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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张佑国的父亲被打
成右派，在去“改造”的前一天晚上，
他把12岁的佑国悄悄叫到身边，递给
他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你不
是我亲生的，你的亲生父母叫……”
张佑国刚看个开头，母亲就走过来
了。父亲一把抓过信纸，撕得粉碎。

“想问不敢问，怕惹母亲生气。”
40多年来，张佑国一直困惑着。这段
从洛河边到西湖畔、跨越半世纪的分
离，直到近日才终于结束，血脉亲情
得以相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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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聚焦

张佑国回杭州探亲时和亲人照的全家福 （记者翻拍）

姜堰、扬州泰
州

洛
阳盐城、南通
63761665 13592017345上海 洛阳

一运洛沪
65380381

13938813182

63611383 13598171827
洛阳帅君物流

江苏全境
常州
无锡

洛阳 合肥安徽全境
64545738 15137988116

上
海15837999911 63610323

洛
阳
五洲货运

广
东62350686 62350687

洛
阳
凯安物流 阳博物流

专线往返 淄博洛阳
北
京

洛
阳

至达物流

63761891 13346985177 63611516 18939005877

洛
阳

内
蒙

东

北
联众物流
三方物流

出租轮式重夯机（一至三米）

洛阳 云贵川渝专发

13937956894 63096518

天
津

洛
阳

通华物流

63765666 13233790205

物流专栏
专栏热线 :0379-63330377

53年前，年仅3岁的他被送人抚养，后随养父母从杭州来到洛阳；
如今，在邙山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他终与血亲团聚

一别半世纪 亲情今再续

“文革”期间，父亲三次被打为右派又三次被平
反，张佑国无暇顾及身世之谜，但他一直还留意着这
方面的蛛丝马迹。

他曾观察过父母的容貌，发现自己跟谁都不太
像，眉毛差别尤其大：父母的眉毛很稀疏，而他的很
浓密。他还旁敲侧击地问过母亲，但每问一次，母
亲就生气一回，而且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越是怀疑，能找到的疑点就越多。而此时，一个人
的出现让张佑国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可能并非亲生。

张佑国的父母早年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曾收养
过一个儿子，是张佑国父亲的战友家的孩子。当
年搬家时，这个孩子已经20岁了，留在杭州上大
学，没有跟随他们来洛阳。“文革”期间，双方断了
来往。

有一年，大哥来洛阳探亲。见面后，大哥对他有
着非同一般的好，他也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
殊的亲切感。再加上大哥是父母收养的，张佑国就
此认为，自己很可能也是被父母收养的。

“你看，这是我大姐，这是我二哥，这个是我小
妹。我和我舅舅长得挺像吧？”刚从杭州探亲回来，
56岁的张佑国像个孩子一样，拿着全家福逐个给洛
阳晚报记者介绍。

看着看着，他突然沉默下来，眼中泛起泪花。
身世之谜虽然解开了，但张佑国心里说不出是

什么滋味，特别是对已故养父母的感情，一下子变得
那么特别。“我是在比他再大一点儿时跟着父母来的
洛阳。”凝视着4岁的孙子，他的思绪回到了50年前。

1964年，因父亲工作调动，6岁的张佑国随家
人从杭州迁到洛阳。说着一口江浙话的小佑国格
外受邻居们喜爱，大家都喜欢逗他说话，并亲切地
称他“小蛮子”。

张佑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是在上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一天下午放学，他和几个小朋友在玩耍时发生了
不愉快，同学的弟弟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是你爹妈
亲生的，你是抱来的！”张佑国气得哭着跑回了家，并
向母亲求证：“妈，他们说我是抱来的，是真的吗？”

“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母亲听后勃然
大怒，连问了三遍。她领着张佑国到那个同学家
里，不但跟对方家长大吵了一架，还抬手要打那个
小孩。

最终，对方家长让孩子当面道歉，事情才算了
结。回家后，母亲告诉张佑国：“小孩子胡说八道，
你别相信。”

这是张佑国第一次见母亲生这么大的气，虽然
心中有疑问，但他吓得不敢再问了。

张佑国的父母都是河南人。父亲参加过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是陈毅的老部下。调到洛
阳工作后，单位给他的待遇极为优厚。也正是因为
这个特殊身份，“文革”期间，张佑国的父亲被打成
右派。

1970年冬日的一天，张佑国一家接到通知，第
二天要让父亲去上“学习班”。那是个要遭受批斗、
侮辱、刑讯逼供的地方，全家人一下陷入恐惧。

晚饭后，12岁的张佑国被父亲悄悄叫到身边。
父亲歪头看了一眼正在里屋忙碌的妻子后，拿过一
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递给张佑国。

“你不是我亲生的，你的亲生父母叫……”接过
信纸后，张佑国一个字一个字认真读着，刚看了个
开头，母亲从里屋走出来。父亲见状，一把抓过信
纸撕得粉碎。第二天，父亲去上“学习班”了，信纸
上的内容，张佑国再没机会问了。

难道别人说的是真的？我真是父母抱养的？
经历了这两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后，身世之谜悄
然“种”在了张佑国的心底。

张佑国的父母曾生育过两儿一女，但都不幸夭
折。有了他以后，父母再没有要孩子，这让张佑国成
了那个年代里屈指可数的“独生子”。从小到大，父
母对他百般宠爱，没有让他受过一点儿苦。

初来洛阳的那几年，张佑国不习惯吃面食。为
了能让他吃好，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弄到大米，每次出
差回来宁肯啥也不带也要背上一旅行袋的大米。

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连布鞋都穿不上，他则穿
着小皮鞋来回跑着玩。

童年的一幕幕不断浮现在张佑国的脑海里。虽然
意识到自己可能并非亲生，但他不想再去深究，因为他
怕有一天，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幸福会离他而去。

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跟着张佑国生活。为了
不让母亲生气，对于身世的事情他始终闭口不谈。

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告诫自己：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一定要好好孝顺老人。

2007年，母亲身体的器官出现衰竭，只能回家靠
药物维持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张佑国一直白天
上班，晚上回家尽心伺候老人。

夜里，张佑国就睡在母亲身边，陪她聊家常，从
小聊到大，从南聊到北，他多么期盼母亲能亲口告诉
他真相。但是很遗憾，老人直到临终前，也没有说出
实情。“我知道，她是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看的。”张
佑国说。

自此之后，张佑国对自己的身世之谜看得也不
那么重了，他计划等退休以后，自己再去杭州慢慢寻
亲。可是，一个来电，改变了这一切。

（下转A23版）

大哥探亲，让他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可能并非亲生

离别之际，母亲也没有告诉他真相

身世之谜，一直藏在他心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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