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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老家45年了，能找到吗？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寻亲，能找到吗？

不做DNA，这亲能认吗？

母亲的老家在哪里
□吴天胜

1 突闻喜讯
自除夕那天起，刘娥乘飞机、转高

铁、坐班车、住旅社，从梁平区公安局
刑侦支队到龙门派出所，又从龙门镇
到拱桥村，几经辗转，精疲力竭。

到梁平已是第二天，所有的指向
性信息都核对了，所有能找的关键人
都问过了，结果都是“不认识”“不像”

“不是”……
“舅舅，你们在哪里？我带着父母

的遗愿来找你们了。”刘娥心中有说不
尽的思念，那种思念，是一种必须达成
使命的信念。可两天过去了，她始终
未能偿愿。此时，手机突然震颤了，是
唐云彪的来电：“找到了……”

她恨不得立马掉头返回，可高铁
还在继续往前开。她又想找车赶回
梁平，可此时已近午夜，哪还有跑长
途的车？她强抑激动的心情，就近找
了个旅馆住下，然后将好消息告诉了
远在河南的弟弟和曾经托起她希望
的人们。

原来，在刘娥离开拱桥村后，唐云
彪仍没有放弃，拿着照片继续在村里
走访。问着问着，一个中年男人说，刘
娥的情况和自家相符……

2 寻亲执念

那晚，刘娥几乎一夜未眠。窗外
的夜雨打在树叶上哗哗
作响，像父母在对自己

呓语。她躺在旅馆

的床上，不时拿出母亲和自己小时候
的合影来看，往事如昨。

母亲在刘娥8岁那年因病离世，
弟妹三人全靠父亲养活。在成长的岁
月里，父亲断续告诉她，母亲是四川梁
平（今重庆市梁平区）人，老家叫拱桥
乡，家里有外公外婆和几个舅舅。父
亲还把母亲的身份证交给她保管，希
望她长大后，能去梁平寻亲。

小学三年级时，刘娥给母亲的老
家写了第一封信。信寄出后，她每天
都巴望着回信。一年过去了，也没见
来信。她不死心，又寄了一封出去，仍
杳无音信。虽没收到只言片语，但寻
亲的念头却在她小小的心田里播下
种。一有机会，她就打听母亲的过往。

父亲有五个弟兄，他排行老二。
1980年的一天，全家东拼西凑了少许
钱款，在一个卖耗子药的人手中，买回
一位17岁的姑娘。姑娘说四川话，只
会写名字唐娟。权衡再三，爷爷决定
让有初中文化的老二和她成亲。婚
后，唐娟和丈夫过起了小日子，先后生
了刘娥和弟弟妹妹。

正当刘娥和弟妹沉浸在幸福的童
年时，年仅28岁的母亲却突患疾病去
世，兄妹们的幸福瞬间坍塌。而受打
击最大的还是父亲，他变得更加深沉
少语，整天就知道干活，仿佛只有繁重
的体力活，才能让他消解丧妻的悲
痛。苦日子挨到五年前时，先是父亲
患病去世，接着妹妹也生病离世。好
端端的一个家，突然变得破碎不堪。

3 一线曙光

生活变得破碎不堪，可寻亲的愿望
却像魔怔般附体，一有机会，迅速生发。

前几年，有空就看央视《等着我》
栏目，成了刘娥打发时光的最好方

法。她也在网上发寻亲启事，犹
如当年寄出的信件般石

沉大海。
转 眼 来 到

2024年，过往的
破碎慢慢愈合。
一日，弟弟给刘
娥说，继续帮妈
妈找老家吧。

她受到了鼓
舞，又在抖音上
发布了寻亲求
助。爱心女士李
芳主动联系她，
分享了自己找到
孩子的经验，还
提供了重庆打拐
民警樊劲松的电
话。了解到刘娥
的情况后，樊劲
松将她的寻亲请
求转交给梁平区
公安局刑侦支队
打拐办。打拐办
工作人员王丽莎
很热心，刘娥将
母亲的身份证和

自己保存的合影照片发了过去，然后
就是耐心地等待。

等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漫长过。
刘娥掐指一数，母亲已离开梁平

老家45年了。45年，16400多个日
夜。她理解不了母亲当年是怎么忍受
过来的，但她知道母亲心中一直思念
着老家。不然，父亲临终前不会托付
她寻找。

在耐心而又焦灼地等待中，王丽
莎不断反馈寻找进展：找到拱桥乡了，
不过现在叫拱桥村，属梁平区龙门
镇管辖……找到几个关键人了，也
许对寻亲有帮助……找到几个年龄
相仿且姓唐的男性了，很可能是你
的亲人……

刘娥再也压抑不住急盼的心情，
趁着春节放假，从深圳直奔梁平。除
夕的梁平，街上挂满红灯笼，到处流光
溢彩，家家都在团圆。可刘娥却形单
影只，她渴望尽快找到亲人。

4 遍访无音

除夕那天，王丽莎专门调了班，
为的就是等候刘娥。见面后，王丽莎
马上联系龙门派出所值班人员。心
急的刘娥不愿耽搁时间，搭上班车直
奔龙门镇。为节约时间，她在邻近的
新盛镇上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准备连
日寻找。

当天下午三点多，刘娥去了龙门
派出所。值班所领导王金龙很热心，
早已准备好资料，又安排协勤刘清全
帮助寻亲。刘清全是老协勤，人熟、地
熟、情况熟，知道拱桥村的前世今生。
了解到刘娥的亲人姓唐后，亲自打电
话问了一圈，没有结果。想到与拱桥
村相邻的乐胜社区有不少人姓唐，马
上联系了社区干部唐云彪，请他带路
寻找。

刘娥告诉了唐云彪自己两个舅舅
的名字，唐云彪问了好多熟人，都说不
认识。他不甘心，又找来自己的大哥
唐荣飞，开着车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询
问。最终，他们找到三户疑似唐姓亲
戚，可经仔细确认后，又一一否定了。

是自己提供的地址和名字有误，
还是母亲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人？刘娥
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准备放弃。她留
下了唐云彪的联系方式，拜托他继续
帮忙寻找，然后又去了龙门派出所。
王金龙再次打开户籍系统，帮她查找
线索。做完这一切，已是大年初一的
下午三点，她搭班车回了梁平城区。

刘娥实在舍不得离开母亲的故
乡，她特意改签了最晚去重庆的高
铁。但再多的情感滞留，终会被时间
催促和分离。

5 血脉终连

初二一早，刘娥再次赶到拱桥村，
唐云彪和那个中年男人已在一户唐姓
人家等待了，那里早已围了好多人。

“我妈妈叫唐娟……”刘娥一股脑
将母亲一家的信息都报了出来。

“我是你二舅妈，这是你大舅妈。”
一位中年妇女亲热地拉着刘娥的手，
挨个介绍。

“他是你姨妈家的儿子……”唐云
彪向她介绍那位中年男子：“昨天就是
问到他后，才找到你这些亲人的。算
起来，我还是你堂舅呢。”

大舅妈指着堂屋里大舅的遗像
说：“你们看，刘娥和她大舅多像，简直
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亲戚们仔细
打量后纷纷确认：“就是，特别是鼻子
和嘴巴最像。”

“您和这个表弟更像。”唐荣飞从
人群中拉出一个小伙子，让他站在刘
娥身旁问：“还用做DNA吗？”“既然都
这么像了，还用得着花那冤枉钱？”表
弟牵着刘娥的手，自信满满地说：“表
姐，你说是吧？”“用不着了。”大家笑哈
哈地说。亲切、激动的心情澎湃在每
个人心间，没有生疏，只有道不完的亲
情、理不完的血脉。

很快，大舅妈张罗了一桌丰盛的
饭菜，所有亲人其乐融融地聚在一
起。在共同的回忆中，母亲远嫁的谜
底终于揭开——1980年，刘娥当年17
岁的母亲想出去见见世面。恰在此
时，一个操外地口音卖耗子药的人，来
到她面前。趁着外公外婆不在家，此
人拐走了母亲。等家人们发现不见人
时，哪里还找得到？

十年后，二舅长成了大小伙。他
打听到姐姐远嫁到河南后，二话没说，
骑上自行车就去找，两个月后空手返
回。没过多久，外公外婆相继离世，大
舅、二舅只要有机会仍要寻找姐姐的
下落。可惜，二舅在12年前意外去
世，大舅也在5年前去世。剩下的亲
戚对刘娥母亲的信息知之甚少，更无
从找起，只得把寻亲的念头藏在心底，
只盼出现奇迹。

为了等待这个奇迹，大舅是妈始
终保存着一本破旧的户口本，上面有
外公、外婆、两个舅舅和母亲的名字。

“我怕户口本破了，亲人就再也团不了
圆了。”大舅妈翻出户口本递给刘娥。

刘娥摩挲着户口本，上面的胶带
粘了好几层。是呀，母亲离开老家已
经45年了。为了今天的团圆，自己持
续了35年帮母亲寻找老家，这一次，
也用了28天。

“大舅是叫唐荣龙，二舅是叫唐荣
豹吗？”忽然，她惊讶地指着户口本上
的名字问。“哎呀，表姐，你还不知道，
我们拱桥村的方言是‘云’和‘荣’发同
一个音……”二舅家的小表妹笑着告
诉她。瞬间，刘娥明白了，母亲当年不
识字，又是说的方言，父亲误将两个舅
舅的名字记成了唐云龙和唐云豹。

难怪当年写出去的信没人回，难
怪问了那么多的人，都说不认识……

到现在，刘娥还忘不了那晚在大
舅妈家做的梦：父亲母亲领着弟弟妹
妹，一起来到了大舅、二舅的家里……

备注：刘娥及其亲人均为化名。
（作者系重庆报告文学学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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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呼啸着撕开夜衣，车窗外的田野飞一般被甩在身后。
马上就要到重庆北站了，身后的梁平，不知什么时候再来？刘

娥看了看车窗外，一片漆黑。远处点亮夜空的烟花提醒着她，今天
是2025年1月29日，正月初一，万家团圆的日子。

母亲，您的老家在哪里？

融洽的亲情

几十年前的全家福几十年前的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