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弃婴，又是一个弃婴！2日早上 6点 20分，泰安
发现弃婴。就在同一天，千里之外的重庆，市民在传
颂赵家两盲童兄弟抚养弃婴 14年的感人故事。
三种生活两种对比，就在这一天，绝大多数市民

正一如既往地过着幸福或烦闷的生活，一个孩子被
丢弃或许会有一霎那揪心，可这件事并不会在他们
紧张忙碌的生活中留下多少波澜。
社会竞争愈发激烈、大家都在加快脚步，生怕被

滚滚向前的潮流甩掉，很多人因此变得浮躁、急功近
利、追逐眼前的刺激。道德底线被逐渐拉低，很多人
都以不能承受压力为由，为自己的过失寻找借口。但
道德的力量总是在很多人产生失望时，重新点燃希
望。14年前，一个体重不足 3斤的女婴被遗弃街头，
孱弱如鼠。14 年后，女孩已婷婷玉立，成绩优异，这
便是道德的力量。赵氏盲人兄弟 14 年间，在黑暗的
世界中把一个弃婴抚养成人，需要比常人超出百倍
的付出，但他们做到了。
笔者宁愿相信丢弃男婴的这名妇女正忍受着内

心的煎熬，但无论何种借口，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她
的困难会比两个盲人兄弟当初选择收养女婴时更加
不可逾越？难道社会的发展进步却让她们的心灵失
守？

我们无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的冷
漠，因为谁都可能会有无法言说的痛楚，也可能有很
多看似不能逾越的沟坎，但我们愿真诚地伸出双手
为重庆的赵氏兄弟拍手鼓掌，因为我们相信对美德
的真诚赞颂就是对逃避责任者最好的鞭策和抨击。
愿道德的力量洗涤心灵，再创美好新环境。

愿道德荡涤心灵
本报记者 李虎

2 日一早，一名身穿红袄、
头戴灰帽的妇女，将一个刚出生
的婴儿丢弃在泰安市社会福利
院门口后拔腿就跑，追都追不
上。民警将婴儿带到医院检查
后，初步诊断孩子为一名健康男
婴。现在该男婴被泰安市儿童福
利院暂时收留，民警还将继续调
查，找出丢弃孩子的妇女。

(《齐鲁晚报》3 月3 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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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
母何恃？”几千年前，古人在《诗经》里这
么说。失去母爱，孩子便失去了最深的关
怀。自古以来，母爱被人们誉为世间最伟
大最无私的爱。赞美母爱的名言也数不
胜数。母亲，这是多么崇高的字眼！但也
有极少数人，无视这一伟大的称呼，残忍
地抛弃自己的儿女。

2日早晨，一名妇女将一男婴丢弃
在社会福利院门口，撒腿而去。笔者不会
妄加揣测，她是否是孩子的生母？但从妇
女为婴儿留下的奶粉、奶瓶不难猜测，这
是孩子的亲人所为。
也许，孩子的父母来泰安打工，沉重

的负担无法使他们正常抚养婴儿；也许，
他们有难言的苦衷……比起父母“无
情”、“残忍”等字眼，我们更愿意把他们
想象成善良但身处苦难的人。我们不愿

承认，社会竟有如此无情之人。丢弃孩子
的父母，你们可曾想过，这个举动，可能
会影响孩子健康的心灵，成为孩子永远
的痛。
在网页上输入“弃婴”二字，搜索数据

达数百万条。“博大母爱托起残缺生命，22
载养育 16名弃婴”、“男子抚养五弃婴 14
年，未婚爸爸演绎母爱人生”……众多普
通百姓抚养弃婴的新闻映入眼帘，不禁令
人心灵感到震颤。笔者又想起去世不久的
“流浪儿之父”——— 济南六旬老人郑城镇。
他没有子女，却曾陆续收养 400多个孩
子。她，他，还有他们……是这些善良的人
让“弃婴”、“流浪儿”找到了温暖，找回了
家。素不相识的人都能付出如此多的“母
爱”，孩子的亲生父母，情何以堪？
有多少母爱可以重来，请珍惜你们为

孩子付出的权利！

有多少母爱可以重来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呱呱坠地的小生命，带来一分新生
的喜悦。家庭的焦点，在婴儿降生的一
刹那就转到了他的身上，所有人都沉浸
在这无限的喜悦之中。然而，却有一些
人，狠心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遗弃，任孩
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不管是死是活。
这些人，连带着自己的人性也一并丢弃
了。
任凭福利院门卫如何追赶呼喊，那个

抛弃孩子的女子头也不回地跑了。到底这
个人是不是男婴的母亲或亲属，到底是何
原因让她将刚刚出生的婴儿丢弃?我们不
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等待她的将会是
法律的严惩、道德的谴责。

不知从何时起，遗弃婴儿的事件
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因为天生
疾病或抚养问题而被抛弃的孩子，总
能让人们潸然泪下。一出生就成为了
孤儿，注定了这些孩子的未来充满了

曲折与艰辛。狠心，是人们对这些残忍
父母的评价。然而狠心，却并不能完全
将其心理概括。有些人，并不将遗弃婴
儿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因为某些原
因而遗弃孩子，是很有理由的。这些所
谓的理由，给了他们一个抛弃孩子的借
口，有了这样一个台阶，他们以掩耳盗
铃的方式将自己的良心、人性丢弃了。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有了孩子，人类

文明、骨肉亲情才得以延续。人之所以为
人，是因为与动物相比，有着除动物属性
外的社会属性。成熟的社会属性中，最重
要的一部分就是人性。而弃婴，乃是与人
性背道而驰的举动。他们像在商店挑选一
件商品一样，用无情的眼光打量自己的亲
生骨肉，发现有质量问题或难以负担之后
冷漠地一弃了之。
或许，这些所谓的“人”已经不能称之

为人了！

人性也一并丢弃了
本报记者 赵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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