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回顾
1996年4月15日，《宁波晚报》刊登了作者蔡康的纪实

作品《花烛泪诉人间情》，在甬城乃至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这组连载作品讲述了余姚农村一个普通农民郑涨钱与妻子
刘桂英以及女儿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讴歌了普通人的无
私情怀，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晚报历时半个月，对这一事件进行连续报道，发表16篇
文章。其中的主要内容先后被新华社、《新闻出版报》、《解
放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媒体转载，并被《今日
中国》杂志翻译成6种文字向全世界推广。

记者回访
秋冬阳光甚好，回想当年采写《花烛泪诉人间情》的经

过，已从宁波晚报退休的老报人蔡康侃侃而谈。他说，事情
已过去20多年了，但回忆起来就像发生在昨天——

1995年9月，宁波晚报副刊部在余姚召开作者座谈会，
会议期间，当时还在余姚文联工作的青年作家蔡康提到正
在赶写一篇稿件，并简要叙述了故事梗概。

时任宁波晚报副刊部主任的贺圣思极感兴趣，当即邀
请蔡康就此写一篇适合在报纸上连载的纪实文学。经过采
访、核实、补充，1996年4月，该作品以连载形式在《宁波晚
报》刊登，每篇千字左右，连发16天。

这一家人的故事实在太牵动人心，没能集齐16篇的晚
报读者强烈要求再刊。蔡康说，当时的宁波晚报总编徐正
根据读者的要求，与副总编们商量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创
新：将文字集纳后，用7个版面（当天的报纸总共8个版）重
新刊登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一时间，原本就感动众人的故
事，在甬城再度造成轰动。

据了解，此举作为报纸创新案例，进入了高校新闻专业
的教材中。

由于报道关注度极高，在热心读者的帮助下，郑涨钱与
23年里遍寻不到的小女儿重逢了。

蔡康提了当年的一个细节：当时余姚有位热心的知情
人看到报道后，特地找到他，并提供了郑涨钱失散小女儿的
详细情况，从而使这件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当时宁波晚报的办报宗旨是‘心系寻常百姓 可读可
用可亲’，这与后来宁波晚报提出要办一张‘有温度的报纸’
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晚报用
一篇篇鲜活感人的报道，润物细无声地走进了广大读者的
心中。”蔡康说，宁波晚报初创期的氛围给他留下极为深刻
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会被当时晚报的领导和采编人
员不辞劳苦与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所打动。也正是在这种
氛围的带动下，蔡康加入宁波晚报这个大家庭后，又写出了
多篇引起不小反响的新闻精品。

在《宁波晚报》刊发的连载作品基础上，经蔡康进行修
改扩充成书的《花烛泪》，于1997年10月由宁波出版社出
版，并获得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著名作家
余秋雨是余姚人，他特为《花烛泪》一书作序，并在序言中反
复提到自己的感动，“读完一遍，又读一遍，眼泪无法擦干
……”他还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父老乡亲而点赞，称其“散发
出来的是善的强波”，追求的是“至情至善”。

记者 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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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回顾
2009年5月5日，42岁的林萍把48%的肝脏捐给了同

村8岁小女孩。这份跨越血缘的“人间大爱”深深震撼了
宁波市民。他们纷纷慷慨解囊，为小女孩筹集后续医疗费
用。而作为捐献人的林萍，却依然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随着“林萍无偿捐肝救女童”事迹被国内媒体报道、转
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位保险公司普通职员身
上体现出来的大爱，感动了宁波，感动了浙江，感动了中
国。

林萍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等荣
誉，并被评为“浙江骄傲”2009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为宁
波“爱心城市”再添光彩。2009年8月24日，林萍爱心基金
成立，这也是宁波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爱心基金。

记者回访
11月9日，终于联系上了林萍。用“终于”，是因为她

实在太忙了。除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外，她还十余年
如一日坚持做公益，做了很多润泽人心的温暖事。距离
2009年捐肝已十年有余，林萍也从大爱无私的捐献者，晋
级成为“专业”的公益人。

“不用担心，一切都挺好的。”林萍说，虽然捐肝对身体
造成一定影响，但她相信身体状态与心态有着更紧密的关
联，开开心心朝前看，才是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

捐肝之后，林萍一直在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善事。受她
的影响，保险公司的同事甚至身边的亲朋好友，都非常关
注公益事业，他们或多或少参与其中，且十分享受。

“其实真没做什么，只是每年做一些常规的事。”事实
上，林萍为做公益付出了很多，但她总觉得还不够。记者
了解到，目前以林萍命名的公益基金有好几个，每一个她
都很上心。如何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是林萍
每年都特别操心的事。

从帮助留守儿童，到捐建“一元慈善家图书馆”，从结
对助学到老年登高、义卖摆摊、垃圾分类宣传等，林萍用自
己的方式，努力让善事契合当下，而且与时俱进。

年年春节回家欢喜，春运过程却愁煞众人。从2016
年春运开始，林萍及其爱心团队（林萍微心愿工作室）启动
了一项极富意义的爱心活动，给无座的旅客送坐垫，每一
年都坚持送出1万个。

“事情很小，但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很有触
动。”林萍说，很多来宁波的务工人员忙了一年，好不容易
买到回家的车票，却是站票。他们中有不少抱着孩子、拎
着大包小包，其实已经很累了，却无处落座。凭票从志愿
者手中领到暖暖的小坐垫后，他们立即就使用了。这样的
场景，最让她感到心中踏实。

经过多年做公益的磨砺，原本“大大咧咧”的林萍，变
得心细如发。她还提出在坐垫上印上“宁波大爱·伴您回
家”的字样，让宁波人的爱跟着坐垫前往全国各地。这项
活动已经进行了4年。

上半年抗击疫情期间，林萍及其爱心团队又第一时间
找到民生“需求点”。他们屡次前往各值勤点给执勤人员
送吃送喝，而且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记者 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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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萍与女孩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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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回顾
2005年3月，青海乐都县高店乡29岁语文教师罗南

英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4月，她慕名来到
宁波市第一医院治疗。虽然她的姐姐可以为她提供骨
髓供体，但60万元的巨额费用难住了她，她决定放弃治
疗，等待病情稳定后就出院。住院期间，罗南英开始给3
岁的儿子写信，她希望日后儿子能看到母亲生前预留给
他的信。

《宁波晚报》发表了其中的4封信，热心的读者被罗
南英信中所散发的母爱感动，纷纷打电话到晚报，希望
了解罗南英的经历，捐助这位无助的母亲。与此同时，
晚报立即派出记者，分头采访罗南英以及她所在学校的
领导和她的丈夫，并委托青海省级报纸《西海都市报》的
同仁到罗南英的娘家和婆家采访。

晚报记者在采访中获知，除了对儿子的爱外，罗南
英身上所散发出的浓浓师爱和对家人的质朴之爱，也同
样感人至深，并对这一切进行了报道。

宁波人被罗南英深深打动，一周内就2300多人为她
捐款，集齐了手术所需的60万元，400多名市民冒着酷
暑到医院去看望她。这在当时成了宁波为个人捐款历
史上的“效率”和“数额”两个之最。

2006年1月，捐助罗南英的2300名宁波市民不仅获
得了“浙江骄傲——2005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而
且还获得了全场分量最重的奖项——“最具感动奖”。时
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为2300名市民代表颁奖。
宁波市民救助罗南英的事迹被评为“2005年度宁波市十
大新闻”，进而又被搬上了舞台，写进了教科辅导书。

记者回访
宁波市民的捐款，让罗南英获得了新生。然而出院

不久就因上呼吸道感染再次入住宁波市第一医院，其间
虽经医护人员全力精心救治，但她病情持续恶化。

2007年3月22日，罗南英永远地离开了。
许多宁波市民自发为她送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得知送来火化的是罗南英，给她免去了所有的费用，还
为她放了3个礼花。

罗南英的丈夫胡志军也产生过将罗南英的骨灰撒
在宁波海边的念头，因为宁波是曾给了他们夫妻无数感
动的城市。但由于罗南英生前做梦都想回到自己的家
乡，丈夫便将她的骨灰带回了青海，又怕她想念宁波，决
定将骨灰撒到了一个和大海相通的地方。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胡志军从100多公里外
的西宁市赶到刘家峡水电站，将罗南英的骨灰撒在了这
里，他要让妻子灵魂在此安息。如果她想念在宁波的朋
友了，就可以随着从刘家峡流出的水，漂向遥远而亲切
的宁波。

罗南英的儿子鹏鹏是罗南英最放心不下的人，他生
于2002年。2005年4月16日，罗南英在丈夫陪同下离
开西宁前往宁波治病，婆婆抱着3岁的鹏鹏送他们到车
站，儿子甜甜地对罗南英说：“妈妈再见，晚上早点回
来。”

听着儿子的话，罗南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通”

一声给婆婆跪下，请求婆婆替她照顾好儿子：“妈妈，我
如果回不来了，请您照顾好鹏鹏，教育他做一个正直、善
良的人。我来生再做您的儿媳妇，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不想，这次竟成了她和儿子的永别。

胡志军为了不让鹏鹏过早感受失去母亲的痛苦，在
去刘家峡撒骨灰时，犹豫再三，没有带儿子同去。

罗南英已经永远离去，胡志军和鹏鹏的日子还要继
续。已经两年多没上班的他，开始一步步适应新的生
活。后来，他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姑娘，两
人结婚，如今两人的女儿6岁了。

胡志军本想等鹏鹏问起妈妈情况时再告诉他：妈妈
已经去世了……但鹏鹏从来没问过他，或许他已经通过
周围人的举动感知到了妈妈已经永远离去。鹏鹏上初
三时，胡志军觉得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便将罗南英留下
的信件及一些刊有罗南英报道的《宁波晚报》交给了鹏
鹏。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人生的交接，交接的是一堆物
品，也是一份母爱和一份期许。

鹏鹏接过这些东西，也没有说什么，胡志军也没有
再多说什么。他觉得什么也不用说了，现在网络这么发
达，儿子一定百度了有关他母亲的所有报道。

胡志军是一个很开朗、平和的人，他陪伴罗南英在
宁波看病两年多时间里，任劳任怨。前几天，当记者再
次打通他的电话时，电话那头，他依旧很乐观、很热情，
但末了，一句“整天为生活奔波，也没联系大家……”让
人感受到这些年，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生活很不
容易。

最让胡志军感到欣慰的是，鹏鹏已于今年8月考入
一所高校，填报的是中文专业，他和自己的班主任说，

“要像妈妈一样，毕业后当一名语文老师”。
《宁波晚报》25岁了，打算举办一场活动，记者通过

胡志军联系上了鹏鹏，问他是否愿意录段视频，在活动
上通过视频给宁波市民说几句话？如果不愿意，没关
系。他立即答应，他说自己也一直想对当年帮助过母亲
的人说声“谢谢”，几个小时后，他发来一段自拍视频，背
景是简洁的学生宿舍。

镜头里的鹏鹏，皮肤白皙，有些斯文，眉宇间能看出
罗南英的影子。“刚才去参加辩论赛”“刚才开班会”……
在和鹏鹏微信交流中，记者能感觉到，他的大学生活很
充实。

鹏鹏在视频里说，奶奶、爸爸、姑姑将他照顾得很
好，他感恩他们。这正如罗南英留给鹏鹏的信中所写

“你与其他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妈妈不在了，但亲
人们会加倍地爱你，周围认识你的人也会更加怜爱你。
你拥有的爱，并不比其他孩子少！”

鹏鹏在视频里，对宁波市民当年捐出60万元救助
他母亲，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他也表示，以后有机会，一
定来宁波看看，看看当年母亲获得倾城之爱的地方。

鹏鹏发来视频后，还告诉了记者：他对现在的学习、
生活很满意，专业是自己喜欢的，每天学习知识锻炼身
体，过得十分充实。

在宁波住院期间，罗南英不断给儿子写信，她说，他
怕儿子在自己离开人世后，因为缺少母爱而变得性格孤
僻。如果罗南英活着的话，她今年应该44岁了，她看到
儿子充实的大学生活，一定很开心。

多年前，记者去青海采访，曾见过胡志军和鹏鹏一
次，那时上小学的鹏鹏见到陌生人有些羞涩。但在这次
联络中发现，鹏鹏的努力、平和、善解人意，已经成了母
亲罗南英信中希望的样子。

“人的一生，都要经历许多挫折和坎坷，但是经过自
己的努力，总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妈妈不希望你一帆
风顺，因为那不是正常的人生。去经历风雨，你才会长
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才会有一番作为……”今年18岁
的鹏鹏，正青春，路尚长。让我们重温这封罗南英当年
写给儿子的信，和她一起祝福鹏鹏在以后的人生中，克
服万难，乘风破浪。 记者 杨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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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到医院看望罗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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