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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春暖花开，阳光明
媚。

这一天，是清明节，按照习
俗，是给去世亲人扫墓的日子。

盐山县圣佛镇西李村东，一
个年轻的小伙子跪在父亲坟前，
还未说话，早已泪流满面。

随着小伙子哭着喊出“爸，
我回来看您了”，周围的人也被
深深感动。

牵挂

这是一场跨越了 35年的父
子“相见”，遗憾的是，已是天人
永隔。

小伙子名叫李玉龙，35岁，
如今生活在山西省忻州市。

李玉龙的母亲是南方人，上
世纪 80年代嫁到了盐山县圣佛
镇西李村，嫁给了村民李彩安。

怀孕 7个月左右时，李玉龙
的母亲带着李玉龙的父亲回了
趟南方的娘家。

短暂居住后，李玉龙的母亲
称想在娘家多住些日子，让李玉
龙的父亲先回家。

老实的李彩安回到家，隔
了一段时间，发现妻子没有回
来。在那个通讯和交通都不发
达的年代，李彩安又去了趟南
方的岳母家，却发现找不到妻
子了。

李彩安回到盐山，和家里的
兄弟又一起去了南方寻找，依然
没找到自己的妻子。

当时，李彩安很着急，妻子
即将临盆，万一遇到危险怎么
办？

后来，李彩安听到了一个让
他崩溃的消息：怀着孕的妻子去
了山西。他不知道这个消息准确
与否，但他想知道，妻子肚子里
的孩子去了哪里。

因为没有准确的信息，再加
上当时受交通和通讯限制，那个
未出生的孩子成了这些年李家
人的牵挂。

找家

李家人一筹莫展之时，远在
400 多公里外的山西省忻州市
代县的一个村子里，一个男婴呱
呱坠地。

这个男婴就是李玉龙。他的
母亲从盐山县离开，在南方稍作
停留，又来到了山西省忻州市代
县的一户人家。

如果只是这样，李玉龙也会
像多数孩子一样拥有快乐的童
年，健康成长，因为有妈妈在身
边。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李玉龙
的母亲在他 3岁的时候，又从山
西的这个家离开了，留下了李玉
龙和他的继父以及刚出生不久
的一个弟弟。

因为没有母亲的关爱，李玉
龙从小性格比较内向。

在李玉龙 7岁的时候，继父
把他的身世告诉了他。

“一个 7 岁的孩子，其实内
心接受不了这些。”李玉龙说，当

时的自己总是偷偷地哭。
也是从那时起，年幼的李玉

龙内心萌生了一个念头,找到自
己的家，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那时候他太小，世界对于他来说
太大了。走出自己所在的县城都
是一种奢望，找家更成了遥不可
及的梦想。

因为家里穷，15 岁时李玉
龙就辍学了。他先后到山西省的
晋中市、太原市打工，16岁时开
始学习厨师技术。

后来，李玉龙有了自己的手
机，试着跟南方的舅舅联系，想
通过舅舅了解自己的身世，想知
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一谈到这个
问题，舅舅那边就没了回应。他
也曾尝试找其他亲戚了解过这
些问题，但也没能得到关于家的
消息。

年少的孩子在外打工，受
委屈是常有的事儿。“越是受委
屈的时候，想找到家的念头就
越强烈。”李玉龙说，有很多次，
他在梦中，都在寻找自己的家
人。

他也曾想向母亲打听这件
事，但这些年，母亲对于他来说
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存在，“她可
以打电话找到我，但我总也找不
到她。”李玉龙说。

“孩子，你知道
我是谁吗”

那边的李玉龙在找家，这边
的李家人也一直在打听孩子的
下落。

“那是我哥唯一的孩子，也
是我们老李家的血脉。我们一家
人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这个孩
子找回来。”56 岁的李俊兰，是

李彩安的堂妹。因为一家人比较
团结，所以他们堂兄妹之间处得
像亲兄妹一样。

“因为担心孩子被扔掉或者
卖掉，所以我们当初想先找到玉
龙的母亲。”李俊兰说，但一直找
了很多年，也没找到她的消息。

2016 年，年仅 57 岁的李彩
安因意外去世，找孩子更成了李
家人心头的一件大事。

“不找到这个孩子，感觉对
不住我哥。”李俊兰说，毕竟堂哥
只有这一个孩子。

2021年4月初的一天，李俊
兰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有孩子
母亲的信息了。”

李俊兰说，当时她很激动，
赶紧打电话联系。原来李俊兰
的嫂子一个朋友的朋友，和李
玉龙的母亲是老乡，他无意中
得到了李玉龙母亲的消息。

随后，李俊兰让嫂子要了李
玉龙母亲的联系方式，试着打听
孩子的消息。

“结果对方传过来一张孩
子的照片。”李俊兰说，“我一
看照片，就确定那是我们家的
孩 子 ，因 为 和 我 哥 长 得 太 像
了。”

而说起能联系上李玉龙，
李俊兰说，也很巧合。“因为对
方虽然没给孩子的联系方式，
但她传过来的那张照片，是一
个视频号上的截图，上面就有
玉龙视频号的信息。”李俊兰
说。

顺着这个视频号，李俊兰给
李玉龙发了一条信息：“孩子，你
知道我是谁吗？”对方回答：“不
知道。”

当李俊兰告诉对方，自己
是他的姑姑以及家人的一些信

息时，网络那一端的李玉龙不
淡定了。

团聚

“当时就觉得脑袋‘轰’一下
子。”李玉龙说，眼泪就止不住
了，“我找了这么久的家人终于
找到了。”

“姑姑当时和我说，不为难
我，联系与不联系都尊重我。”李
玉龙说，“怎么能不联系呢？我也
一直在找家人啊。”

在激动了一宿之后，稍微平
静下来的李玉龙，添加了李俊兰
的微信，开始视频聊天。

“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对
方，眼泪一下子就兜不住了，我
在这边哭，玉龙在那边哭。”李俊
兰说，得知孩子这些年过得不容
易，她就更放心不下了。

从那之后，姑姑和侄子之间
的联系就没有间断。“刚开始，他
给我讲他那边的情况，我给他介
绍家这边的情况。”李俊兰说，后
来他们的聊天内容就变成了每
天的日常。

“这 3 年，我们真的是一直
都在联系。”李俊兰说，她在视频
里看到李玉龙抽烟了，会唠叨他
别抽烟；看到他喝饮料了，会唠
叨他少喝碳酸饮料；知道他没对
象，也会时不时地催促他赶紧找
对象……

因为李俊兰身体状况等原
因，亲人在现实中相见被推迟到
了今年的4月3日。

李俊兰住在天津，李玉龙先
坐火车到了天津南站。一见面，
姑侄俩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找了这么多年的孩子，真正抱
在怀里的那一刻，才变得那么真
实。”李俊兰激动地说。

因为已经和盐山的家人联
系好，4月3日下午，李俊兰开车
带着李玉龙还有其他几位家人
回到了盐山县圣佛镇西李村的
家里。

“家里人早已做好了饭、温
好了炕、收拾好了房子，等着玉
龙回来。”李俊兰说，家族的近一
百人，也因为李玉龙的到来聚在
了一起。

在长辈们又哭又笑的拥抱
中，在兄弟姐妹们的欢笑中，李
玉龙真实地感受到了家人们的
关爱和家庭的温暖。

4月4日，在父亲坟前，35岁
的李玉龙重重地磕头，眼泪止不
住地流……

在长辈们的描述中，李玉龙
知道了自己和父亲长得很像。他
也从父亲留在世上的照片中，第
一次看到了父亲。

李玉龙将父亲的一张照片，
放入了贴身的口袋中。

李玉龙计划着，回到山西忻
州后，先和女友把结婚的事提上
日程。

李玉龙说，等一切稳定下
来，或许会到沧州来发展，这
样可以离家人近一些。不管怎
样，他找到家了，心安了；家人
找到他后，心也安了。李玉龙
表示以后一定会常回家看看，
因为 35年了，终于找到了回家
的路……

回 家
本报记者 张 丹 摄影报道

近30年来`，他在苦苦找寻自己的亲人。与此同时，盐山的一家人也一直在

寻找多年前那个被带走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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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城繁华地段有沿街商业楼欲低价转
让，4500平方米卖900万元，3600平方米卖
800万元，欢迎考察购买。电话：13832703658

商业楼
转 让

李玉龙和姑姑李俊兰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李玉龙李玉龙（（前排中前排中））和兄弟们在一起和兄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