家庄高级军械学校我哥哥和嫂子相识、相知、相爱走到
了一起，从此我们在哥哥嫂子的关爱和帮助下，积极工作，
事业有成，家庭和睦，成为了青岛市最美家庭。

大嫂是一个十分简朴的人，记得妈妈说过，她的一个床单竟
然有十八个补丁也不舍得扔掉，我的妹妹去北京看我侄女的
时候，老家捎去的芸豆因为时间长了，都不新鲜了，皮老失
去水分不能食用，可是嫂子却剥开芸豆皮，拣出里面的豆，
再炒着吃。然而，对于家里需要帮助的`人却慷慨解囊。记得
大嫂给我们兄弟姐妹的三个孩子报名参加了一个潘郑学习班，
光学费就交了27000元；还记得我们村一个得了癌症的农村妇
女找我哥哥联系住院的时候，嫂子二话不说，资助她元；前
年我们村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因为子女不孝，没人照顾，哥
哥嫂子得知后，马上拿出1000元送给这位老人。这样的事例
枚不胜举，她总是为自己想的少，为亲人想得多。

大嫂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尤其是婆媳关系处理得最好。我为
能有这样一位好嫂子而感到高兴。听说嫂子病了，在此我衷
心地祝愿嫂子早日康复，好人一生平安。

我大嫂的妈妈叫篇七

我的大嫂是本地人，有着丰腴的身材，更有着细腻通透的白
皮肤，黄色头发下面涂着红色的唇膏像燃烧的火唇，性感又



多姿。我哥哥怎么能不被迷住。

我大嫂的脾气发飙的时候像老虎，喜欢动手动脚的。眼神恶
煞，像要吃人，听别人说过年那段时间，她还和人家大打出
手身为一个女人，真是有失形象，再大的事情不在至于打起
来。还有一次，她在大街上很多人的面，骂我妈妈还骂我爸
爸，还说过永远不要回来了。但是过了几分钟，还是回来了，
但是把我们看得像仇人，家里的生意，大小事务，她都毫不
放在眼里，他们夫妻呆在房间几天，到吃饭时间就下来，更
把我们当透明的，问都不问。我就生气极了，为我亲生父母
非常不服气，然后我就把饭收起来，有本事你自己做，不认
错还像吃饭。她骂我：“我跟妈吵架关你什么事？你就是疯
婆。”。我就回答：“因为我是她亲生女儿。”我再跟她吵，
她就起身像打人，然后哥哥阻止了。哥哥还说：“她有什么
错？”我们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哥哥不是亲生的，所以他就
是向着自己的老婆的。

我大嫂还是一个懂得孝顺父母的人。她每个月都会把一半的
工资给自己亲生父母，剩下的钱存起来，有时候还会给我妈
妈买礼物。所以经过那次吵架，他也是有一些改变的，即使
我再讨厌她，也要表现很喜欢的样子，因为我不想弄得家庭
破裂，这是父母不想看到的想，我更不想看到。大家住在一
起只能相互包容，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我必须学会
放下那些恩怨，父母才会过得好。

这就是我大嫂，希望她真的是在改变，我就安心了。

我大嫂的妈妈叫篇八

大哥一心扑在事业上，也没个官架子，更不占集体一点儿便
宜，群众都给他操心着呢。大家说，谁家姑娘有眼光，不嫌
平安是光棍，那可是个好象呢！

高塘村有个姑娘叫瞀乱，年方17，正上高小，家里三兄三弟



一个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却又生下个她，就起了这么个
不太雅的名字。他妈为了给六个儿子问媳妇，早就把女儿卖
了。瞀乱14岁时，以六石麦的彩礼许给了刘早村。婆婆家缺
人手，让瞀乱早点过门。瞀乱舍不得辍学，母亲也嫌娃太小。
就这，婆家不悦意了，提出退婚。

村里人一眼瞅定，瞀乱是给平安世就的媳妇。

瞀乱中等身材，圆脸大眼，留着当时农村姑娘中很时髦的短
帽盖头，挺精神。她也很聪明，不张狂，短言语，爱念书。
面对妈这一回要给她找的对象，她也不想说啥。她也知道人
家振海是个红人，可就是……可就是……年龄有点大呀。她
不敢给妈说自己的弹嫌。

哪有做妈的不知道女儿的心呢？妈就是看上了平安这个好象。
为了这桩婚事，妈去明月寺抽签，“神”果然说嫁到这儿，
一辈子不缺吃不短穿不受穷。妈回来劝女儿说，再不敢弹嫌
了，啊！

当时农村已经行开了“见面”。瞀乱由妈领着来到我大哥家。
然后两家大人坐下喝茶说话，让两家的孩子到一间房子去谈
一会话，这就叫“见面”。平安大不咧咧的，瞀乱老低着头，
两人一句话也没说。临别时，他掏出一对镯子给她，说你要
是愿意了，就先把镯子接住。过后还得还给人家，那是借的
呢。

瞀乱还就把那镯子接了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