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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饼里的爱情：

湘大副教授和她的小摊贩丈夫

排除万难，
他为妻子拉开求学风帆A

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
完成成人本科学习后，李时华
跨专业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经
济学硕士。为了实现这个跨越，
李时华可谓是呕心沥血。在准
备考研的半年时间里，她每天
早上 6 点起床去自习室，晚上
近 12 点才回寝室。让李时华愧
疚的是：“经常是每天学习完后，
才想起要给老家的丈夫和年幼
的儿子打个电话，但往往又因为
到了半夜而作罢。”

“书读得越多，感觉知道的
越少。”回忆起那段求学时光，
虽然艰辛，但也是让李时华最
为自豪的，“我看到我的导师把
治学当成生命，作为他的学生，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跟我的导师
一样，把所有的压力抛到一边，
通过努力与耕耘，让自己学有所
成。”

2004 年，研究生毕业后，
李时华一鼓作气，考上了湘潭
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2008 年 7月，李时华通过博士
论文答辩，拿到了湘潭大学政
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时，距
李时华1999 年做出继续求学的
决定，已经过去了整整 9 年。9
年的时间里，她完成了从一个中
专生到博士的飞越。

而李时华成功的背后，是

刘卫东的苦涩。巨大的生活压
力，几乎要把他压垮了，而且为
了李时华读书，家里已经欠了
不少债。

好在，幸运之神终于眷顾
了这个家庭。李时华在完成博
士学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
湘潭大学聘为副教授，留在该
校商学院教经济学。

学有所成的李时华，也到
了兑现自己承诺的时刻。2008
年 8月，李时华把丈夫刘卫东
和儿子接到了湘潭大学团聚。
曾经周边人的不解和奚落，此
时变成了众口一词的敬佩和赞
叹。

2008 年开学后，李时华以
副教授的身份，走上了湘潭大
学的讲台。对于李时华来说，
这是极其庄严的一刻，而默默
为此付出多年的刘卫东，此刻
走在充满朝气的大学校园里，
幸福得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幸福并没有持续多
久。任教后不久，李时华就发
现自己鼻孔里经常有血丝，而
且伴有鼻塞、耳鸣等症状。最
初，李时华并没有在意，但细
心的刘卫东感觉到妻子的异常
后，坚决要带李时华去医院。

2008 年 9 月 4 日上午，刘
卫东带着李时华来到湘潭市中

心医院。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小
炎症，可一系列的检查过后，
医生的神色凝重了。

“主治医生把我喊到另外一
个办公室。”即便已经过去 5 年，
刘卫东依然不忍心回忆那揪心
的一幕，“医生说，我爱人的病
情不乐观，是鼻咽癌。”听完医
生的话，刘卫东惊呆了。

强打起精神，刘卫东见到
妻子后，还是给了她善意的谎言：

“我安慰她，说没有什么事，打
打消炎针、吃点药就好了。”

回到家，安顿好李时华，
刘卫东这才走到隔壁房间，压
低声音给在老家当医生的妹妹
打电话。

从妹妹那里，刘卫东才进
一步知道鼻咽癌是多么可怕。

“早期发现的生存时间才 5 年，
而我爱人那时候已经到了中晚
期。即便积极治疗，一般也才
能够活两年。”生活为什么如此
残酷？这个坚强的汉子，终于再
也抑制不住悲伤，小声地抽泣
了起来。

刘卫东的电话，被还没有
睡着的李时华听得一清二楚。
得知自己罹患重病，乐观的李
时华没有崩溃，反倒走过去安
慰起了丈夫：“我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完成，一时还走不了。”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实习生 宁璐

在湘潭大学，有一对特别不一样的夫妻：妻子是学校的经济学副教授，丈夫却不是与之登对的学术名流——他在最靠近妻子的地方摆了
个小摊，专卖红豆饼。他考虑得最多的经济问题是“菜市场的菜是不是又涨价了”。

并非丈夫胸无大志，如此坚持，只是为了守护妻子的生命。而在此前，他用 9 年的坚持帮助妻子完成了从一名中专生到博士的人生飞越；
如今，他依旧用男人的坚强与担当将羸弱的妻子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让她在经历生死考验后，依旧能够满面幸福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12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湘潭大学，走近刘卫东、李时华夫妇，也走进了这一段至死不渝的感情。

鼻咽癌是一种恶性肿瘤，且来
势凶猛，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果不堪
设想。但摆在刘卫东夫妻面前最大
的问题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了。

这时，有人告诉刘卫东，如果李
时华在湘潭治疗的话，医疗花费报
销比例比较高，如果去长沙治疗，最
多只能报销一半。

左思右想，刘卫东最后还是决
定把李时华送到湖南省肿瘤医院治
疗。“不要说还能报销一点，就算没
有一分钱报销，我也要送她去最好
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这是我妻
子的命，也就是我们家的希望啊！”

幸运的是，在湖南省肿瘤医院，
李时华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癌细胞
并没有转移。半年后，李时华出院回
家休养。有一天，李时华跟丈夫商量，
她想向学校申请上课。一开始，刘卫
东坚决不同意，他担心妻子经不起
折腾。可李时华很执拗：“别人都说，
癌症病人一半都是被吓死的，但对
我来说，只要能给学生上课，就是
最好的治疗方式。”

见说服不了妻子，刘卫东只得同
意。

2009 年下半年，李时华重新走
上了讲台。得知李时华老师带病坚持
回到课堂，学生们都很感动。由于
李时华在放疗、化疗时脖子被烧伤，
视力和听力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每次
给新学生上课时，她总会有几句特
别的开场白：“我生过病，喉咙不舒服，
所以声音不大；耳朵也听不太清。请
大家见谅。”

李时华现在任班主任的湘潭大
学 2010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二班学生
范振楚，说起老师李时华，言语中
总充满了感动：“学生最听她的话，
她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班长王希
彤也说，李老师虽然身体不好，却
依旧关心班上的每个学生，她所带
的班级成绩也很好，四级通过率达
90.4%，六级通过率为 60%，专业课
成绩也居于学院前列。而湘潭大学
宣传部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李时
华这些年虽然患病，但是“发表了十
多篇学术论文”。同在商学院的谭燕
芝教授提到这个不服输的同事时，也
满是赞赏。

而对于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李

时华都归功于丈夫刘卫东。
“我这个病不是一般的麻烦。”

李时华说，患病后，她在衣食住行方
面都要很注意，稍不注意就会发病
或者导致病情恶化。“我沾不了油烟，
只能吃蔬菜，而且在烹饪方式上还
很讲究，只能水煮，要先放水，再开
火。我丈夫严格按照医生嘱咐的去
烹饪饭菜。尽管这样做出来的菜没
什么口味，但他顿顿都陪着我一起吃
那些菜，还打趣说是营养餐。”不过，
刘卫东最纠结的还是家里的经济状
况。为了控制病情，李时华必须每天
吃药，这些药物都很昂贵。而且虚弱
的李时华几乎离不开刘卫东的照顾，
他根本抽不出身出去赚钱。

为了缓解压力，刘卫东想了不少
办法。李时华所在的湘潭大学商学院
领导办公室需要找人打扫卫生，每
月360 元，这原本是给学生勤工俭
学的岗位。自尊心强的刘卫东咬牙
应了下来。“那是给我妻子治病的钱，
能赚到一分是一分。”接着，刘卫东
又在湘潭大学附近卖起了麻辣烫，后
来看到学生喜欢吃红豆饼，刘卫东
又开始学习做红豆饼，摆了个小摊。

就这样，妻子在讲台上教书育人，
丈夫便在她转身便可触及到的地方，
用最大的爱呵护着她的生命。

“想起他的付出，我哭过很多
次。”李时华说，生病化疗的时候，
每次都是生死考验，但她都没掉过
眼泪。但只要一想起丈夫受过的苦、
为自己做过的事，她就总是无法抑制
自己的泪水，“如果不是他，我活不
到现在，也不可能实现我的梦想。”

“纵使生活于刘卫东、李时华夫
妇是如此艰难，但在困难面前，他
们依然是强者。”12 月 9日，湘潭大
学宣传部副部长赵猛对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说 ：“曾经有人提出要给他们
捐助，但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要自
食其力。这份不屈不挠、生死相依的
情感，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正能
量。”

“和一些人比起来，也许我们是
困难的，但社会上总还有比我们更困
难的人。我们只想自食其力，把日子
过下去。”说这话时，卖红豆饼的刘
卫东身上还粘着面粉，满脸沧桑，但
语气很坚定。

12月3日，美丽的湘潭大学，
学生宿舍楼区过道两边，刘卫
东经营的红豆饼摊点并不显眼。
只是，这个小小的摊点生意却
不错，不时有学生围拢过来，
大多数人都熟门熟路，也不需
要问价格——虽然刘卫东的摊
点是流动的，但回头客却不少。

高等学府周边往往小吃商
店、摊点林立，而湘潭大学的
老师和学生格外青睐刘卫东卖
的红豆饼，并不只是因为他做得
好吃，更因为在这个卖红豆饼
的憨厚汉子背后，有着一个感
人的“救教授妻子”的故事——
别看刘卫东只是一个平凡的小
摊贩，但他的妻子李时华，却
是这所全国重点大学——湘潭
大学商学院的博士、副教授。

也许不少人会觉得有些不
可思议：两个身份如此悬殊的
人，是如何走到一起，又如何
相知相守的呢？这还得从两人
的初识说起。

刘卫东和李时华的老家都
在益阳市安化县。曾经，刘卫东
也拥有一份在安化县供销社里
的体面工作。1989 年，22 岁的

刘卫东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
19岁的李时华。那时，李时华才
从益阳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地
中学教书，“是很多人喜欢的才
华和美丽并存的老师”。

刘卫东用自己的诚实本分、
体贴入微，给了李时华一份踏
实的感情。一年后，两人步入了
婚姻殿堂。

当时，夫妻俩都有稳定的工
作，儿子又顺利出生，尽管生活
不算富裕，但两人却分外珍惜
这细水长流的幸福。

不过，在李时华的内心深
处，还是有着一份抹不去的遗
憾。

在李时华 29 岁那年，她终
于鼓起勇气告诉丈夫刘卫东，
说她其实一直想继续读书，因
为在读师范时，她错失了中专
升大学的机会。妻子的这份上
进心，刘卫东看在眼里。为了
圆妻子的求学梦，刘卫东承诺：

“你想读书现在还可以读，我一
定支持你。”

“如果我去读书，儿子才 8
岁，家里怎么办？”虽然丈夫表
示支持，但现实却并不乐观——

刘卫东已经在一年前下岗，如
果李时华现在去读书，那家里
的担子就都会落在丈夫一个人
的肩上。

经过一番思量，刘卫东用
自己的担当和坚毅，最终让李
时华走出了继续求学的第一步。

1999 年，李时华通过了全
国成人高考，考入湖南师范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并就读英语
专业。

刘卫东送妻子去长沙读书
后，身边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
各种议论也充斥着刘卫东的耳
朵：“你真是太傻了，你让妻子
去读书，等她把书读好了，眼界
也开了，她也就离开你这个家了。
你这不是在亲手葬送自己的婚
姻吗？”可不管别人怎么说，刘
卫东还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
也相信妻子在学成后一定不会
辜负他和这个家：“只要她有本
事，不要说去读本科，就是读
研究生、读博士，我都会帮她
把这个家扛起来。”

但让刘卫东没想到的是，
妻子在求学的道路上，居然会走
得那么高、那么远。

学有所成，
幸福背后却有病魔来袭B

生死相依，
卖红豆饼的丈夫是她最大的财富C

刘卫东（左）在湘潭大学开的这个卖红豆饼的小摊很受师生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