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身边·人物 2016年7月4日 星期一

编辑：雒武 美编：许雁爽 组版：韩舟

幼幼小小被被舍舍留留关关东东，，古古稀稀苦苦问问我我是是谁谁
长春老太想找到山东的家人

本报记者 戚云雷

两岁逃难时
被亲生父母送人

8岁那年，许凤兰读小学一
年级，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和一个
女生打起来，对方骂她是“要来
的”。许凤兰很生气，一气之下把
女生的衣服撕烂了，后来女生的
家长到家里讨说法，养母赔给人
家一身新衣服才算了事。

“别听他们胡说，凭啥说我
们凤兰是‘要来的’！”许凤兰的
养母安抚她。虽然父母没有过
多解释，但许凤兰从此对自己
的身世产生了怀疑。直至16岁
那年，一位叔叔家的嫂子向她
道出了实情。

原来，许凤兰的祖籍在山
东，1947年前后他们一家四口住
在长春。但1948年，长春遭遇“困
卡子”，许凤兰的亲生父母带着
她和哥哥逃难到公主岭市范家
屯镇，在火车站前附近遇到了好
心的铁路工人杨有才，将其一家
四口接到家中吃住。

“那时候我才两岁，父母想

回山东老家讨生活，怕路途遥远
养不活我，所以决定只带哥哥
走。”许凤兰说，当时父亲说要把
她摔死，但母亲坚决不让，这才
决定将她送人抚养。

恰好，杨有才妻子的舅舅
许文章得知了此事，因年过五
旬仍膝下无子，便将许凤兰抱
回家中抚养，并给了许凤兰的
父母5个现大洋作为他们回山
东老家的路费。

只知道老家在山东
除了父母还有哥哥

“我恨过亲生父母，既然是
一家人就应该生也要在一起
生，死也要在一起死，他们不该
把我一个人扔在东北一走了
之。”许凤兰说，她曾暗暗在心
里发誓，即使有朝一日亲生父
母回来接她，她也不认他们，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看到别人
都有兄弟姐妹欢聚一堂时，自
己越发感到孤独。

许文章家境优越，夫妻俩对
许凤兰十分宠爱，多年以来，他
们对许凤兰的身世只字不提。为
了不让养父母伤心，许凤兰只得

将寻找亲人的念头深埋心底。
养父母去世后，许凤兰开始

打听自己的身世，但因时间隔得
太久，知道她身世的不是失联多
年就是已经去世。因不甘心寻找
家人的线索就此中断，她多次通
过媒体寻找过亲人，可惜最终都
没有结果。

关于父母的信息，许凤兰说，
她只知道68年前自己的亲生父母
离开时曾说要回山东老家讨生
活，但并没有说老家是山东哪里
的，其他情况都不详。但许凤兰表
示，自己被送人时非常爱笑，而且
右脚脚后跟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
疤痕，亲生父母应该知道。

时隔68年，许凤兰对亲生父
母和哥哥的信息知道得非常有
限，但她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找
到他们。“我70岁了，还不知道自
己是谁，从哪里来，我的亲生父
母是否在世，如果他们不在了，
是否嘱咐过我的哥哥来东北找
我。”许凤兰说。

本次寻人行动由齐鲁晚报
和长春晚报共同发起，如果您有
许凤兰家人的相关线索，可以拨
打齐鲁晚报新闻热线96706或联
系0531-85193080。

长春“困卡子”

葛相关链接
60年前，在辽沈战役中，“围困长春”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当时的东北野战军把国民党的十万军
队围困在长春，直到1948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投降、长春和平解
放为止。

因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在长春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
“圈道”。围困长春时，解放军在圈道设防，这中间有一段真空地带，
叫“卡空”。那时，国民党往外赶老百姓，老百姓自己也往外跑。对于
这段历史，长春的百姓都叫它“困卡子”。

“我70岁了，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68年前，她随家人
逃难时被亲生父母送人，如今的她已是古稀之年且儿孙满堂。对于
长春70岁的许凤兰老人来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找到自己在
山东老家的父母和哥哥，一家人团圆。

寻找山东亲人的长春许凤兰老人。 长春晚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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