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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恩情

□

朱 奇

无论是在分宜还是在南昌，无论是高兴还是烦恼，无论

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会情不自禁习惯性地想起一个人。 想

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恩情，浮现出三十三年前的情景，

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段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恩情。

（一）

1978

年，祖国大地到处生机盎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就像春雷一样在中国大地隆隆震响，科学的春天

来了。 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地主富农也开始摘帽子了。 记得

父亲在田头左手撑着锄头， 右手叉着腰地对我说：“儿子，现

在可以凭本事考大学了，你想不想再回学校复习考大学？ ”我

看着父亲认真的样子说：“到哪里去复习呢？ 谁会收我们地主

家里人？ ”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农村仍然是矛盾最明

显最尖锐的地方。 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不及时，

到

1980

年我那里才开始落实地主富农摘帽子的政策； 另一

方面，当时政治觉悟不高的贫下中农也不愿意将地主富农的

帽子摘了，就是摘了，他们也认为没有摘，从情感上总是想不

通。 父亲见我说回校无门便说：“明天我去找吾峰中学的老

师，怕什么，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权利。 ”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来到吾峰中学，曾经的母校却是那样

的让人感到生疏和忧伤。 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老师还是原

来的老师，但没有一个老师和我们打招呼。 我努力寻找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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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吴老师，但见到吴老师后，吴老师已经叫不出我的名

字了。 我反复介绍自己是谁，吴老师才有了印象：“哦，就是那

个会自己做圆规的朱炳玲吧？ ”我向吴老师提出请他帮助，我

复习让我考大学。 “很好，有志气。 ”吴老师边说边拉着我的手

走进学校党支部书记段道前的办公室。 段书记给我和父亲的

面孔是冷淡的、鄙视的。 他板着脸，几乎是用仇视的眼光看着

我们说：“上面有规定，地主的崽不能到我这里来。 ”然后他又

面对吴老师说：“以后不要再把地主带到我这里来。 ”后来我

硬着头皮又跑了大黄中学和梓埠中学，学校负责人明确说不

收地主的孩子，结局和吾峰中学是一样的。 我把情况告诉了

父亲，父亲脸上露出气愤的神态，进而又显出唉声叹气无可

奈何的样子：“不是摘帽子了吗？ 我们还是地主吗？ 地主不是

人吗？ ”

走投无路之下，父亲突然想起了他在万年共大种菜的发

小———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恩人！ “能不能求他让儿子在共

大半工半读呢？ ”父亲翻来覆去一夜未眠，整整想了一晚上。

县级共大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需要，全称是“江西共产主义

劳动大学万年分校”，专门培养贫下中农的小孩，输送到县域

各个层面当干部或技术员。 开始直到

1976

年还有工作分配，

后来就不分配工作了，“社来社去，农村来农村去”。

父亲起了个大早，光着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裤腿上沾

满了露水， 抱着唯一的希望走进了共大所在地———湖云农

场。 父亲见到了恩人后就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后来，

我知道了恩人叫朱景因，比父亲大不了几岁，也就是我从未

谋面的远房爷爷。 我们家叫新屋朱家，是个“长带”型，“长带”

上有四个村庄，分别叫湖南山村、柏树熬村、下新村和上新

村。 我家住上新村，他家住下新村，两村相隔一华里左右。 恩

2



人见我父亲满身露水，眼神凝重，宛如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

自己身上一样，半晌才说：“我是一个种菜的，吃饭做事是我

的本分，校长和老师对我的印象还行，但不知道进一个学生

是否行得通，得试一试才知道。 ”他老人家一边说，一边倒水

叫我父亲在房间坐下，然后就立即去校长家了。

万年共大就是湖云农场，校长就是场长，两块牌子一套

人马。 恩人在校长面前说：“校长我有件事要求您了，我有个

亲戚，今年

18

岁，人挺好的，也挺聪明，想到您这里来读书。 ”

校长很高兴地回答：“好事好事，是什么成分啊？ ” “这家亲戚

忠厚老实，地主是假的。 ”恩人连忙回答说。 “老朱啊，地主成

分，我可不能马上答应你，尽管摘帽子了，但阶级斗争为纲还

是不会变的，你回去吧，我们商量一下。 ”恩人如实地告诉了

我父亲，父亲沮丧地回到了家。 我从父亲的脸上看出了他非

常难过的内心。 父亲一生养育了十个孩子，自己是解放前的

上饶简易师范毕业生，多么希望自己有一个小孩继承他读书

的这条道路，可是复读无门，希望不就会破灭吗？

父亲就是不死心，三天两头地往共大跑。据说恩人也是天

天求校长，校长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终于答应收下我，但必须

写下一份保证。恩人从未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七歪

八，只有让我父亲写，然后再签上他的名字、按上他的手印、盖

上他的私章。 保证书的大意是：认真学习、认真劳动，遵守学校

的一切规章制度，不发表反革命言论，不干反革命的勾当。

父亲办完一切，高兴得拔腿就往家里跑，连恩人早已盛

好的稀饭都顾不上吃。 父亲一进门，就说搞好了、搞好了。 我

的母亲和我的三哥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 高兴之情溢于言

表：“那就好，那就好。 ”我也高兴得心都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

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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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天我就去共大报到。 共大万年分校是湖边一个平坦

的地方，三面围墙，围墙内有十多栋平房，校内有一个街道，

熙熙攘攘有很多人，街道两边是家属区及行政办公楼、学校

食堂等，最高的也不过三层。 围墙外面，则全是农田和村庄

了。 我先找到了我的恩人，他叫我在他房间坐一下。 他的房间

很小，大概只有

6~8

平方米的样子，很简单，一张木床，顶着

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很多东西，很凌乱。 靠门

的边上放着锄头、扁担，床底下塞满了簸箕之类的劳动工具。

我坐在他的床沿上，他站着对我说：“进来很不容易，可要好

好听话，这里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到农忙的时候全天劳

动。 可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为我和你父亲争口气。 ”我默默

地点点头，又抬头仔细看了看站在眼前的恩人。 他中等个子，

面目慈祥，憨厚本分的模样，一看就是个好人。

我跟在他后面， 他带我来到班主任饶华细老师的门前

（他和饶老师住同一平房）。 饶老师从房里出来站在门口说：

“安排在林业一班，先到班上宿舍直接住下就行，下午跟班劳

动。 ”同时，饶老师抬眼仔细看了看我，说：“你怎么这么瘦

啊。 ”恩人连忙回答说：“家里十多口人，特别穷，没有吃的更

没有营养。 ”我家兄弟姐妹

10

个，住在农村放草灰的棚子里，

起早贪黑参加集体生产队的劳动，吃米饭就蔬菜，一个月都

难得吃到一次猪肉。 六月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都是打着

赤脚穿着短裤不戴草帽，所以又黑又瘦。 村上的人都叫我“乌

泥子”，就是特别黑的意思。

万年共大有林业、农业、水利、兽医、缝纫、食品加工等

6

个专业，另外还有一个农业干部培训中心。 每个专业有两个

班，每个班

40~60

名学生不等。 学生大多来自万年本土，也有

4



余干、鄱阳两县的。 全校教职工大约有

2000

来人。 学生的年

龄参差不齐，小的

15

岁左右，大的有

40

多岁的，大多在

18~

22

岁之间。

我和他们目的不一样，他们大多读两年，回去以后当个

大队干部或乡里的干部。 而我则是要通过半工半读这个平

台，加强复习考大学，用行动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 所以，

我在心中暗暗定下一条：学习要刻苦，劳动要用劲。 我每天天

不亮就起来跑步，回到宿舍后，同学们都没有起床，然后我又

静悄悄地溜进教室大声读书。 晚上看书也看到

11

、

12

点。 下

午劳动时我也用劲用力：用力打谷、用劲“割禾”、用心插秧。

我“割禾”割得最快，插秧插得最直。 在共大学习不到一个月，

受到带课老师十多次表扬，同学们也很佩服我。 饶老师见到

我恩人说：“朱师傅，你家小朱很不错，很勤快，很会读书，表

现得非常好，我准备让他当班长。 ”恩人满脸笑容，连忙回答：

“都是您教导得好，谢谢饶老师！ ”

在这期间，我也会去恩人房间坐一下，恩人也经常会到

班上看我，带上半个红薯给我补食。 那个时候，我非常瘦，瘦

得只有

80

几斤，而且总感觉吃不饱。 我早餐两个二两的大馒

头，两大碗稀饭，但到上午

11

点就开始有点饥寒交迫的感觉

了。

共大离我家并不远， 经过几个村庄和南店水库便可到

达，大概

10

多华里吧。 据说南店水库的山上有一条大蟒蛇，

卷起来有农村用来晒谷子的大麻垫那么大， 听起来很恐怖。

但我无数次来回，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从来没

遇见过这条蛇。

为了省钱，我经常从家里带腌菜和小干鱼，即便是到食

堂买菜吃，也是买两分钱几乎没有油的白萝卜和一分钱的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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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 有时也会和同学爬过围墙偷老百姓菜地里的辣椒，将

它切碎，放上盐和酱油，当作下饭菜。

恩人见我极度节俭，又骨瘦如柴，心疼得难过。 他常常将

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吃他的菜，并鼓励我说哪位共大的学

生考取了中专，考取了大学，只要努力就会有出息。 类似这样

的场景，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成为我努力学习的动力。 现

在想起来，多么使我难忘！ 忘不了，冬天在操场上跑步，是他

给的一双旧解放鞋；忘不了，我穿了褪了色的唯一一件衬衣，

是他帮忙缝补的；忘不了裤子上系的“皮带”，是他从旧机床

皮带上割下的长条做成的……

还记得，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我被选入重点班。 老师为

了让我们这些学生集中精力学习， 不再安排下地劳动的任

务。 选入重点班是每个同学的梦想，同学们个个都很刻苦。 我

天天看书看到学校熄灯，然后再到恩人的房间里继续借灯看

书，反复练习试题。 记得有一次实在太困不小心睡着了，醒来

的时候发现恩人竟然拿着一个扇子在为我打扇。 他的厚爱和

恩情，使我更加发奋图强。

还有一件事更是令我永远都忘不了。 秋天的时候，我们

班将收摘的棉花晒在屋顶平台上。 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忽

然变天下起了雷阵雨。 我们都在学习没有发现。 幸好恩人及

时发现，他大叫着：“下雨了！ 赶紧收棉花！ ”我们才猛然发觉，

赶紧跟着他跑上楼顶快速收棉花。 期间他不但亲自收，还边

收边指挥，使老师和同学们井然有序，一下子就把棉花抢收

了下来，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损失。 后来，我因此写了一篇文

章，名叫《雨中收棉花》。 语文老师蔡明启看后说写得很好，真

实感人，用词准确。 蔡老师做了认真的修改后作为范文，要我

到每个班进行朗读，使我对这篇文章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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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我参加高考，由于特别穷，只有这一次的报考机

会，我和父亲商量了好久，决定报考中专。 因为考中专有十分

的把握，若报考大学只有六七分的把握。 如果报大学而名落

孙山，人生将会改写，也可能和所有农村人一样，生了四五个

小孩，背一身的债务，加入了前往广东深圳打工的盲流。

考试前一天，恩人再三鼓励我：别紧张、好好考！ 我也下

定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考，一定要考取，如果没有考取，我将

从共大的房子上跳下去！ 因为如果考不上，我没有颜面回到

共大、回到家乡了，更对不起父亲的苦心，对不起恩人的帮助

了！

进入考场第一场考的是语文。 当监考老师发下试卷，我

太兴奋了！ 作文的题目竟然是《在雨中》！ 这简直是太熟悉了、

太巧了，真是苍天有眼！ 《在雨中》和《在雨中收棉花》完全是

一个意思！ 我用了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就将作文写好了，这大

大增加了我考试的激情和信心。 后来，分数一出来，我考了

324

分，平均每门

81

分，被录取到江西第二林校。 我第一个向

恩人报了喜，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崽啊，不错，争了气

了，为我脸上争了光了！ ……”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是无

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三）

离开村庄前往学校的前一天， 母亲让我捉了一只鸡，带

上二十个鸡蛋前往恩人家辞别。 恩人见我提的东西后再三推

辞：“这都是应该做的，你把东西都拿回去。 你考上了，就已经

为我争了光，为全村争了光。 要好好学习，毕业后分到我们自

己乡里来， 做一个副乡长， 也就是我们朱家祖坟上冒青烟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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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后每到寒暑假，我也都会跑到共大，去看望恩人，帮

他种菜、收菜。 在学校，我每个月有

15

块钱的伙食费，我也尽

可能省下来，给恩人捎些当地买不到的日用品。 而每次恩人

都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看你都瘦得不成人样了，别省钱给

我买东西，自己去吃点好的。 ”我临走之前，他还每次都把自

己仅存的几块钱硬塞进我口袋里，我若不接受，恩人还会发

脾气。

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林科院江西大岗山实验局

工作。 刚开始，我工资每个月只有

29.5

元，再加上很少的补

贴，加起来不到

35

块钱。 我每年都会给恩人拜年，按照家乡

的习惯，给恩人送两包白糖和两包香烟，大概五六块钱的样

子。 后来，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我给恩人拜年时，除了送点

礼品外，还会给恩人一点钱。 再后来，恩人老了，就不再为共

大种菜，离开共大回到了家乡。 因为他只是一名临时工，没有

退休工资，每年回去看望他，我便尽可能多给一点钱。

1992

年，我得知恩人去世了，连续几个晚上没合一下眼，

非常地悲痛。 我匆匆赶到恩人的儿子家。 恩人就一个儿子，叫

朱国美。 按照农村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天井”，意思是有些精

神不正常。 他见到我来了，泪流满面，告诉我他父亲已于前一

天下葬了，他知道我是为了他爸爸去世而来悼念的。 我们两

人心情非常地沉重、非常地悲伤。 他哭着对我说：“我爸爸断

气时不断叨念着你的名字。 ”他这样一说，早已崩溃的我，更

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恩人我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啊……

后背山长着青松和杂灌，郁郁葱葱，显得有些阴森和寂

静，春风过后竟感凉气袭人。 恩人就葬在这山腰间，距离我家

乡的上新

500

米左右。 朱国美的老婆端着个竹簸箕，簸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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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着一些香烛和纸钱。 我手拿爆竹，来到恩人的坟前。 新堆

起的坟冢，和旁边的旧坟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四周青松

格外挺拔，宛若在向这位无私的恩人敬礼！ 朱国美的老婆撕

心裂肺地哭喊：“爸爸、爸爸，玲肋来了、玲肋来了。 ”（我原名

叫朱炳玲，老家人都叫我为“玲肋”）。 我感到揪心的疼痛，眼

泪止不住刷刷地往下流。 我点上三根香烛，跪拜时连磕了三

个响头，然后站在坟前，凝视着，久久才离去。 但愿恩人安息

吧！

（四）

后来，我有幸调到了南昌工作，回老家万年更加方便了，

次数也更多了。 每次去万年老家，我都要去恩人家看望他们

的小孩，给点烟酒和几百元钱，以表达对恩人的报答。 由于恩

人的儿子精神有点不正常，家里的生活也每况愈下，最后落

得靠捡破烂和流浪为生。 有一次朱国美脏兮兮地从我村庄前

路过，我连忙拿出

500

块钱塞到他手上，而他已经不认识我

了。 我心里很难过，恩人一生做好事，而后人却过得如此的艰

难，这真是老天爷对好人的不公。

有时候，我会在办公室静静地思考：人的这一生，无论是

生活的路上还是政治的路上、 无论是致富路上还是成长路

上，会碰上很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有恩人也有仇人。 仇可

以不报，但恩是一定要报的。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恩人，会

给你不同方面的帮助，但最珍贵的恩人是在你没有任何办法

时帮助你、改变你命运和人生的人。 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永远

地感恩和终身不忘。 因为官可以做大做小，总还是官；金钱可

以赚多或者赚少，总还是有钱，那是量的增加，不是质的改

变。 我的恩人，对我的帮助是质的提升。 如果他当时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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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那我就会和

同村没有考取学校的伙伴一样，拖儿带女，成了打工一族，过

着很辛苦和艰难的生活。

清明来临，我无比怀念我的恩人。 他的言行永远是我生

活的信心和工作的动力！ 恩人躺在松柏青翠之中，但永远活

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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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恩情深似海

□

吴和平

人一生中有许多人在关心你，爱护你，帮助你，他们或许

是你的父母、姊妹，或许是领导、老师、同事、朋友。 他们给你

生命，给你关怀，给你教诲，给你帮助，助你成长。 这些人都是

你的恩人，都应该永生铭记，永怀感激之情。 我今天要讲的是

给我生命，哺育我成长，帮助我成家立业，吃尽了人间疾苦，

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她用毕生的心血操持着家庭，用无边的

情爱哺育着儿女，无怨无悔，耗尽了她的肌体和能量，直到生

命的终结。

（一）

母亲出生于

1932

年，在那个女子命如纸薄的年代，她没

有进过学堂， 不识字，

12

岁失去兄长，

14

岁前我的外公外婆

因承受不了失去唯一儿子的打击， 在悲痛和忧伤中先后病

逝，我的母亲至此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失去了亲人的

她艰难地生活着。 在母亲

14

岁那年，在她的姑姑也就是我奶

奶的撮合下嫁给比她大

10

岁的我的父亲。 为何有这段亲上

加亲的婚姻？ 还得从我那封建思想极浓的爷爷和奶奶说起。

我的父亲第一次婚姻三年后，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大妈没有给

吴家添上一儿半女，爷爷奶奶着急了，不能眼见着吴家断了

香火呀！ 强势的奶奶天天指桑骂槐，逼着父亲离婚。 在父母主

宰子女生死的年代，父亲也无可奈何，只得遵照爷爷奶奶的

命令离了婚，迎娶了还在少女时期的我的年轻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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