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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我应邀给鲁迅文学院第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讲过一课。
课后，作家阮梅送来自己的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书稿，请我“批评指正
”。
我应酬地说：“好，如有时间，我一定拜读。
”其实，我自知琐事缠身，没有空闲读文学作品，无非说句客套话而已。
然而，毕竟书名很有吸引力，在回程的车上我禁不住翻了翻书稿。
没想到这一翻就放不下，一气儿把它读完了。
我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所震撼，我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所折服，我为作品的文学魅力所感染，我
为《世纪之痛》的真知灼见所鼓舞。
　　《世纪之痛》不是无病呻吟之作，它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它告诉读者，中国农民是伟大的，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伴随农民工进城潮的兴起，农村2000万留守孩子的命运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
严峻课题。
虽然也有少许留守孩子成为自立自强的优秀典型，但多数留守孩子的处境实在堪忧。
由于父母亲情长期疏离、学校偏向应试教育、社会影响诸多不良、民工自身缺知少识、安全教育流于
形式、法制环境不够健全、心理沟通缺少渠道、关爱机制尚未形成，所以在一些留守孩子群体中滋生
许多令人揪心揪肺的案例。
那些弱小无助的留守孩子，或发生不该发生的意外死亡，或导致本可避免的终身伤残，或性格孤独怪
异，或抑郁悲观，或自艾自怨，或自暴自弃，或堕落沉沦，或违法犯罪。
如果我们党和政府不解决好这2000万留守孩子的问题，那么未来的中国不知会增添多少难以预测的负
面因素！
《世纪之痛》的厚重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警世意义。
　　《世纪之痛》告诉作家，文学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是顾影自怜，不是孤芳自赏，
不是匍匐权贵脚下的奴颜，不是垂涎富翁指缝问的乞讨，不是沉溺少数人情感世界的纠葛，也不是猎
奇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而是要具备自觉关注底层大众民生的良心和责任。
作者以母爱的天性、作家的良知、社会活动家的敏锐和拓荒者的勇气，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历时数
年，跋涉百县，深入基层，走访农家，到学校座谈，发问卷调查，写书信答疑，进看守所探视，
同1600多名教师和1900多个留守孩子倾心交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梳理问题，指出危害
，分析原因，找出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艰辛努力，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自费的“业余”行为，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更让我赞佩的是作者关于作家社会责任的精论，她说：“作家首先应该是不畏艰险的社会活动
家，应该以关心社会命运为己任，应该是唤醒社会良知的号角，应该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旗手。
作家着笔泼墨，就应该如同天石坠深潭，掀起一池水，高扬其清，直击其污，让灵魂受到真善美的洗
礼，让心路远离假丑恶的羁绊。
为此，同样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和魄力。
”　　《世纪之痛》作为报告文学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民生，选题重大。
文学的题材广阔无比，凡是人类思维所及之处都可以提炼文学的题材。
但是各类题材确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缓急之隔。
越是重大而紧迫的题材，越是关系更多人切身利益的主题，越能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因而也就能产
生更广泛的影响。
《世纪之痛》所以能迅速引起各方关注，并被中国作家协会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同时列为2007年度重点
作品扶持项目，原因正在于此。
　　二是饱含真情，熔铸大爱。
文学应该是大众的精神大餐，文学应该把人民作为母亲。
没有大众，文学就会失宠、失业；离开人民，文学就会失去营养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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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学对人民大众必须满怀真挚感情，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哀其所哀，痛其所痛，善其所善，
恶其所恶，美其所美。
《世纪之痛》所以能给读者以心灵震撼，正是因为它对广大的农民工和留守儿童倾注了感人肺腑的真
情大爱。
　　三是观察敏锐，分析得当。
报告文学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
要善于去伪存真，避虚就实，梳理出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进行剖析，并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提出具
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世纪之痛》的作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所得第一手材料非常丰富。
但是，作者并未有文必录、有事必陈，而是从家庭、学校、社会的不同空间透视留守孩子的困境，又
从亲情、友情、性格、心理、教育、法治、舆论和政策等不同角度分析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然后提
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四是文风清新，引入入胜。
语言的魅力在于其感染力、冲击力和穿透力，这也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取胜之道。
那种平铺直叙、毫无艺术构思的语言，很难吸引读者眼球；那种晦涩难懂、故弄玄虚的语言，往往使
读者不知所云；那种过度夸张、大而不当的语言难免让读者觉得是危言耸听；那种古板拘泥，如发文
件式的语言，极易令读者有似曾相识、视觉疲劳的感觉。
《世纪之痛》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以生动鲜活而恰到好处的文学语言述说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题材，
令人警醒，令人心动，激人关注，给人希望。
掩卷而思，读者不能不为留守儿童的处境而忧心，不能不为问题查清了原因而释然，不能不为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欣慰。
　　总之，鲜明的问题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敢的探索精神、博大的挚爱真情、深刻的理性思
考、优美的文学语言，均为《世纪之痛》增色加分。
　　当然，《世纪之痛》在素材遴选、逻辑架构、修辞分寸等方面，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但是，一位青年作家完成时效性如此强的报告文学作品，驾驭如此重大的主题，而能达到如此境界，
确是难能可贵；瑕不掩瑜，当不必苛求。
何况我的观点亦属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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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作者历时三年，跨越五大打工省份，就中是农村留儿童总
是相关的养老保障问题、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匮乏、农村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有待改善等 社会问题进行了
调查，并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总是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理发分析与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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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阮梅，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现任华容县科技局副局长、兼职华容县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月刊特聘作家。
先后有作品80多万字发表在全国数家报刊。
2005年，散文随笔《生命如瓷》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散文年选《2005散文》，励志文章《闯过
难关的通行证》作为学生必读课文被选入浙江省中考试卷中现代阅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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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诞生在新时代的“孤儿”毋庸讳言，打工大潮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国民
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的付出功不可没。
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出也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带来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冲击，中国农村正
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家”的解构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家的理解是什么？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俗语，给了我们最通俗、最生动的答案。
然而在打工大潮的冲击下，在非年节的日子里，农村几乎找不到父母子女厮守在一块儿的温馨场景了
。
一般的家庭，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夫妻或一方外出，一方在家带孩子、务农，或夫妻双双外出
（往往亦分赴两地），而将孩子留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或干脆把孩子托给邻居或
朋友照顾，与孩子团聚的时间少之又少。
　　这种变化，对于成人来说，是使夫妻关系危机四伏。
夫妻天各一方，缺乏正常的、必要的沟通，情感长期处于疏离状态，没有寄托，自然会给婚变埋下祸
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又是一个绝对的诱惑，外出的一方来到城
市眼界大开，接受了新生活、新观念，或通过努力改变了地位，跟留守一方有了不协调不融合，冲突
在所难免，走向离婚，便成了一个必然。
　　有媒体载，在有25万多农民外出的中部农业大县怀远，县法院近年受理的离婚案逐年增加，
从2004年1月19日至2月9日的二十一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达120人，2月9日一天受理三十一件
，创下该院的历史纪录。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在河南省豫东商丘农村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城镇。
据我从一个县法院所了解的情况，2005年度，该院受理离婚案件六百九十一起，起因为当事人外出打
工，双方或一方有外遇的，占90％。
一个新的情况是，在涉农的离婚案中，妇女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过去多扮演被“遗弃”角色的“秦香
莲”们，在进城后，反而比男性更容易生根，也更容易通过各种途径改变地位，特别是一些从贫穷山
区走出来的妇女们，一旦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便从此再不回家乡，不认前夫、不认儿女，造成许多
“事实离异”和子女被遗弃的悲剧。
　　在西部的重庆，一些基层法庭的法官对打工女诉夫离婚的情形已习以为常了，一个县的一个乡镇
法庭2003年办理了一百六十四件离婚案件，2004年上半年受理九十八件。
外出打工女起诉离婚案已成为一些律师的主要案源，其中八成以上是外出打工一方先行起诉。
在我所调查的几个县市，当地离婚诉讼的原告也主要是外出打工女。
　　婚姻危机还是刑事犯罪的温床，在农村，一些婚姻纠葛，最终还有可能演变成为夫妇相互残杀的
家庭悲剧。
　　对于孩子来说，孤寂的留守生活再遭遇父母离异，更如雪上加霜。
　　且不说由于父亲或母亲的外出，孩子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一半的天伦之爱，留在孩子身边的那个“
单亲”，也往往由于留守压力，在自觉不自觉中使孩子得到的爱大打折扣。
如大多数留守妇女，在家中不仅孤灯只影，一整年一整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忍受着与丈夫长年两
地分居的孤寂，还要耕种家里的承包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所有的粗活、重活都要一肩挑，即使
是病了、累了，也找不到一个人来分担。
劳动强度大还在其次，留守妇女最主要的，还是精神压力。
大多数留守妇女在外都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怕招惹闲言碎语；而对在外打工的丈夫，既担心其
安全，又对其能否经受城里的诱惑心存疑虑，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情绪化了的时候，对孩子的态度就可想而知。
反之，由男方留守，也是同理。
而随着“打工婚姻”离婚率的不断攀升，这种压力和恐惧还会在更多的留守家庭升温。
　　对于父母双双外出、被托给他人照管的孩子，父母更是已蜕变为一年两年才露个脸、见个面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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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概念。
　　这些孩子孤单地留守乡村，少有依靠。
内心的寂寞与忧伤，生活上的不便与环境的歧视，意外的人身伤害，无一不在困扰着这些孩子。
由于缺乏亲情滋养，这些幼小心灵，有的走向消极、孤僻，有的变得任性、暴躁。
父母在生活中的缺位，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这些孩子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的形成。
　　最不幸的还是解体以至发生刑事案件的家庭的孩子。
　　离婚，对于成人来讲还可能是某种解脱，但带给孩子的，只会是留在他们心中无法消弭的痛。
在笔者查阅的一些离婚案卷宗中，因顾虑带着孩子会对以后的工作和再婚有影响，还有相当比例的离
异双方都拒绝将子女带在身边，这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何等的打击！
这样的孩子的前途也最为堪忧。
调查中，笔者翻阅过一些少年犯罪的案卷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中一半以上的犯罪留守儿童，大多家庭
破裂，或者父母长期不和。
　　父母之与子女，或言家之与孩子，真如皮之与毛，或巢之与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
，岂有完卵？
对于一群群羽翼未丰，甚至仍在嗷嗷待哺就被放了单飞的留守儿童，其艰难困苦和将经受的磨难可以
想见。
　　留守儿童问题，其实后面隐藏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
难怪有专家称：“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
问题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
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城市市民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
助。
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语汇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
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于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
“家庭结构形态的变化，各种矛盾的发生，自然还会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带来冲击“我的孩子只要
不吸毒，不杀人，干什么都没事！
“我走访的一个学校的男生，学习成绩不好，不遵守学校纪律，拿钱买动同学一起逃学去社会上闹事
。
班主任打电话给其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要父母回家管一管孩子。
谁知其父亲竟这样对班主任说。
　　“这样的家庭教育！
我敢断定这个孩子今后很可能会吸毒，很可能会杀人！
“在该校调查时，该校负责人说起这样的家长心中仍然怨愤难平。
　　“这个学校附近的一个组只有二十一户人家，几乎户户在外打工，除一跛脚妇女和一脸上有明显
疤痕的妇女没有出去外，一户带一户，就这样带出去了。
家里的楼房都竖起来了，但很多家长在外面干的都是违法的事情。
男的帮人看店，当打手，‘提包’（意指偷窃有钱人钱财），女的‘跑广’（意为卖淫）。
”“攒了几块钱，对子女的教育也发生了变化。
公开笑贫不笑娼。
你说他们的子女变不变坏！
”这是我在一个学校组织座谈时，学校所在县的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两位老同志提供的情
况。
　　老人言辞激烈，听来令人心惊肉跳。
座谈会后，我到老人所说的那个组去走了走。
远远看去，组里楼房林立，近看，则大多房舍紧闭，坪上杂草丛生，甚至连猫狗都少见。
房舍对面的菜园，也看不到常见的时令蔬菜，大多是被租种的人家种上了经济作物，或没有托人管，
就抛荒在那里。
道路上可以看见的就是几位年迈的老人，但也要走三五户才能见到一位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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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你停下来和他们提起儿子、孙子，老人便可以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孩子无法无天，调皮
捣蛋不服管的事情，每个老人都能讲出几“皮箩”。
　　通过调查走访，笔者不得不相信，在许多村落，传统的是非观、价值观、伦理观，已被拜金风扫
得荡然无存。
知识无用论抬头，各种曾经在农村绝迹的不良风气重新大行其道。
　　比如赌博风。
有的孩子本来就像是被爷爷奶奶喂着的一头猪、养着的一条狗似的代管着，可有的父母出门几年，有
朝一日“衣锦还乡”，想的不是与子女的亲情陪伴，而是与牌友酒友的轮番酣战。
难得与孩子共度的春节，就这样在打牌赌博中不知不觉耗过。
更有甚者，牌局还开成了大人桌、小人桌，日夜不止。
　　再比如迷信风。
我所调查的一所学校，有一个叫董浩的初二男孩，写信告诉父母：“你别不信哦！
上个月奶奶在家里装了很多香，供了木菩萨，经常有人到家里来下跪，看病。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她装香用的东西绊倒了，她还大骂了我一顿，按着我的头，要我下跪。
家里天天不得清静。
听说现在有人在劝奶奶改信耶稣，奶奶又把香撤了，每逢星期六家里人来人往，写的写，折的折，又
不得清静了。
“据笔者调查，60%的留守老人有不同程度地参与迷信等不良活动。
　　另外，在农村外出打工者中，一些暧昧职业已然登场，如“代孕”、“陪聊”、“陪睡”等非法
职业在求职场上已不为鲜见。
甚至在某些落后山区的家庭中，还出现了一些非法职业被整个家庭默认的情况，嫂带姑、姑带嫂，整
个家庭的女子就这样被逐一带出去从事非法职业。
2006年11月22日，中新网就以《合肥出现陪睡保姆，单身男子要求保姆丰满健谈》为题，报道了记者
暗访两天两夜的所见所闻。
报道中，一中介工作人员告诉暗访记者，只要开价超过1000元，他们随时都能找到四五位同意陪睡的
“保姆”，连二十来岁的女子都能找到。
一妇女在面见暗访记者时也公然说：“只要处出感情，也就没有什么了⋯⋯”社会不良环境的推波助
澜，不法中介或城市独身老人的金钱诱惑，使一部分盲目进城、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妇女误入歧途。
有的父母在外个人生活不检点，回来后还把大叠的黄碟放在家里看，过后扔在家里成为孩子的“娱乐
”工具；有的丈夫在外刚刚有点起色，就嫌弃妻子，甚至当着孩子的面虐待妻子⋯⋯有关专家称，中
国每年有15.7万名女性死于自杀。
而我调查追访过的160多个农村妇女自杀个案中，有66%的自杀与家庭暴力、离婚有关。
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悲剧，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而这样的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又会给
社会带来多少隐患。
　　“像这样一些家庭，父母仅在电话里说几句要孩子好好读书，这又有什么用呢？
面对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我们拿什么来净化他们的心灵？
”谈起留守孩子的家庭教育环境问题，一老师痛心疾首。
　　“贫穷不是个简单的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问题。
这里有愚昧、冥顽不灵等因素作怪，有恶劣的生活习惯问题。
⋯⋯你说仅仅提高了农产品价格青年农民就不外流了吗？
你以为可以把千百万散布在各地的农村来的按摩女、妓女和在城市游荡的人们赶回农村吗？
没有受教育，就更愚昧，因为愚昧，就更认为受教育没用，不如直接当大款。
”在“南洋小筑的博客”上，这个署名方汀的人发的帖子虽言辞过激，但的确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
　　恶劣的家庭环境，不良的家教，更容易使孩子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孩子便极易做出反社会行为
。
　　第二章代管，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关于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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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
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
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
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
、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
　　但在农村，这些法律明文规定的父母的责任，实质上因父母的外出，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其他监
护人”即代管家长的肩上。
这些代管家长是谁？
这么沉重而重要的担子他们担得起吗？
“没管好”的责任与后果又由谁来承担呢？
代管，谁在管？
2006年岁末，我在某山区了解到一件十分凄惨的事件。
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半夜心脏病突发，因无人及时抢救而死亡，而与他相依为命、同床共眠的两
岁孙儿也因无人知道爷爷的死去而另托人代管，活活饿死家中。
可以想象，满怀希望外出挣钱养家的孩子父母及亲人得此噩耗，是如何地痛断肝肠。
　　无独有偶，湖北李家祖孙同赴黄泉路的悲惨情景与之何其相似：2005年6月19日晚，在十堰打工的
李师傅往老家父亲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无人接听。
次日中午，他打电话时发现他父亲手机关机。
几天之后才知真相：他五十六岁的父亲和他三岁的儿子双双被发现死在家中。
事后据警方调查，李师傅父亲系突发急病死亡，他儿子兵兵两天之后因饥饿和脱水死亡。
两个极端的个案，以相似的情形提醒着我们，这种悲剧可能不是偶然。
　　其实在近几十年外出打工浪潮汹涌的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到，伴随着无数的青壮劳力抛家别子
远走他乡，一个又一个的家庭饱尝着母子分离、夫妻分居、亲人相隔、幼无所育、老无所养、病无所
医等种种揪心之苦，为了生存，无数个寻常之家，竟然到了连起码的一家人一年能同桌吃顿饭、见个
面都十分艰难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家老、中、少三代人连筋带骨的疼痛。
　　隔代抚养：谁愿抚了竹子再哺笋？
我走访过的一老婆婆，已八十九岁，听她村里人讲，她有三个儿女在外打工。
老两口总共带有五个孙子、外孙。
见到她时，草坪上并排摆有两大盆衣服，老人正光脚？
着双凉鞋在搓洗。
得知我的来意，老人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是星期天，一家七口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完，家里不像个样子
。
　　“孩子们听话吗？
”我问。
　　“爹娘不在，你说他们能听话吗？
！
”老人索性放下手中的活，打开了话匣子，“外孙磊磊学习不上路，成绩差不说，总是大错不犯，小
错不断。
柜里摸钱，田里放火，剪同学头发，喊老师绰号，提起他我就头痛。
是头十足的‘野牛’！
一年上头来找我告状的人没断过。
　　“爹娘在家，他们就好些，真是一群小精怪。
有什么办法呢？
“三家的小孩子，毕竟不是一个屋里出来的，又都是男伢，平常总是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鸡
犬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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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孙子甚至以‘主人’自居，动不动就对其他几个说：‘不要你在我屋里住。
’“有一次，四个小家伙在屋里玩球，因两句话不合，大孙子梭梭就打了大外孙磊磊一个嘴巴，四个
人当即滚成一团。
打得两个人都出了血。
手心手背都是肉，看得我心里直打战，生怕打出个好歹来，背不起责任。
　　“晚上做梦都在跟他们磨牙，不知几时是个头啊！
“写在老人脸上的是一脸的茫然。
　　“辛苦吗？
“看着她那双正在脱皮、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堆满皱褶的手，我问。
　　“不辛苦是假的。
晚上都不敢睡死，冬天的话，起床盖被子都要好几趟！
早上五点多就得跟他们准备早饭，洗衣，下田。
有时候他们哪个逃学了，我还得找人去把他们找回来。
““下田？
““是啊。
趁还能动，种了两亩呷饭谷！
“她说，”靠崽女吃饭靠不了。
崽女在外也不容易，搞不了几个钱。
挣的那俩钱，光给孙伢子读书就读没了！
唉！
幸好身子还硬扎。
““幸好身子还硬扎”！
儿女们出门五年来，老两口都是自己上山捡烧柴，下田种地，做饭洗衣。
老人用孱弱的身子支撑着缺少支撑的三个家。
　　“他们出去，我们不反对，多搞点钱，免得总是借钱过日子。
只是儿子在家，媳妇在家，我们就好些，有爷有娘照看自己的伢子，就好一点。
再说，我们对他们不好教育，像书上的题目，他们问我，我晓得个鬼⋯⋯“老人说完这句话，有些无
奈地笑了。
苍老疲惫的笑容，留在我心中的，是拂之不去的痛。
　　打开作家张步真新近贴出的博文，在《青壮打工去，收禾翁与妪》里，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可
见一斑：我去的时候正是“三秋”季节，也就是秋收、秋种、秋管。
这真是巧了，不论是杨林、石坝，还是龙门，凡我走访的人家，无一例外地年轻人都出门了，家里就
留下老头老太太。
我家所在的杨林乡新溪村峡口坝，共十户，39人。
目前在家的只有12人，其中学龄儿童2人，另外27人外出打工，分别在深圳、浙江、上海、长沙等地。
组里的四十多亩水稻，就靠这十位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用蚂蚁啃骨头的方式，一把一把地收回来
。
有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几年前中风半身不遂，也拖一把小木椅，挪着身子下田，用一只能够活动的
手，帮着老伴收稻子。
而湘乡石坝村的亲戚，他家是四代同堂，儿子、孙子外出打工，收稻子是六十多岁的父母亲作主将，
而两位八十多岁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也要帮着晒谷看场。
过去三秋季节，农村学校放农忙假，让中小学生回来帮助秋收秋种，现在讲究教学质量，学校不放假
了。
这些老头老太能把稻子收回来已属不易，至于传统的秋种，比如，种油菜、小麦、蚕豆⋯⋯就无暇顾
及了。
在中国农村，本应该受到公共财政大力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农村老人目前
只能依靠子女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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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青壮年的外出务工本应有助于提高其经济上赡养老人的能力，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
本应”远没有转化为现实上的供养水平。
我们看到的情况更多是，青壮年的外出带给老人的，是负担的加重和生活质量的下降。
在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均外出的情况下，很多老人不仅要一切自理，还要承担起抚育第三代的重任，有
的是一至两个孩子需要老人照顾，多的达到六七个孩子与老人生活在一起，这明显超出了他们的负担
能力。
　　在农村，“身子还硬扎”的爷爷奶奶是孩子的福气，更有许多被迫担负着监护职责的老人，连自
理都难，又遑顾孩子。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大多数祖孙相依为命的家庭里，老人的生活质量都很差，遇到身体不适，
只能是大病小看，小病不看，死在家中多日后才被人发现的事件也偶有出现。
再者，老人含辛茹苦一辈子，对子女也有感情的需要。
而留守儿童太小，与老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上下之间的管与教，不能形成平等的情感上的互动和交流，
这使得大多数的留守老人都有很深的孤独感和不幸福感，许多老人甚至觉得他们的日子便是带着病痛
等死。
　　而对于那些儿子外出、媳妇留守家中的家庭来说，老人虽然只是农活、家务和照看孩子上的帮手
，但由于儿子这个家庭主要劳力、这个亲情维系的中间人在家庭中的缺位，处在各自生活与情感重压
之下的婆媳之间一旦滋生矛盾，便很难调和。
有媒体报道说，某村一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三十岁时丈夫因病去世，她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
。
然而，老人并没有因此过上好日子。
几年来，三个儿子分别外出打工挣钱，三个儿媳不顾老人体弱多病，都要求老人为各自家庭洗衣、烧
饭或者带孩子。
老人一年四季奔忙于三个儿子家，从无停歇。
一次，老人因受凉感冒发高烧，没有起床，二媳妇却把老人从床上拽下地，让老人到田里干活。
老人被儿媳强拽到地里后，无比心寒，收工后将自己关在自己的破屋内上吊身亡，结束了痛苦的一生
。
邻居说，多年来被三个儿媳虐待的老太是看在外出打工的儿子和可爱的孙子孙女身上，才勉强活了这
么多年。
　　晚年残生，如果不是不得已，谁愿抚了竹子又哺笋？
更何况许多老人为儿女操劳一生，已经被生活的艰辛榨得油枯灯尽。
于是近些年也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老人受生活所迫，将子女告上法庭的事，理由是索要带孙费。
对于这看似有悖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象，一法学界人士明确说：“老人带孙子只是传统，但不代表
法律。
赡养父母是我们的义务，不带孙儿是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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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个世纪末，当城市农民工生存状态等总是一次次被提出，引起关注之时，农村“留守儿童”问
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
　　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放低自己的姿态，眼光向下，深入社会，特别重视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注重描写百姓关心，关注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问题，从中汲取创作素材和主题，体现了强烈的
人文关怀精神。
社是真正活着的文学，这是真正有力量的文学，这是真正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学。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纪之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