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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赵钟璞老人有两个儿子，抱养的大
儿子李顺38岁，小儿子李顺利36岁。“顺顺利
利”的名字寄托着母亲最朴实的心愿，但事与
愿违，两个儿子皆先天残疾。生活的磨难压弯
了赵钟璞的脊背，却没有打垮她的意志，收入
微薄的她倾尽所有，悉心教养着两个孩子。如
今，双目视力障碍的大儿子学得一技之长且已
成家立业，四级智障的小儿子也已生活自理，
支撑着这个家的母爱依旧坚毅如山。

“既然认了他，

他就是我的孩子”

8月12日上午，台风“利奇马”离境，小城
胶州波澜不惊。太阳还躲在厚厚的云层里撒着
娇，不时挤出几滴孩子气的泪。因为这任性的
天气，家住阜安街道办事处阜北社区的赵钟璞
已经一连几天没有出摊儿了。她修鞋的小摊子
就在小区北面的街口，从乡镇企业退休后的20
多年里，她一直靠修鞋赚钱贴补家用。

“我1998年开始去修鞋，那时候生意还可
以，穿皮鞋的多，打工的也多，鞋坏了都不舍
得扔，修一双总比买一双便宜。修一双鞋两三
块钱，一天能挣二三十。现在来修鞋的少了，
一天能挣个十块二十块的。别嫌少，就这样干
着，现在也不像孩子小的时候那么累了。”赵
钟璞5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没有什么装饰，只
有些沉淀着岁月感的老家具。小儿子李顺利烧
好开水，把家里的铁皮暖壶全部装满后，就出
了门。赵钟璞让记者坐在铺着麻将凉席的沙发
上吹着台式电风扇，自己则拿起马扎躲在了背
风的角落。人生历经了太多的风雨，她的身子
骨早已经不起风。

对于赵钟璞来说，生活的磨砺来得太早了
些。幼年时她就失去了母亲，教书的父亲独自
抚养他们兄妹四人长大，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而她正是家里最小的那个。由于母爱的缺失，
成家后的赵钟璞非常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孩
子，可孩子刚满三个月，就高烧夭折，此后多
年她未能再孕。

1981年的一天，同事告诉赵钟璞，有人早
上把一个孩子放到了公司会计的母亲高大娘家
门口，让她赶紧去抱。“孩子刚出生，还没断
脐。好多人想来抱孩子，高大娘都不放心，一
天了也没把孩子给人家。看我去了，高大娘就
说：‘孩子，来了你妈了。你跟你妈回去好好
地长大成人，这是你的小被，这是你的饭
（奶），跟你妈回家了。’我接过孩子的时候
就说：‘大娘，我一定把他养大成人。’”

把孩子抱回家，家里人都很高兴，赵钟璞
更是欢喜得不得了，对孩子十分疼爱。三个月
后，小李顺已长得虎头虎脑。赵钟璞抱孩子上
街去玩，大家都夸孩子可爱，可谁摸摸他，碰

碰他，他都害怕。“我觉得这个孩子也不是看
不着，把灯打开他知道看光，跟着我也不害
怕。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我爸说：
‘这个小孩是不是看不着？为什么一碰他他就
害怕？’我爸说：‘我早看出来了，不敢跟你
说。你跟得了个宝似的，我怎么说？’”

心急如焚的赵钟璞，抱着小李顺去了医
院，经过一番检查，被确诊为双眼视神经萎
缩，属于先天残疾，无法治愈。“很多人都劝
我放弃这个孩子，毕竟不是亲生的，留在身边
是个累赘。可我当时抱他回来的时候就有过承
诺，我既然认了他，他就是我的孩子，我不能
再让他失去母爱了。”明知孩子的眼睛治不
好，赵钟璞也没有放弃治疗，带孩子走上了漫
漫求医路，视神经的营养针从孩子9个月一直打
到4岁多，从未间断。

“那时候挣钱少，生活水平也低，我跟丈
夫两个人的生活还可以，他在运输公司一个月
挣40多块钱，我在建筑公司挣37块钱。但是营
养针太贵了，一盒药十支要十几块钱，还要打
三种药。我们厂长知道了这个情况，给我想了
一个挣钱的办法，‘你就天天加班，白天8个钟
头干完了，只要咱们厂里有加班的活，你就晚

上来加班，挣钱给孩子当药费。’从那天开
始，我几乎天天去加班，晚上从8点干到12点
多，就能挣出半天的工钱。这样就把给孩子挣
药费的这段时间简里简单地度过来了。”

凌晨2点睡下，早上6点多起床给一家老小
做饭，赵钟璞所谓的“简单”并不简单。

“希望”变成“拖累”

小李顺两岁，全心全意照料孩子的赵钟璞
发现自己怀孕了。

“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又怀了孕。计生办的
同事说：‘那还不好？老大有残疾，符合政
策。’就给办了二胎证。”虽是意外怀孕，但
对于这个孩子，赵钟璞寄予了更多的希望，觉
得等他长大后，至少可以照顾一下残疾的哥
哥。

然而，赵钟璞的命运，不但没有因为这个
叫“顺利”的男孩降生变得平顺，反而又掀起
风浪。孩子三个多月的时候，赵钟璞发现孩子
不对劲。“抱着他很沉，他就像堆肉似的瘫在

你胳膊上，不像别的小孩那样会自己使劲。我
抱他去了医院，因为整天带老大往医院跑，大
夫都知道我这种情况，不忍心和我说实话，就
说这个孩子缺锌、缺钙，回家给他补去吧。人
家大夫哪能那么刺激我？”

补了一段时间不见起色，小顺利又得了感
冒。赵钟璞抱着孩子找到了当医生的小学同
学。“她跟我说了实话：‘老同学，你这个孩
子比老大还不行。老大脑子没有问题，这个孩
子是唐氏综合征，是基因的问题。你也别难
受，回去好好地领着他，好好地给他去开发就
行了。”

向来坚强的赵钟璞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
绪，外表平静的她，内心在嘶吼、在流泪。

“有同事心疼我的遭遇，跟我说，你带着
这么两个孩子，又得洗又得浆，白天干8个钟
头，晚上再加班，中午为了让老人歇歇还得带
孩子，你累垮了怎么办？还不如跟你丈夫离了
婚以后再重组家庭，你就轻快多了。”赵钟璞
没有吭声，回家路上她边走边想：“俺俩一人
一个孩子，那肯定是把老大给他。他那个单位
整天忙，再拖着个孩子，什么时候能给孩子找
着个娘？我不能走这条路，不离。我就要带大
这两个孩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赵钟璞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丈夫刚好相
反，有事喜欢憋在心里。她说，家庭接连遭受
这样的打击，丈夫的心里很苦闷，也只能默默
承受，和她一起照顾着孩子。

“有我在家就在，

我还有任务”

8岁是孩子们开始上学的年纪，李顺和李顺
利兄弟俩也分别在8岁这年背起了书包。

李顺被送到了青岛盲校，是班上最小的一
个。坚持打了四年营养针，他的视力有所改
善，能模模糊糊看到离得很近的字，但是赵钟
璞长什么模样，他至今看不清楚。

“他在盲校上的是低视班，以前考试都是
油印的卷子，他得把卷子举到眼前才能眯着眼
看见，做上面一道题，鼻子就把下一道题的油
墨蹭花了。后来考试的时候老师就给他一个小
录音机，听着答，每次都考90分以上。”李顺
的成绩让赵钟璞高兴，她更欣慰的是孩子不服
输的劲儿。一次考试，李顺数学考了68分。之
后他每天都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回宿舍接着
学，宿舍熄了灯，他再去走廊学。“一个冬
天，把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再考试他就
考了全班第一名。”

上完初中，李顺考上了中专，学的是推拿
专业。毕业后，他跟赵钟璞商量，让家里出学
费，他自己打工挣饭钱，又用一年时间考出了
中级按摩师证和高级按摩师证。学有所成的
他，打了几年工，开起了自己的推拿店。

李顺利在胶州上的是特教学校，因智力缺
陷，他学习起来格外费劲。赵钟璞从不放纵
他，拼音、汉字一遍一遍教，不厌其烦，哪怕
一天就认识了一个字，也让赵钟璞欣喜万分。
数学更难，数数都不会，赵钟璞就把出去玩的
时间开发成了学数学的时间，出去玩就得学着
数门，渐渐地让孩子有了数字的概念，学会了
算术。

孩子们长大了，家里的日子也过得宽裕了
些。可在这时，胆囊一直不好的丈夫病倒了。
“他这个病就是不出言不出语，被这个家庭愁
出来的。愁有什么用？应该看看孩子的优点，
不需要愁。为什么？要是大孩子在盲校里学不
出推拿来怎么办？有很多学不会的。要是二小
瘫在炕上怎么办？二小还会跟着我出去跑呢。
这不是很好嘛！”

丈夫住院后，赵钟璞有时间就在医院陪护
着，特别是到外地治疗期间，两个孩子的生活
更是顾不上。“这时候正好李顺结了婚，他们
三个互相照顾着过日子，我也就放心了。”

2014年，丈夫去世了，赵钟璞好像一下子
没有了寄托，大脑一片空白。“就觉得没有事
了，知道给孩子做饭吃，知道出去修鞋，人家
去找我说话该怎么说怎么说，脑子就是什么都
不想，感觉没有任务了。”

这一年春节前夕，市领导来慰问，看到赵
钟璞有点恍惚，就鼓励她说：“大娘，你这样
不行，你得坚强，你得勇敢地活下去。这两个
孩子是你的希望，有你在，这两个孩子就有
家。”“他说到这里，我心口窝就像挨了一锤
似的，我还得照顾两个孩子，有我在家就在，
我还有任务啊。这一锤把我的心结解开了。”

“把妈妈忘了就行，

不用挂挂着”

邻近中午11点，李顺利回来了，还从快餐
店带回了两个炒菜。“我买菜了，没买馒
头。”“好，哥哥中午回来，咱做米饭吃行
不？”“很好。”李顺利话不多，还是童声，
换上衣服他就坐在床上看起了报纸。

“顺利跟老大不一样，得一点一点地教。
一开始不敢多给他钱，就把修鞋挣的钱、卖废
品的钱给他，跟他说，买东西回来记着账。回
来看看还行，差也差不多。我跟他说，咱家的
钱就咱两个人花，我花的钱你也得记着，像现
在我就敢给他100块钱了。他去超市回来跟我说
花了68块钱，还有找回的零钱，再把发票给我
看看，基本上丢不了钱了。”

丈夫去世后，社区给李顺利办了低保，现
在每个月有700元。赵钟璞所在乡镇企业的退休
生活费也涨到了1000元，钱不多，吃饭已是足
够。“现在还得劝着他，买东西要少买，买多
了不就烂了？党给我们的钱，哪舍得把它扔
了？天天跟他说，好点了。”赵钟璞数落着，
李顺利并不搭话。

“你喜欢干什么？”
“看歌、抄歌，手机上有的歌我就抄下

来，没有就算了。”说到歌，李顺利明显有了
兴致，记者提出想看看他抄的歌，他也爽快答
应。

李顺利的歌本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褥子底
下，每一页都字迹工整地抄写着歌名、歌词以及
作词、作曲、演唱者，有些生僻字还注上了拼音。

“这是《保卫黄河》，这是军歌《绿色的眷恋》，都很
好的。我给大家唱一块吧。”李顺利的视力也不
好，他把歌词本举到面前，陶醉地唱着，记者仔细
地听，也没有辨别出是什么旋律。

“他唱歌就是这样，没有调，不会唱，还
特别喜欢唱。”赵钟璞笑着调侃道。跟同样病
症的孩子相比，会洗衣服、会下面条、会蒸包
子、会读书写字、会玩手机的李顺利算得上
“优秀”，赵钟璞却说，以前没发现他有什么
特长，也没给他培养出一技之长。“他愿意干
点活，就是脾气有点拗，这一个活没干完就不
会干下一个，还爱打抱不平，看到有人喝醉酒
骂人他觉得不对也要管，我就只能劝他，怕他
被人打了，吃亏。痰湿体质的人就是这样，那
么善良，那么执着，我最近看了书才知道是体
质原因造成的。他哥哥也是这样，我就得让他
们多活动，扫扫地、擦擦桌子都是锻炼。”

相比起小儿子，赵钟璞对从小就孝顺懂事
的李顺放心得多。刚去学习了小儿推拿的新技
术，李顺的推拿店还要重新选址，自言帮不上
什么忙的赵钟璞给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李顺回到家，听母亲说颈椎不舒服，话不
多说就给“拿”上了。赵钟璞继续聊着天，脸
上全是笑盈盈的满足。“政策越来越好了，党
对孩子比我对孩子还好，我不用挂挂着这两个
孩子，安心走就行了。现在我觉得这两个孩子
落在别人手里还会更好，我们这个家庭不富
裕，委屈他们了。我跟他们说，妈妈也不是个
好妈妈，现在就跟一个坏了的苹果似的，没有
用了。把妈妈忘了就行，不用挂挂着。”

赵钟璞的话说得轻松，李顺听在心里却不
是滋味。“说实话，我觉得我妈是天下最好的
妈妈，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待生活的态
度要积极乐观，遇到事情要冷静沉稳，不能被
困难吓倒，这些都是最宝贵的。”

没有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采访中把所
有的苦都笑着带过的赵钟璞，终于没能绷住泪。

赵钟璞说，在一次报告会上她讲了自己的
故事，说了一些动情的话，台下的人哭得泣不
成声，从那以后再也不那样说了。乐观而知足
的赵钟璞，不喜欢“卖惨”，也不愿意接受他
人的资助。去年“身边好人·尚德胶州”表彰
会后，获奖人袁新建为赵钟璞的事迹而感动，
当即决定捐出刚领到的5000元褒扬金。“不，
不，不，我有低保，有政府的照顾，不需要这
笔钱，谢谢你。”赵钟璞坚定地拒绝，最终把
这笔钱捐给了比她更需要的人。

75岁的赵钟璞老人有两个儿子，抱养的大儿子李顺和小儿子李顺利。两个儿子皆先天残疾。生活的磨难压弯了赵钟璞的
脊背，却没有打垮她的意志。她用微薄的收入悉心教养着两个孩子。如今，大儿子学得一技之长且成家立业，小儿子也也能生
活自理……

赵钟璞：“我在，孩子就有家”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邹大海 隋丽君

回老家采访，常常会遇上熟人。有时只看
新闻线索还全然不知，采访过程中才发现多年
前竟与采访对象有过短暂交集，不禁感慨“胶
州城太小”，或“真是有缘”！

看到赵钟璞的时候觉得面熟，她家住得不
远，曾经找她修过鞋也说不定。看到李顺利的
时候，各种记忆的碎片争相显现，没错，路上
常见！因为特殊的相貌和智力上的缺陷，李顺利
很容易给同龄的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但此次采
访走进他的生活，颠覆了我对他固有的印象。

我没想到他有如此之强的生活自理能力。
烧水、买菜、洗衣服、热饭、煮面条、包包
子、蒸馒头，这些家务活都难不倒他。母亲把
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待给了他，所有的东西都
让他自己收好，虽然放得不算整齐，但想要什
么立刻就能帮母亲找出来。

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可以正常阅读书写。书
上有些生僻的字稍微停顿一下也能念得出来。
原本拼音没学好，为了用手机打字，他竟然
“自学成才”，如今百度、微信都玩得很溜。
对于唱歌这个爱好他更是执着，每天晚上抄歌

词要抄到11点多，字写错了，他不会随意地划
掉，而是涂上修正液改好。

我更没有想到他的感情那么真挚热烈。邻
居家的叔叔丢了手机，他帮忙找了两个小时，
一边拨打一边找，直到在小区的草地里发现了
手机才罢休。朋友的商店需要做宣传，他就抱
上一大摞广告单顶着酷暑一一散发。每天早上
他都要给哥哥发祝福微信，还在门前种上香
椿，因为哥哥爱吃香椿芽。对于朝夕相伴的母
亲，他更是爱在心里，我问他如果母亲病了能
照顾好吗？他干脆地说：“能，都有药。”或
许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但这样脱口而出的自
信，还是让人觉得温暖。

当然，这些都是母亲的功劳。很难想象，
将李顺利培养成现在这样，赵钟璞要付出多少
努力。话说得轻了，孩子听不进去，话说得重
了，又怕孩子想多了发生意外。赵钟璞只能拿
捏着分寸，一遍遍地重复，还要绞尽脑汁打个
他能听得懂的比方。

唠叨着唠叨着，赵钟璞已经是75岁的老太
太。采访中，她没说过一句煽情的话，但还是

能从她宽慰自己的话里感受到她那放不下的母
爱。两个孩子的状况怎么能让她放心呢？大儿
子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她劝说不要出去打工，
和媳妇一起在家开个小店，挣多挣少一起往前
奔，生怕因为聚少离多他们的婚姻生了变故。
小儿子更是让她揪心，快40岁了还是一片童
心，时不时地耍点小性子。刚刚还跟着电视唱
歌跳舞玩得高兴，一会儿又躺到床上生闷气，
怎么哄都不起来。现在她还能包容他，照顾
他，等她不在了，孩子怎么办？跟着哥哥生
活？还是去托养机构？他这点低保钱能够吗？

赵钟璞明白，她终究还是会离开，孩子终
究还是要靠自己。她的这份母爱似水如山，更
像人们用来形容老师的蜡烛。年轻的时候，她
燃烧着自己的芳华，拼尽全力往家里挣钱，带
孩子治病让孩子上学；年老的时候，年华无
多，她又向内燃烧心血，将生活的智慧奋力放
大，护佑在孩子的前方。

我曾经感慨，每一次周末人物的采访都是
一场涤荡心灵的旅程。赵钟璞这位历尽坎坷的
母亲，给了我坚强的力量。

■ 采访手记

母爱似水如山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小儿子李顺利（左）说：“这是哥哥爱吃的香椿芽。”他每天早上都要给哥哥发祝福微信。75岁
的赵钟璞老人十分欣慰。 (本版照片由陈巨慧摄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赵钟璞(中)与
大儿子李顺(右)、
小儿子李顺利在家
门口合影。

抱养的大
儿子李顺很孝
顺，常为母亲
推拿颈椎。

赵钟璞和
小儿子李顺利
一起看书。

小儿子李顺
利最爱做的事是
抄歌词、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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