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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没混好
他38年不回家
本报记者 梁斌

他曾说———

混不出个人样

死活都不回家
今年60岁的刘执柱是巨野

县田庄镇官厂村人，没上过学，
家里有俩弟弟一个哥哥。刘执
柱现在湖南株洲市区靠修鞋和
擦鞋谋生，两年前，结识了了小
他十岁的女朋友范国菊。正是
在女朋友的催促、鼓励下，刘执
柱才鼓足勇气给离别38年未见
面的家人写了信。“混不出人样
死活都不回家的想法害了我
呀。”刘执柱叹气说。

1974年，刘执柱离家打拼。
按照他四弟刘执彦的说法，当
时，因和大哥起摩擦被大哥打
了，刘执柱狠狠地告诉家里人，

“我这一去，混不出个名堂，就
再也不回家。”

按照刘执柱的理解，混得
好是指，在外面领个女人，有套
房子，即便没车，也能风风光光
回家。要是啥都没有，不仅让自
己没面子，也会让家里的哥哥、
弟弟和嫂子、弟媳们笑话。

离家的刘执柱先是在郑

州、武汉流浪，后来扒火车到株
洲，最终干起修鞋、擦鞋的行
当。现在，他每天能挣到五六十
块钱，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生活
费有着落了，想家的心思就更
重了。刘执柱说，刚开始心还很
硬，可后来就萌发回家想法，

“但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越觉
得自己该混得更好，越不敢回
家。”

在刘执柱看来，一年中最
痛苦的是时候就是过年。看着
大街上的人家团团圆圆，受到
刺激的他只敢到朋友家坐一
会，然后，灰溜溜地回家偷偷抹
泪。“有时，一连能哭上好几
天。”刘执柱说。

他感慨———

今年无论如何

都要回家看看
两年前，刘执柱和同是擦

鞋工的范国菊碰撞出爱情火
花。当初，刘执柱向范国菊坦
白了自己的经历，“可她觉得
我靠得主，愿意和我在一起，
还送手机给我。”就在两个月
前，刘执柱想到要给女朋友一

个名分，要跟她结婚，可户口
被注销的尴尬让他陷入困境。

原来，刘执柱一走就是38

年，没给家里寄过一封信，没
有一丝音讯，家里人都以为他
不在世上了，就把他的户口注
销了。为了爱情，刘执柱终于
想通，要给家里人写封信。收
到信那一刻，他的哥和弟才知
道，这位亲人还一直活在世
上。

“你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坏
事，要不为啥不敢回家！”前不
久，刘执柱四十多岁的四弟刘
执彦和哥哥通上话后劈头就
问。“这句话把二哥问哭了。”刘
执彦说，二哥坚定地说：“你要
是在我身上发现一个伤疤，一
个不正当的事，我任凭处罚。”
和刘执柱长聊后，刘执彦确定，
二哥确是太爱面子、自尊心太
强了。

此后，在《株洲晚报》记者
的帮助下，刘执柱和家里人通
过电脑视频相见。得知老母亲
和姐姐都离世，看到70多岁的
婶婶呼喊着让他回家，刘执柱
嚎啕大哭，“今年无论如何都要
回家看看。”

有钱没钱，常回家看看

几乎我们所有人内心都有种
混不好不好意思回家的潜意识。

爱面子不是错，死爱面子是
大错，刘执柱就是执著过了头，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吕留山这样分
析。

在吕留山看来，像刘执柱一
样“偏执”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要
么为了升学，考不上名校研究生
就再也不见父母，要么为了名声，
当不上官、挣不到钱、买不起车房
就坚决不回家。问题恰恰就出在
这里，人们执念太深，眼光太高，
硬要和别人攀比，硬要拿别人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却忽视了自己
的实际能力，结果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只能发出“心比天高，命比
纸薄”的感慨。

这样的人忽视了更重要的一
点，最关心你的人真正在乎你的，
无非是平安和健康，至于钱，再多
都不能算多。

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是幸福
的问题，在央视前不久的大型调
查“你幸福吗”的追问中，我们可
以发现，人们更重视的是通过努
力过上舒坦日子，也即简单生活，
开心去过，而不一定必须是敲锣
打鼓，带着香车美女，衣锦还乡。

说到底，和刘执柱一样不愿
回家的人，他们的“忍辱负重”是
自找的，他们始终活在别人的眼
里，唯独没活给自己、活给家人。
让我们通过刘执柱的遭遇醍醐灌
顶一次吧——— 亲情是任何金钱买
不到的，有钱没钱，常回家看看。

自认为混得不好，怕丢人，巨野的刘执柱22岁离家后长达38年
不跟家里人联系，也没回过一次家。他曾说，若不能衣锦还乡，宁愿
蹲在黑暗的角落里，看着灯火阑珊的马路。而今，年近六旬的他鼓
足勇气联系上家人，得知父母和姐姐已离世，他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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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执柱
的经历，让人
们思考：

是什么
让越来越多
的人成为“恐
归一族”，人
生的朴素意
义到底是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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