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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先生告诉记者， 每年五六月

份，无锡都会举办寻亲大会，他打算

这段时间再去无锡参加一次寻亲大

会，希望寻亲大会上可以找到一些关

于自己亲生父母的线索。

“我现在已经 50多岁了，不知道

亲生父母是否依然健在，如果健在的

话可能已经 80来岁了，我不为别的，

只是想见见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看一

看自己的出生地点，这是我一辈子的

梦想。 现在我经营生态经济种植林，

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宽裕，有能力寻找

远在南方的父母。如果真的找到亲生

父母的话，如果那边的条件不如我这

里， 我可以给亲生父母一些资助，如

果条件比我这里好，我也不会贪恋富

贵，依然会回到鹤壁生活，毕竟这里

才是我几十年生活的地方。 ”侯先生

对记者说。

张学亮告诉记者， 在给别人寻

亲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惑，

“有些证据表明是亲生子女， 父母却

不愿相认，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有

南方的兄弟姐妹害怕有财产纠纷的，

也有担心户口迁移的， 这些因素成

了寻亲路上的障碍。 其实， 我们寻

亲的想法很简单， 主要目的是为了

知道根在哪里， 想在有生之年能报

答亲生父母的生育之恩。” 张学亮对

记者说。

上世纪 50 年代末，我市接收了一批“上海孤儿”，如今他们思乡心切

“上海孤儿”遥望家乡寻亲人

□晨报记者 渠稳 秦颖

5 月 13 日，记者来到市民政局，咨询了民政局社会事

务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确实听过以前有这种情况，

但是 1960 年以后民政和公安等部门都进行了比较大的结

构调整，许多资料几经整合已经不在民政局了。目前，民政

局所存的文件多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相关资料。 民政

局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前往市档案馆翻查一下。

5月 17日，记者来到市档案馆。 档案馆的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在她的印象中，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鹤壁的

确接收了一大批“孤儿”，但是这些孤儿的信息恐怕现在已

经没有了。

工作人员随后帮记者查找了市民政局 1959 年 3 月 12

日的《我市流散人员遣派工作》档案以及《市民政局关于

1965 年民政收容人员优抚工作的报告、要点、通知》档案。

记录显示 1959 年全市共收容流放人员 2311 人，多是来自

浚县、滑县、汤阴、安徽、濮阳等地，而且多是青年人。 而

1965年信息显示收容的人员多是学生，并没有看到任何关

于“上海孤儿”的详细信息。

“这两年确实陆续有当事人来到咱们档案馆，希望能

查到当时的情况，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关于‘上海孤儿’

的信息我们这里查不到，我们需要知道接收这些‘孤儿’的

相关单位信息才能查阅。 ”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过努力，记者找到了几位“上海孤儿”。 高先生，1968

年被养母从无锡抱到了鹤壁，“我来鹤壁时已经 6 岁了，因

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成分不好，亲生父母担心我这个

最小的孩子经受不了打击，一咬牙把我送给了鹤壁的养父

母。 由于当时年纪小，只是记得父母对我说让我到河南吃

白面馒头，我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养母来到了鹤壁。 ”高先生

对记者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先生才意识到是被亲生父

母遗弃到了鹤壁。由于语言、生活习惯不同，高先生一直长

到十四五岁才融入了鹤壁的新生活，后来在煤矿上做了一

名技术工人并娶妻生子，随着改革开放现在的高先生在山

西当上了煤老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与高先生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家住福源小区的蔡女士，

蔡女士告诉记者， 她的祖籍在上海， 由于上世纪 60 年代

“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她刚出生不满一岁，父母双双饿

死了，她在上海的福利院生活到 5 岁，由于福利院无法承

担日益增多的孤儿，于是就和上百名孤儿坐着北上的火车

来到了鹤壁，在养父的抚养下渐渐成人，并和一名同样是

来自上海的孤儿结婚并育有一个女儿，现在的蔡女士已经

有了一个 10 岁大的外孙子。“我父母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

不在了，在上海其他的亲人也找不到，所以我也不愿意再

回上海了。 ”蔡女士对记者说。

采访中，高先生告诉记者，像他和蔡女士这种因为经

济、政治等原因来到鹤壁的孤儿还有很多。 由于上世纪 60

年代档案管理制度的不健全，记者无法考证鹤壁现在到底

有多少名“上海孤儿”，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仅鹤山

区后蜀村就不下 20 人，这些“上海孤儿们”有的开了养鸡

场，有的在山区搞起了生态经济种植林，有的做起了生意，

有的已经步入仕途，可以说他们已经融入到了鹤壁这座城

市，成为了为鹤壁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力量。

根在江浙地区，长大后的

很多“上海孤儿”开始了他们

漫长的寻亲之路，说起他们的

寻亲之路， 充满了各种艰辛。

高先生告诉记者，他 6 岁就被

养母接到鹤壁，由于年龄小已

经记不清亲生父母的具体家

庭住址了，“我当时只有一个

模糊的印象，多次向养父母询

问具体的家庭地址，养父母都

遮遮掩掩不肯告知。当时家里

穷没有钱坐火车，为了寻找亲

生父母，我多次扒火车往南方

跑， 当时鹤壁还没有火车站，

我就步行到汤阴，只要是见到

往南方去的火车我就上。有一

次，坐错了火车直接被拉到了

哈尔滨，当时正值冬天，我差

点冻死在那里，幸好有一位姓

杨的老大爷救了我，还给我买

了一张从哈尔滨到安阳的火

车票。 ”高先生对记者说。

高先生告诉记者，虽然寻

亲之路充满艰辛，但是他的寻

亲梦想从来没有中断过。“上

世纪 70 年代， 我上初中二年

级时， 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从

养母的床底下扫出一封几年

前从江苏无锡寄来的信，我偷

偷打开信才发现那是我亲生

父亲给我写的信，由于养父母

担心我离开他们，故意把信件

藏了起来。我得到这封信后偷

偷记下信上的地址，开始了我

南下寻亲的旅程。”高先生说。

后来高先生经过一个多星期

的奔波，终于来到了位于江苏

无锡西山区的亲生父母家中。

当时我已经十多年没见过亲

生父母了，看到日思夜想的亲

生父母， 我们紧紧拥抱在一

起，母亲搂着我眼泪一滴滴往

下掉。 ”高先生哽咽地对记者

说。

虽然高先生的亲生父母

一次次挽留，但是高先生没有

打算留在无锡。“我找父母是

为了了结心中的一个夙愿，因

为鹤壁还有我的养父母，他们

抚养了我十多年，我应该尽孝

道，而且我也已经习惯了鹤壁

的生活。 ”高先生对记者说。

2008 年 9 月 9 日， 中央电视台

二套《生活》栏目摄制组来到我市，

对“上海孤儿”胡称心的寻亲经历进

行了采访。

胡称心，1965 年因为家庭食不

果腹， 被养父母从江苏常熟的一家

社会福利院抱养到鹤壁山城区石林

镇西寺望台村，上世纪 90年代，胡称

心了解到她的身世后， 从 1999 年开

始和丈夫张学亮坐上了开往江苏的

列车，开始了长达 6年的寻亲之路。

胡称心和丈夫张学亮通过江苏

当地的报纸、 电视台等媒体刊登寻

亲启事， 并在他们的轿车车身上喷

上了寻亲的标语， 终于在 2005 年 5

月， 在江苏常熟虞山镇宝岩村找到

了她的亲生父母。 亲人相见，胡称心

和她的亲生父母相拥而泣。 胡称心

寻亲的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后，

胡称心和他的丈夫一下子成了鹤壁

的名人， 很多一心想找到父母却苦

于没有线索的“上海孤儿”纷纷找到

胡称心的家中， 委托他们帮助寻找

南方的亲生父母。

2011 年 5 月 14 日， 记者来到

了石林镇西寺望台村， 希望能见到

胡称心夫妇， 在村头胡称心的丈夫

张学亮接待了记者。“我媳妇的侄女

出嫁， 她坐飞机回常熟的娘家参加

婚礼去了， 自从 2005年找到亲生父

母后， 我们逢年过节都会回老家看

看父母。 ”张学亮对记者说。

张学亮告诉记者，自从他们找

到亲生父母后， 已经陆陆续续帮助

10 多个“上海孤儿”找到了远在南方

的亲人。“不仅是我市的来找我帮忙，

连郑州、 洛阳等地的也找我帮忙寻

亲。 去年郑州荥阳的一位姓侯的女

士， 通过我找到了远在常熟的亲人，

看到他们能合家团圆，我也替他们高

兴。 ”

在记者采访张学亮时，家住鹤山

区后蜀村的侯先生恰巧来到张学亮

家中，希望张学亮能帮助他寻找远在

江苏无锡的亲生父母。“我和姐姐都

是从江浙地区抱过来的孤儿，以前养

父母还健在，因为怕养父母知道我有

寻亲的想法而伤心，所以放弃了寻亲

的念头。现在，养父母都去世了，我才

重新燃起了寻亲的念头。我只是听养

父母对我媳妇说过，我的亲生父亲姓

徐，出生地是江苏无锡市，其他任何

线索都没有。今年我曾到无锡去过一

次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听说张学

亮已经帮助十多个人找到了亲人，所

以希望这次张学亮可以通过他的关

系网帮助我找到一些线索。 ”侯先生

对记者说。

侯先生告诉记者，他上次去无锡

的时候，听江苏无锡东湖坛镇东升大

队户籍民警蒋金标说，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从无锡到河南的“上海孤儿”不

下 2000人，“我也对我们后蜀村附近

的一些村庄进行了了解，我发现龙宫

村、后蜀村、大闾寨等几个村就有‘上

海孤儿’四五十个，从上世纪八十年

代开始已经有人找到了远在南方的

亲生父母。 ”侯先生对记者说。

◆“上海孤儿”相关档案难觅

2011年 5月 12日，年近 40 岁的周先生和妻子来到报

社， 欲通过报纸寻找家在江苏无锡的亲生父母，“1972 年，

我出生还没有满月， 就被现在的养父母从无锡接到了鹤

壁。 现在，养父母都不在了，我想寻找远在无锡的亲生父

母，以圆我的‘归根’梦想。 ”周先生满含伤感地对记者说。

◆“上海孤儿”在我市成长成才

从 1 9 5 9 年开始，中国各地均陷入不同程

度的粮荒，长江下游的上海、江苏等地区由

于人口稠密，尤其受到粮荒影响。 在江苏、浙

江许多农村， 家庭所分配到的粮食定额，已

不能满足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求，在这种情

况下，许多家庭选择将年幼子女遗弃到城市

的各类福利机构，但这些福利机构已经无力

抚养这些弃婴。

从 1 9 6 0 年开始，河南、山东、山西等省

陆续接收了江南地区转移来的 5 万余名弃

儿。 而从长江下游的上海、江苏等地区来到

北方地区的弃儿，统称为“上海孤儿”。 现在

这些已经落户到全国各地的“上海孤儿”都

已步入中年，时间的变迁，让他们回家的路

变得不可捉摸。

心提示

核

◆南下寻亲之路充满艰辛

◆他们帮助 10多个“上海孤儿”找到亲人

◆寻亲只为知道根在何方

侯先生手拿去无锡的火车票，他准备前往无锡参加那里举行的寻亲大会，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他心中的夙

愿。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