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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奇迹：

金榜题名、大难不死、一夜暴富、破镜

重圆、老来得子、枯木逢春……正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生命中的奇迹是什么？欢迎拨打

13383792808提供线索，洛阳晚报

记者将帮你重现神奇时刻。

口拙的人，往往内秀。杨晓艳丰富
的情感，不逊于任何文艺女青年。大概
从小叔子去世的那年起，她感慨生命无
常，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诗。写诗的时
候，浑然忘我，没有病痛，没有烦恼，她
感到很愉快。

她丈夫也不爱说话。两口子在一起，
不怎么聊病情，要么陪女儿写作业，要么
一起读杨晓艳写的诗。

“人于绝处勇攀登，笑对长天轻死
生。惯看霜华宜静默，便经凄雨亦从
容。星沉月落晓将近，水尽山穷境自明。
一路轻歌终不悔，阴云尽出是晴空。”这
是夫妻双双病倒、境况最艰难的时候杨
晓艳写的诗。

这样豁达、乐观，自有人欣赏。她的
诗词，陆续在《中国国学史》《洛阳诗词》等
刊物上发表。

去年8月，洛阳诗词书法文友会的几
名文友，了解到杨晓艳的情况，很佩服。
萧建壮、老陈、李三堆等人，鼓励她出诗
集。杨晓艳从没想过能出书：“我没钱、没
人脉，怎么出书？”文友们说，你别管，这事
儿包在我们身上。

文友们凑了一笔钱，找了一家印刷
厂，帮杨晓艳出了500册诗歌集，收录了
她数年来创作的几百首诗词，取名《镜花
集》。绿色封皮的诗集送到杨晓艳手里，
她惊喜万分，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曾觉得自己命苦，不敢奢谈什么梦
想，只求安稳地多活几天。谁知梦想自动
上门，而且美梦成真。

现在的杨晓艳，已能安享教书之乐，
她琢磨了许多方法，比如叠纸鹤鼓励学生
求学，与学生拉近距离，提高教学质量。

“收藏家周建立先生资助了我5000元，他
不求回报，只希望我在有能力的时候帮帮
其他人。”她说，当个好教师，把书教好，是
她所能回报社会的。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性子急的人跟杨晓艳聊天，大概会
感到煎熬。你问三句，她说不了一句，
那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
遮面”。

与内向的人坐在一起，沟通场景就是
“此时无声胜有声”——你腼腆、不爱说
话，她比你更忸怩拘谨，沉静到令人不安。

还好她身材高大，存在感很强，令人
难以忽略，而且容貌秀丽，眼里总像含着
泪，让人有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所以喜欢
她的人很多。

76岁的洛阳老汉李三堆，只是读过她
写的诗句，听说过她的故事，便一遍遍拨
打本报的热线电话，让记者采访她。他说，
这个女人的命太苦了，可她写出的句子太
美了！

杨晓艳家住孟津县会盟镇，她是油坊小
学的数学教师。她今年37岁，父母都是老实
巴交的农民。

教书，起初不是她的选择。她父母认为
女子当教师很稳妥，于是，她在洛阳的大学念
了师范专业，走上了教师岗位。

讲课全凭一张嘴，杨晓艳不善言谈，
纵有满腹经纶，也是难以表达，教学成绩
一般，学生也不听她的话。有很长一段
时间，她郁郁寡欢，感觉自己不是教书的
料，想改行。

爸妈不许她改行。老两口的观念比较传
统，劝女儿：女人嘛，有一份能糊口的工作就
行了，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经事儿。

于是，杨晓艳早早就结婚了。对方人
品好，家境也不错，父母双全，还有一个弟
弟——在庄户人看来，这是好事，嫁给有兄弟
的人，赡养公婆的责任有人分担。

丈夫很爱杨晓艳。2003年，他们生了一
个可爱的女儿。养育后代的充实感，冲抵了
事业上的不顺心，杨晓艳很知足。

生活要是没有一点儿波折，就不叫生
活。2005年，杨晓艳的小叔子英年早逝。公
公瘫痪在床，婆婆伤心过度，精神恍惚。

杨晓艳婚后一直与公婆住在一起，婆
媳关系不错。她可怜小叔子，更心疼公婆，
于是加倍孝敬公婆，期望冲淡他们丧子的
伤痛。

哪知她还没来得及为公婆做些什么，自
己就先倒下了。2010年冬，杨晓艳持续发
烧，关节疼痛。她以为没什么大碍，在小门诊
开了点儿药，强撑着又上了一个多月课，到了
放寒假，疼痛加剧，她实在忍受不了，才去县
城的医院看病。

医生检查完毕，说她得了败血症，免疫
系统紊乱，需要长期治疗，而且很难治好。
全家人心情沉重，陪着她到市里的大医院
求诊。杨晓艳住院没多久，就花了十几万
元医疗费，娘家和婆家的家底都被掏得干
干净净。

屋漏偏逢连阴雨，她的丈夫也被病魔
缠上了。2012年，杨晓艳的丈夫正在外面
打工，突然昏倒。大夫检查后无奈地摇
头：这个男人不但肾衰竭，心脑血管也有
病，换肾手术做不成，只能保守治疗，多活
一天是一天。

原本幸福的家，被乌云笼罩，长久地陷入黑暗
之中。

她丈夫自然不能再去打工了，可也不能歇着，歇
着没有钱。他们养了几只羊，卖羊奶，杨晓艳的丈夫
身体稍好些，就到村外的山坡上放羊。杨晓艳硬着
头皮重登讲台。每月他们只花几百元，买些生活必
需品，剩下的钱全用来还债。为了买药治病，家里欠
了许多外债，她不知道何时才能还完，也不敢去想。

杨晓艳脸皮薄，借钱的事儿多是娘家爸妈、婆婆
去做的。她怕亲戚们躲着她、拒绝她。

哪知亲戚都很厚道，只要手里有钱，便会痛快
地拿出来。姊妹兄弟，甚至体贴地维护借钱者的
自尊心，借给她家钱，反而替她找好借口：过年
了，这两千元是给小孩的压岁钱；过节了，不给你
家送礼了，东西拎着沉，也怕你们不喜欢，干脆折
成钱……

杨晓艳夫家的叔叔、婶婶，自掏腰包给小两口买
昂贵的药品，月月不断，送药到家；她的姑姑，经常替
她照顾、接送女儿，替她分忧……

杨晓艳再次登上讲台，心情与以往不同。过去，
她觉得自己不受欢迎，除了家人，没有人重视她。病
倒的时候，她更自卑。令她意外的是，在她住院的那
段时间里，师生们自发为她募捐了一两万元；平日里
几乎没打过招呼的乡亲甚至市里的陌生人，也默默
地凑了好几千元，送到医院给她治病。学生甚至还
给她发贴心的短信：“杨老师，你啥时候能来上课
啊？想你了……”

这是比钱更重的人情债。“欠债”的杨晓艳反而
感觉这世界充满爱。爱的光亮透过她头顶的乌云，
温暖了她的身与心。

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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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艳和李三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