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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向阳门第
春常在

核心
提示

38岁的刘洋很不幸，婴儿时期患病导致肢体一
级残疾、语言障碍，至今仍生活无法自理，但刘洋又
很幸运，出生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母亲的善

良刚强、父亲的隐忍担当、妹妹的悉心关爱，让她从未失去对生
活的热爱。她性格开朗阳光，虽然没上过学，但凭毅力学会识
字并喜欢上阅读和写作。一家人不但积极乐观笑对生活磨难，
还热心公益，奉献他人，获得过“学习型示范家庭”和“大连市文
明家庭”等荣誉称号，成为街坊邻里称赞的“向阳人家”。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
来”。2000 多年前，语出贾
谊的这句话，最近常为人们
引用。

在采访刘洋一家时，记
者找到了这句话眼见为实的
印证：付出爱就会收获爱；予
人玫瑰，手有余香。

为了照顾刘洋进出门方
便，动迁后全家选择居住在
一楼。拍照时，客厅里太昏
暗，要到光线稍好一点的南
卧室。刘洋将胳膊搭在妈妈
的肩上，庄华搂抱着刘洋，几
乎是拖行着来到卧室窗台边
上，不过是六七步的距离，母
女俩都已气喘吁吁。在被放
到床上的那个瞬间，刘洋晃
晃脑袋，看着母亲笑了。庄
华说这是大女儿特有的感谢
方式，每次都这样。

刘洋在她的文章里也表
达过很多对姥姥、姥爷、爷爷
的感情。“虽然刘洋身体不
好，但丝毫不妨碍全家人都
喜欢她。不孝顺和不能孝顺
是两码事，孩子的心明白，我
们也都清楚。她感受到家人
对她的好，因此对家人能做
到的，她也毫不吝啬地付
出。”庄华说，付出的爱让刘
洋没有因为残疾而对人对事
怀有恶意，这让全家人都特
别感恩，她的微笑、乐观就是
对家人最好的回报。

刘岩选择配偶时，首要
条件就是对方也要全心全意
地接受姐姐。“我爸妈是我最
好的榜样，只有我和爱人用
爱共同承担起照顾我姐姐的
责任，家庭才不会有矛盾，才
能和睦，父母才会心安。”刘
岩说，家里有一件事始终没
公开谈过，就是一旦父母不
在了，姐姐以后的生活怎么
办？“其实无须谈，父母怎么
做的，我们都看到了，我和爱
人早已达成一致，会照顾姐
姐一辈子。我们依然会乐观
面对以后的生活，就像父母
在的时候一样。”

在家里，刘全堂是话最
少的一个，但说到亲家时，
他说的话明显多起来，“我
那个亲家太好了，明事理，
有情有义，对我们家帮助特
别大。”刘全堂说，能和那么
好的人家做亲家，是“做好
事修来的福分”。

庄华告诉记者，她小时
候家里贴过一副对联：向阳
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
余。对联里讲的可能是老
理儿，但有一点到什么时候
都不过时，就是心地要善
良，家风要正。不管遇到多
大的难处，只要有这两条
在，心稳了路就走不偏，这
么多年无论是个人还是家
庭获得的荣誉，都是对这种
信念的褒奖。

刘洋一家人的故事，通
俗地讲其实就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播下爱的基因，
撒下善良的种子，收获的是
阳光和尊重，这也正是“向阳
门第春常在”的含义所在。

“周末打理书柜，翻开一本本曾经看过的
书，仿佛看到了我人生每个阶段的痕迹。

“一本本生动有趣的童话伴随我度过了
无忧无虑的童年，一本本浪漫的诗歌伴随我
度过了花季雨季的少年，青年时期一本本名
家名言激励我放飞梦想……

“虽然残障羁绊了我的双腿，让我寸步难
行，但我在书海里走遍了千山与万水，看遍了
大千世界不同的风景与人生，读书让我的心
灵丰盈，读书让我的灵魂歌唱……”

春日的一个上午，记者敲开大连市甘井子
区红旗中路兴达花园小区一户普通住宅的大

门，见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刘洋。她的母
亲庄华、父亲刘全堂坐在她身旁，轻声细语地
向她介绍记者的来意。靠坐在沙发里的刘洋
无法自行起身和行走，手臂不灵活，说话含糊
不清，但依然用微笑和点头礼貌地打着招呼。

如同刘洋的文章风格，坚定、自信、乐观是

这个家庭的气质，阳光的气息充盈在不大的房
间里。38年的时间，虽然经济条件一般，但一家
人不但以朴素的平常心面对各种磨难，不抱怨，
不放弃，还始终以感恩之心与人相处。热心公
益，回报社会关爱，这个普通人家“世界以痛吻
我，我却报之以歌”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刘洋有个“向阳”之家
本报记者 吕 丽 文并摄

刘洋1981年出生，母亲庄华是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父亲刘全堂
是大连本地人。庄华说，初当母亲
的喜悦还没来得及感受到，一个又
一个考验和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刘
洋出生时脐带绕颈，4 个月时高烧
不退，此后成长发育开始不同于正
常儿童。从刘洋不到 1 岁开始，一
家人便去北京、上海等地四处求医
问药，但得到的都是一致的回答：终
生肢体残疾、语言障碍。

“唉，那个时候，才真知道啥叫心
如刀割啊！”即便是回忆30多年前的
事，今年 63 岁的庄华依然无法平
静。她说那种痛苦只有身在其中才
能体会，周围很多朋友和邻居出于同
情，给了不少如何对待孩子的建议。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遇到这
种情况都很恐慌。大家都是好心，
觉得我和爱人那么年轻就要一辈
子背负沉重的负担，心疼我们。我
和孩子她爸确实痛苦万分，但我们
都明白，孩子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
肉，既然母女、父女的缘分来了，哪
能放弃和抛弃呢？不管孩子啥样，
我们都要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
庄华说，从知道刘洋情况的那一刻
开始，她和爱人就从未因为孩子要
与不要、治与不治产生过分歧，两
个人坚定地要竭尽所能把刘洋养
大，而且一直不放弃治疗。在尝试
多次确实没有康复的希望后，他们
开始专注在精神上引导孩子自立
自强。

为了给刘洋积攒治病的钱，
刘全堂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辞去了

稳定但收入低的工作，开始四处
打零工，哪里挣钱去哪里，哪个活
儿给的钱多就干哪个。今年已经
72岁的刘全堂现在依然没有歇着，
前不久帮人家看了一个多星期的
车，刚拿到 300 块钱报酬，一回家
就给刘洋了。他知道女儿喜欢阅
读，就让刘洋拿去买书。但懂事的
刘洋知道，那是父亲起早贪黑挣来
的辛苦钱，于是 300 块钱在父女俩
之间推来推去。

刘洋在她的文章里曾经引用
这样一句话：“有一种坚强叫‘因为
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自己的
父 母 就 身 体 力 行 诠 释 了 这 种 坚
强。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是时候
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了，可是
为了照顾自己，并让自己以后生活
无忧，已经六七十岁的父母每天仍
围着自己在忙碌。“每每想到父母
的付出，我都很内疚，也曾痛恨命
运的不公，但父母的不抱怨和乐观
向上，给我做了最好的榜样。我感
激父母在身体上把我当病人对待，
但精神上让我学会独立，用读书告
别无知。他们鼓励、支持我读书学
习，为我本来封闭的世界打开一扇
明亮的窗，在书本中汲取力量，学
会以积极的心态生活。”

因为身体残疾无法自理，刘洋
不能在学校接受教育，但依然饱读
诗书，甚至能写出漂亮的文章发表，
令很多人感到意外。无法言语沟
通，刘洋用微信留言的方式给了记
者答案：即便身处黑暗，家庭的爱也
可以让生命找到希望的光亮。

因爱坚强

刘洋有一个小她 4 岁的妹妹，叫
刘岩。但从小到大，刘洋一直是家里
最受宠爱的人。

“从我记事起，好吃的、好玩的、漂
亮的衣服都要先可着姐姐来。那时小，
不懂事，会抱怨父母太偏向姐姐。我爸
妈总对我说姐姐身体不好，生活无法自
理，应该受到更多照顾，因为血浓于水，
我们是一家人。”刘岩也是性格外向、开
朗，说起父母和姐姐非常动情。

刘岩说自己的家庭非常普通，因
为姐姐身体的缘故，喜怒哀乐比别人
体会得更多一些。从1994年开始，爷
爷与他们一起生活，父亲每天在外边
忙碌，照顾爷爷、姐姐和她的重担全压
在母亲身上。除了一日三餐，照顾爷
爷起居，还要给姐姐喂饭、洗漱、背上
背下到户外晒太阳、教姐姐认字读书，
接送自己上下学、辅导功课，为了贴补

家用，母亲当时还去居委会做些工作，
每天忙成“陀螺”，但刚强的母亲从不叫
屈。“爷爷与我们生活了15年，即便后来
家里动迁，房子有70多平方米了，但我
爸妈仍然住客厅，把最好的房间留给爷
爷。我妈手脚勤快，做事利落，再忙也
会把家里收拾得整洁，把我们姐妹打扮
得干净清爽再出门。”言语中能体会到
刘岩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她说父母用质
朴、善良和坚韧成就了这个家。

庄华说，她最为欣慰的就是亲情在
家人心里始终是最重要的。刘岩从小
就是姐姐的翻译和代言人，因为只有刘
岩能全部听懂姐姐含糊不清的发音。
看到姐姐不能坐在电脑桌前，只能跪在
地上打字非常辛苦，刘岩上班第一个月
的工资就给姐姐买了苹果iPad。

“小女儿当初找男朋友的首要条件
是必须接纳她姐姐。我和她爸心里既心

酸又幸福。懂事的孩子用行动让我们心
安，我们有说不出的感动。”庄华说。

让刘全堂夫妇高兴的是，小女儿真
的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女婿孙玉书
知书达理，非常孝顺老人。因为在开发
区工作，孙玉书一周才回市内一次，但只
要是休息日，一定会来看望他们。更难
得的是，他与刘洋也相处得很好，三个
孩子常在一起用特有的方式沟通交流。

“我身有残疾，但 38 年里从未缺
爱。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不惧别人的
眼光，每天坚持背着我出去晒太阳，为
我劳碌奔波。父亲寡言，但用勤苦的
付出尽可能让我们生活得好一些。妹
妹最懂我，她的课本也是我的启蒙教
材；妹夫尊重我，待我如亲姐姐。虽然
我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但我心里有深
深的爱，会用最美的文字记录我幸福
的家。”刘洋说。

血浓于水

在刘洋的文章里，常常有感恩的
内容。庄华说，这些年来，刘洋得到了
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太多人的关爱，
既减轻了她心里的伤痛，也解决了很
多实际难题。

“刘洋非常渴望读书，也非常刻
苦，靠看我们的嘴型，自己摸索出汉语
拼音拼读法。手不能写，就想有台电
脑试试打字，但家里条件太有限，只能
一拖再拖。2001年的时候，一个朋友
得知情况后，二话没说回家就和儿子
把家里八成新的电脑给搬来了。”庄华
指着桌子上的一台台式电脑说。正是
这台电脑，给刘洋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让她走上了写作之路。

“刘洋的第一笔稿费有 30 元，全

家人高兴得像中了百万大奖，不是为
稿费高兴，关键是这给了刘洋极大的
鼓励和自信，让她体会到尊严和自身
价值，最重要的是让她找到了人生努
力的方向。”庄华说。

刘洋很小的时候在与妈妈交流
时，就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恩、对热心人
的感谢，而无法用实际行动回报，一直
让她心里很纠结。于是，庄华又代女
儿弥补心里的遗憾。在居委会工作
时，庄华努力为辖区居民服务，多次获
评先进个人。无论动迁前还是动迁
后，庄华都义务担任楼长，时间长达近
30年。

除了为街坊邻里服务，庄华还走
出社区，积极参加义工活动，被大连

市慈善总会评为“星级义工”。在她
的影响下，全家人都行动起来，奉献
爱心，回报社会。刘洋也发挥特长，
为社区的微信公众号写宣传稿件。
2016 年，庄华和刘洋母女俩同时被
社区评为“最美鸿盛人”。在大连市
文明办举行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中，庄华入选 2018 年“大
连好人榜”。

在鼓励刘洋阅读的同时，刘洋
刻苦的学习精神也影响了全家人，
一家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坚持读书
学习，因此获评大连市西岗区“学习
型示范家庭”，更凭借自强不息、热
心公益、向上向善的好家风被评为

“大连市文明家庭”。

回报关爱

刘洋（前）与父母和妹妹在家中合影。

母亲庄华培养了刘洋的阅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