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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80 岁的阜南农村老太，他是曾经的上海知青。 因为 40 多年前的知青生

涯，这两个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建立起了一份特殊的“母子情”。

42 年前，每一次在他饥肠辘辘的时候，她用家里仅有的白面让他填饱了肚子；回

城后，他始终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个“儿子”的承诺。现在，她老了，他也进入了花甲

之年，但这份母子之情却仍在继续。

老太要表扬“儿子”

1 月 17 日，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鹿

城镇城西社区的居民骆海庆来到同村老

人杨秀芳家串门时， 发现她家里新添了

一台大彩电。

“我儿子儿媳怕我冬天晚上没事可

干，就给我送了一台大彩电，说是让我解

闷。 ”80 岁的杨秀芳这样告诉骆海庆。骆

海庆知道， 杨秀芳老两口只有两个已经

出嫁的女儿，她口中的“儿子”，是四十多

年前下放到这里的知青顾炎榆。“我听长

辈说过，当年因为杨秀芳的帮助，顾炎榆

才不至于挨饿， 后来两人就认作了母

子。”骆海庆告诉记者，顾炎榆回城后，一

直没有忘记当年一饭之恩， 四十多年来

一直坚持照顾老两口。

“除了每月送钱，老人家里的物件也

都是他添置的。”这次骆海庆去杨秀芳家

后，老两口拜托他一件事情。“杨秀芳说

当初只是给了顾炎榆一口饭吃， 他就坚

持照顾了自己四十多年， 现在又送了大

彩电，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不知该怎么

表达感激之情的杨秀芳想到了把这件事

反映给媒体。“老人家年纪大了，不懂如

何与报纸联系， 就拜托我来反映一下这

件好人好事， 说一定要表扬表扬自己的

‘儿子’。 ”

三年饭结下母子情

杨秀芳家里的墙上挂着一个老式的

玻璃相框， 里面摆放的不是自己和老伴

的照片，而是顾炎榆一家人的照片。“我

每天都会擦这个相框， 不会让它沾一点

灰尘。 ”在杨秀芳的记忆中，她与顾炎榆

的母子情诞生于 1969 年那个贫瘠的年

代。

当时顾炎榆只是个刚满 18 岁、从大

都市上海来到阜南县农村“锻炼”的小知

青，不会干农活，常常饿肚子；住在顾炎

榆屋前的是 38 岁的村妇女干部杨秀芳

一家。

杨秀芳说， 刚来到农村的顾炎榆身

体壮，胃口大，但是又吃不惯当地农村的

杂粮，经常喊饿。

一天，杨秀芳磨了点白面，下了几根

面条，准备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吃。顾炎榆

循着面条的香味而来，他说：“大娘，我好

饿。”结果那天顾炎榆把锅里的面条吃得

一根不剩。“我跟女儿说，人家是来支援

国家建设的，我们几根面条算啥。 ”

善良的杨秀芳见顾炎榆总是吃不饱

饭，每天一到吃饭的点儿，便会去屋后叫

上他，时不时给他下一碗面条，就这样管

了顾炎榆三年的饭。杨秀芳告诉记者，当

时农村普遍穷困，自家条件也不好。“一

家四口人，村里一年只发 12 斤小麦。”自

己的两个女儿看着磨好的白面， 常嚷着

要吃。“有时候扛不过女儿，我就数着根

数下面条，让女儿过过瘾。 ”丈夫孙玉启

默默地用行动支持着杨秀芳， 本来就不

大的饭量又小了不少。

“那么大一小伙儿，我不能看着他受

饿不帮助。 一顿饭咱自家人省省也就出

来了，小顾不嫌我穷，认我做了干娘，我

已经心满意足了。 ”杨秀芳对记者说，小

顾对她一家一照顾就是四十多年， 自己

感动之余不知道该怎么回报， 就寻思着

通过报纸“表扬表扬”他。

年过花甲恪守孝道

退休后， 顾炎榆一直和妻子朱纲珍

住在阜阳市，他们俩也步入了花甲之年。

“大娘对我有恩。 ”回想起当初的时

光，顾炎榆忍不住感慨起来。“我在村子

里待了多久，大娘就管了我多久的饭。我

亲妈离我远，管不着我，大娘就把我当做

亲儿子来疼。 ”三年之后，顾炎榆要离开

小村子去淮北的煤矿。得知消息的当晚，

顾炎榆认了杨秀芳做干娘， 母子俩抱头

痛哭了一场。“我对大娘说，这辈子我都

会把她当亲娘对待，我就是她的儿子，给

她养老送终。 ”

1973 年夏天，顾炎榆拿到了自己的

第一份工资， 有了能力的他开始履行自

己作为儿子的责任。杨秀芳还记得，顾炎

榆在淮北工作时，到阜南得转好几次车。

“他说食堂的卤肉好吃，为了带点给我尝

尝，一次买了好几斤，一路经过萧县、淮

北、阜阳拎过来，到家时我看到他的手上

已经全是塑料袋的勒痕。 ”

1981 年，顾炎榆把新婚的妻子朱纲

珍带到了杨秀芳家。“我老婆特别支持

我，有时候我忙，她就替我去看老人。”顾

炎榆告诉记者， 两人结婚后就生活在阜

阳市，曾经多次劝说二老离开老家，和他

们一起过日子。“但是两个老人家都说过

不惯城里的日子， 只住了一天就执意要

回去。 ”既然这样，顾炎榆只好和妻子更

频繁地往阜南“老家”跑。

“家里的电器、羊绒毯、棉衣、食物都

是小顾一家给买的。 ”杨秀芳回忆，农村

的冬天特别冷，去年 9 月份的时候，儿媳

朱纲珍背着一大床羊绒毯和一堆食物来

了。由于班车只到村口，朱纲珍一个人费

劲地将羊绒毯背到家时， 穿的衬衣已经

被汗水打湿了。“小朱说小顾在忙，又担

心农村天冷得快， 就赶紧给我拿床羊绒

毯来。”杨秀芳看着这个已经 60 岁的“儿

媳”，心疼得不知道怎么表达。

今年 1 月 20 日， 安徽全省突降大

雪，阜阳也不例外。想到一下雪村子里路

不好走，老人家没处买菜，顾炎榆夫妇早

早地起了床， 乘最早一班车冒雪赶到老

人家里，不仅带去了棉衣、棉鞋，还给老

人带去了够一个星期吃的菜。

要为老两口养老送终

朱纲珍告诉记者， 当年自己在阜阳

市某招待所当服务员时认识了丈夫。“他

来住店，告诉我要回乡下看干娘。 ”顾炎

榆和杨秀芳的故事打动了朱纲珍，她说：

“是我老公的亲人， 也就是我的亲人，我

要和老公一起尽孝。 ”

“我的亲生母亲如今在上海，由我哥

哥姐姐照顾。 ”顾炎榆说，相对于有儿有

女的亲生母亲， 杨秀芳老两口更让自己

放心不下。“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

了，如今老两口是村里的五保户，我们不

照顾他们，谁来照顾呢？ ”

这段“母子情”持续了四十多年，如

今，杨秀芳已 80 高龄。老人年纪大了，身

边需要人陪，顾炎榆说，他们夫妻俩都退

休了，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老两口。他和

妻子早就商量好了， 会一直留在阜阳直

到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朱纲珍说， 自己的女儿也 31 岁了，

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女儿曾经提过让

我们回上海， 但是农村的奶奶更需要照

顾。 ”朱纲珍告诉记者，虽然她和丈夫的

家人都吃过杨秀芳的“醋”，但都支持他

们，对他们留在阜阳也表示理解。

“老人家到了这把年纪，最看重的是

身后事，作为他们的儿子，我会一直陪伴

他们，直到把这事办妥，不然不会回上海

的。 ”顾炎榆表示。

母慈子孝有好口碑

四十多年的“母子情”传开后，曾有

当地一些媒体向顾炎榆和朱纲珍提出采

访，但大多被顾炎榆拒绝了。“我和大娘

之间早就有了亲人一般的感情， 这种感

情深入骨髓，做这些再正常不过了。 ”他

说， 自己只想低调地做一个儿子该做的

事。“尽孝道就是我该做的事。 ”

杨秀芳却觉得， 儿子儿媳的照顾让

他们老两口过意不去， 于是谢绝了请他

们去阜阳市共同生活的建议，“小顾一家

和我太贴心了， 我们不能再给他们添麻

烦。 ”

今年 74 岁的李国进住在杨秀芳家

隔壁，他告诉记者，当年杨秀芳在村里是

干部，虽然一字不识却通情达理、朴实善

良，“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帮助人。 当时日

子苦， 杨老太一家四口人的粮食都紧巴

巴的，还要养小顾，总说这也是支援国家

建设，她这是好人有好报。 ”

“小顾是真正的知恩图报。 ”骆海庆

告诉记者， 顾炎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

回阜南乡下，照顾老人，完全是用对待自

己亲身父母一样的感情在尽孝。 (新安）

顾炎榆已经尽孝几十年。

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