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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祖孙三人睡在一张床上

天气越来越冷，刘振
江的小儿子给他送来了取
暖的煤炭。平时不舍得用，
天冷得实在难捱时，才把
小煤炉点起来。“刘宽很懂
事，但是他是小孩子啊，他
也会馋，可是我们也只能
给他口饭吃。别的孩子一
天有十块钱零花钱，我们
也只能给一块两块的。”刘
振江指着家里的粮食袋子
说，买来的麦子放在这屋
子里，很多都被老鼠咬了，
吃饭也是大问题。

“就是为了孩子啊，要

不为了孩子，我们老两口
还有什么盼头。我们老人
不吃不喝也要把孩子拉扯
大啊。”刘振江诉说着自己
最大的心愿。刘宽是全家
人最大的希望，平时舍不
得吃舍不得穿的刘振江，
尽量呵护着自己的孙子。
家 里 的 电 视 买 了 十 几 年
了，比刘宽还要大，坏了也
没有钱修。“小宽想看电
视，黑夜里就跑到别人家
去看。晚上那么黑，很不安
全，怕他磕着碰着。我还是
拿出点钱来，把电视修了，

这样孩子就能在家看电视
了。”刘振江觉得自己能给
孙子做的实在太少。

刘振江夫妇用孱弱的
肩膀努力弥补着刘宽缺失
的爱。对于抛家弃子的大
儿媳，刘振江却没有一丝
的抱怨，“咱家条件太差，
也不能怪人家，让谁也不
会在这里受苦。她走了，我
们也能理解啊。”知道大儿
媳 已 经 在 湖 北 重 新 安 了
家，老人也没有什么奢求，
只希望自己能够把孙子拉
扯大。

10岁的刘宽是全家最大的希望

小刘宽上五年级了，他
的奖状是这个家的墙壁上
最好的装饰物。“他学习很
好啊，每年都有奖状。”对于
刘振江来说，这是他生活的
最大动力。宁家完小的张宏
杰校长也称赞了孩子，在班
里20个孩子里，刘宽的成绩
总是保持在前几名。“刘宽
这个孩子很内向，平时很少
说话。但是他并不自卑，老
师们都很认可他。”德育老
师说起了孩子的性格，流露
出些许的担忧。

比起同龄人，刘宽个子

显得小一些，见到陌生人，
他几乎不怎么说话，一只手
摸索着裤兜显得有点不自
在。记者问起刘宽去过县城
没时，刘宽脱口而出说去
过，而爷爷奶奶显然已经忘
了，刘宽小时候，爸爸在县
城打工，哥哥曾经带他去过
一次县城。这是刘宽唯一一
次去博兴，这唯一的一次在
刘宽心里却难以淡忘，那段
记忆里有父亲的思念，有自
己与城市最近的接触。

在刘宽一岁半时，他
的母亲离他而去，就再也

没有出现。或许，母亲和母
爱，对于刘宽来说，只是曾
经 存 在 却 无 法 感 知 的 东
西。刘振江说，刘宽的母亲
和家里还有联系，偶尔会
打来电话。刘宽也会给妈
妈打电话，但是说些什么，
老人也不想多说。只是说
大儿媳已有了新的家庭，
想念儿子却不肯回来，只
想让两个儿子去找她。一
张照片，几个电话，就是这
对母子之间所有的东西。
在那双单纯的眼睛背后，
爱才是他最大的渴望。

去博兴是刘宽与城市最近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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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刘宽和同龄人一样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不一
样的是，每天回到家，刘宽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母亲，给他
做好晚饭的是已经76岁的爷爷刘振江；当他坐下来写作
业时，一张平整的桌子和一盏明亮的灯，都是奢望……

刘刘振振江江在在打打扫扫庭庭院院。。

刘刘宽宽在在给给失失明明的的奶奶奶奶倒倒水水喝喝。。

来到博兴县乔庄镇宁
家的刘宽家，没踏进院门便
已经看到刘宽家的窗户，因
为院墙坍塌了一个豁口，只
是用石头垒起半截高，勉强
能叫做“院墙”。院子打扫得
很干净，但是除了柴草和灶
台没有多余的东西。家里的
四间土屋，盖了已经有22年
了，“下雨天，一进门满屋全
是盆。”刘宽的奶奶告诉记
者。

刘振江和天生失明的
妻子李玉芬膝下有二子，刘
宽的父亲刘德岗是刘振江
的大儿子，小儿子很小的时
候便被过继出去。刘振江夫
妻与大儿子共同生活，大儿

媳是重庆人。刘宽还有一个
19岁的哥哥，在东营打工。
刘宽的母亲在他一岁的时
候就离开了家。两年前，刘
德岗因为酒后打人获刑四
年，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更
是雪上加霜。

现如今祖孙三人挤在
同一间屋里，并且睡在一
张床上。奶奶说：“都是我
搂着他睡，家里也没有多
余的被褥。”奶奶虽然没有
劳动能力，但说起小孙子
却满怀怜爱。除了这张床
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
一台坏了的电视。还有从
别人家淘换来的破旧不堪
的 木 茶 几 是 刘 宽 的 写 字

台，连断了绳的马扎也不
舍得扔。

刘宽的父亲出事后，一
家三口的吃饭都成了问题。
刘振江年纪大了，农活干不
了，只能靠捡破烂来养活不
能自理的妻子和年纪尚幼
的孙子。随着年纪增大，捡
垃圾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刘宽的很多衣服，都是我
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刘宽
的哥哥在外打工，每年只回
家两三次，从来也不曾给家
里捎过钱。“一个十几岁的
孩子，他能养活自己对我们
家已经减少了很大的负担，
哪里还能给我们钱。”刘振
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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