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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家兄弟五个

只有丈夫还算健全

春天来了，很多初到莱阳市
谭格庄镇小刘家村的访客走到村
口时都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在
马路西侧的几间小屋旁，坐着三
位老人，悠闲地晒着太阳。

单从三人悠闲的神态，你不
会想到，他们都是身患残疾之人；
也不会想到，在悠闲的背后，是一
位农妇37年如一日的操劳和无微
不至的照顾；更不会想到，这位农
妇只是他们的五弟媳而已。

农妇叫李春娥，今年59岁，三
位老人都是她的大伯哥。37年前，
老家莱西的李春娥远嫁到莱阳谭
格庄镇大刘家村的一个许姓人
家，成为这个特殊家庭当时唯一
的女人。为什么说特殊呢？往上
说，家里只有公公，婆婆已经去
世；往下说，排行老五的丈夫虽然
脑子也不算灵光，却是兄弟五个
中最健全的了。

“没有一个是正常人，生活都
不能自理。”李春娥告诉记者，晒太
阳的三人分别是老大、老二和老
四，老三已经不在人世了。老大今
年74岁，先天聋哑；老二72岁，不但
先天聋哑，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
而62岁的老四则先天智障。

当初，李春娥对这门亲事也
不同意，但是娘家父亲是老支书，
一手包办了她的婚姻，“父亲说，
他家一个女人都没有，怪可怜的，
你过去给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
李春娥打小就是个善良本分的
人，稀里糊涂也就从了。

改嫁的条件是带上

三个残疾大伯哥

在娘家时，李春娥就很能吃
苦，加上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嫁到
大刘家村之后，起初她反倒并没
觉得有多苦，“那时候年轻，洗衣、
做饭、干农活，一点都不觉得累。”

不觉得并不代表不累，一个
女人照顾五个男人的生活起居，
其中的艰辛自不必多言。1981年，
李春娥和丈夫有了女儿，次年两
人又喜得一子。儿女双全的欢喜
之外，也增加了李春娥生活上的
负担。“除了自己，谁还能帮我看
孩子？毕竟，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
了。”李春娥回忆道。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0年，丈
夫终因不堪家庭重负而服毒自
杀，李春娥一下蒙了。李春娥也曾
辗转反侧，以泪洗面，她甚至想过
一死了之，“也算是解脱了。”

可思来想去，她不舍得孩子，
也放不下三个大伯哥，“我死了，
他们怎么办？我咬牙坚持到最后
一口气，也算对得起他们了。”

然而，终究独木难支，两年之
后，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之下，李春
娥决定改嫁，为自己找个伴，也为
这个残破的家庭找个帮手。这时
有人给她介绍了邻村小刘家村的
一个大她三岁的老光棍，对方对
她挺有意。

可在这时，李春娥提出了一
个让大家惊讶的要求，也是她改
嫁过去的唯一条件：带上自己的
三个残疾大伯哥。

从一个火坑

跳进另一个火坑

“带着孩子改嫁，可以理解，
但是带着大伯哥改嫁，这不是出
洋相吗？况且还是三个残疾人！”
随即，村里各种风言风语开始传
了起来。李春娥只能这样安慰自
己，“也有人说我心眼好。”

令她高兴的是，对方最终答
应了她的“过分”要求。从此，李春
娥又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
坑。“刚改嫁过来时，只有一间小
破屋，屋里连个炉子都没有，最值
钱的家具就是一个电饭锅。”

年龄大了，李春娥更累了，可
她还是为又有了一个家而略感宽
慰。为了方便照顾三位大伯哥，她
又在原来的小西屋旁盖了一间低
矮的北屋，把三人接了过来。不
料，几年之后，厄运再次降临，第
二任丈夫又因肝癌病故。

“要不是这个家庭，老头也不
会走得那么早。”虽然丈夫得癌症
的原因不明，李春娥却深感自责。
在那个重组的家庭中，矛盾和冲
突从来就不会少。相比之下，第二
任丈夫够忍让了，生了不少闷气，

“怨气发不出来，才憋出了肝癌。”

就因为住了几天院

被大伯哥捶了好几拳

家庭的重担重新压回李春娥

一个人身上。上年纪了，三人的身
体每况愈下，都成了“药瓶子”，
尤其是老二，这几年几乎卧床不
起了，一年住很多次医院。

这么多年后悔过吗？面对记
者的提问，李春娥笑着说，“说没
后悔过，那是假的。”

小刘家村村支书张建全说，
第一任丈夫去世时，李春娥才40
多岁，如果只带着孩子改嫁，找
个好人家一点都不难，“她这个
人就这样，放不下别人，吃苦的
命。”

每当自己不被理解时，李春
娥也曾无数次想过放弃，要么一
死了之，要么不管他们了。操劳
这么多年，李春娥也落下一身的
病，心脏病、高血压、脑溢血都沾
上了。年前，李春娥突发心脏病，
上不来气，在儿女的极力劝说之
下，她才住了院，一个多星期就
花了一万多元。

回到家后，不但没有人给她
这个病号热一碗汤，等待她的反
倒是几记重拳。李春娥说，一次
争吵之中，脾气最暴的老大上来
就捶了她几拳，用手比划着，嫌
她住院又花钱了，“我生病时都
不舍得吃药打针，省下钱来给他
们买药买吃的，结果我花点钱，
他就急了。”

李春娥肚子里满是委屈，可
她转念又这样开导自己，“他们又
不是正常人，怎么能理解我的苦？
我犯不着为他们生气。在这个家

里，儿女知道疼我，就知足了。”

因为她的执拗

儿子差点娶不上媳妇

再大的苦，李春娥也愿意自
己背，但最让她痛心的是，因为
自己的执拗，连累了儿子许荣
杰。乡亲们并没有夸张，长相俊
秀的许荣杰说，当时很多人给介
绍对象，见了面也彼此中意，但
是一听有三个残疾大伯就不愿
意了。

小刘家村村支书张建全说，
后来，许荣杰只得找了一个患有
严重风湿的媳妇，结婚时腿就疼
得站不稳了，现在已经恶化到下
不了床，吃喝拉撒全需要人伺
候，而且常年吃药，这个家庭的
负担更重了。村里看着可怜，每
年从办公经费中挤出2000元救
济他们，有农活也都帮着干。

不过，在母亲数十年义举的
耳濡目染之下，许荣杰丝毫没有
抱怨。“我不会怨几位大伯，我们
是一家人；更不会恨自己的母
亲，我支持她这么做。”许荣杰
说。

李春娥的女儿也是同样的
善良。嫁到龙口的她实在不忍心
母亲遭罪，去年主动把患病最重
的二伯接过去，由她来照料。

对三位残疾大伯哥，李春娥
已经坚守了37年，而这种最质朴
动人的不离不弃还在传承。

照照顾顾33位位残残疾疾大大伯伯哥哥3377年年
改改嫁嫁也也要要带带着着他他们们
家庭屡遭变故，莱阳六旬农妇李春娥始终没放弃

什么叫不离不弃？烟
台莱阳一位年近六旬的
农妇用37年的坚守，为不
离不弃下了一个常人难
以想到的定义：从37年前
她结婚时，便开始照顾3
位身患残疾的大伯哥，16
年前丈夫去世后，她又带
着他们改嫁，照顾至今。

文/本报记者 宋立山
通讯员 郑永飞
片/本报记者 赵金阳

大伯哥在家门口晒太阳。左一为老大，左二为老四，老二去年被李春娥的女儿接到龙口照顾了。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说起这些年家里的事，
李春娥止不住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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