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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一农民家庭——

继父的“特殊家规”育出三个名校女研究生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凌晴

21 年前，一个单身男人
带着三个儿女，与有着三个
女儿的离异女子，在郴州市
嘉禾县广发乡结成一家人。

有人劝男人，你身上担
子重，女儿迟早要出嫁，少
读点书算了。他却不听，反
定下一条“特殊家规”：每个
孩子一视同仁，只要考上高
中，就只管认真读书，不要
干农活。

乡亲们不知道，这个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是
如何供起 6 个孩子的学业的；
只知道，这一家直到 2002 年
才告别吃红薯饭的日子。

不可思议的是，三个继
女成了学霸，分别成为林肯
大学硕士、中科院硕士和北
京师范大学高材生。

在李享知家里，有这样一条不
成文的“家规”，不管是哪个儿女读
书进入了高中阶段，父母便不再准
许他们放学或放假时回家来做家务
事和田地活，只许一心一意看书学习。

懂得父母的一片苦心，孩子们
之间形成了一股读书争先之风，三
姐妹心目中，好成绩是唯一目标。

已经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大姐
李小玲告诉记者，当时家里虽然困
难，但父亲向姐妹们传递一个信仰：
只有读书，才是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因此，三姐
妹个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家里成了
一个小学校，都自觉埋头苦读。

8 月 12 日，记者在采访中，李
水英拿出了大女儿李小玲的两张照
片。

这 是 她 分 别 在 2001 年 和 2004
年拍摄的初中毕业照、高中毕业照。
两张合影中，李小玲的面容从稚嫩
变得成熟，然而她身上穿着的上衣，
却没有变化——都是一件黑白花色
的长袖衬衣。

“那是初二那年，同学送给我的
半新衣服，到大学还在穿。”8 月 12
日，李小玲在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 

姐妹们深知父母的不易，多年
来，从未要家里花钱添置过一套新
衣裤，穿的都是亲戚朋友送的旧衣
服。在小玲、小玉读高中时，她们
俩每天在食堂同吃一盘蔬菜，父亲
每个月给每人 100 元伙食费，而两
姐妹到了月底，还能省下三分之一。

在父母的关爱下，三个女儿读
书都非常刻苦，均被评为省、市、

县的“三好学生”。读大学后，三个
孩子都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维持
学业和生活，基本没让家里承担费
用，父母每年只是开学时象征性地
给点钱。

说到继父对她们的关爱时，现
在岳阳县一中教书的李冬冬动情地
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2008 年放寒假那几天，在郴州
上学的她正好碰到冰灾。当时的郴
州是重灾区，学校断水断电，家里
电话也打不通。

女儿杳无音讯，李享知两口子
心急了。

“她在郴州一无朋友，二无亲人，
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办？”李享知等
不下去，次日早上 6 点就出发了。

由于路况不好，从广发乡到嘉
禾的客车停运了，他硬是步行到了
嘉禾县，然后拦下一辆轮胎上系着
链条的客车，下午两点才开到学校。
这段原本两个小时车程的距离，李
享知当天走了 6 个小时。

此时的李冬冬被困在学校，看
着同学们一个个投亲靠友，有些伤
感。突然，爸爸“从天而降”，她的
情绪再也绷不住了，抱着父亲一个
劲儿地哭起来了。

“回到广发乡已是下午 5 点，冰
灾愈发严重，地上的冰更硬、更厚、
更滑，从广发乡到家里，有 6 里路，
车子根本无法前行。”

父女俩只能用稻草捆着鞋，牵
着手，在冰上一步步挪。“脸冻得通
红，心也捂得暖融融。”李冬冬回忆，

“那个场景，我一辈子都放在心上。”

李享知的家乡地处在嘉禾
县一座叫陶岭的大山脚下，这里
有着大片连野草都长不肥的红
土地。

“红土过不得水，女儿养不
得娘。”李享知身边一位好心人，
曾用当地的这句俗语反复劝他，
让女儿们放弃学业。的确，自
从两个女儿“加盟”到李享知的
家庭后，他肩上的负担就像“雨
天挑棉花”越挑越重。

一家六个小孩，三个读初中，
三个读小学，一年的学杂费最
多的时候达 6000 多元，相当于
李享知一家一年的总收入；低
矮残破的红砖平房里，他家每
餐煮饭都要用大铁锅，连盛饭
都要排队。“同村人说，‘你们家
都是一些吃得做不得，只会花

钱而赚不到钱的’。”对此，李
享知并不辩驳。

“你经济这么困难，能把她
们收留下来，就已经够大义了，
至于她们读不读书，我看就算了。
你也可以减少一些开支，减轻
一些负担。”熟人劝解。

李享知听多了朋友们的劝
说，心里也矛盾了一段时间，像
他这样的家庭，确实太需要劳
动力了，但他每次总是想归想，
做归做，他不想自己背个对继女
不好的骂名。

“所以每次听后，又都是长
叹一声说，我要就不收留，既然
决定留下，我就是做牛做马，也
要供她们读好书。” 

李享知原是乡里一名农技
员。凭着自己过硬的农技本事和

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独自一人承
包了 12 亩 稻田， 种 菜、 种 稻、
制种等，一年四季都没一天的
闲暇时间。

“禾苗，用手割；秧苗，弯
腰插；谷子，用脚踩（打谷机）。”
地里的活儿，他都一把揽下。

妻子李水英身体一向不好，
下不了地。患有类风湿性关节
炎的她，膝盖肿得和大腿一般
粗，还得养猪、养鸡，在家操
持家务。

九张嘴吃饭，李水英不得不
“斤斤计较”。“一个月才买一次

肉，往往只敢挑一两斤市面上
最便宜的猪头肉。”

在农村，别人家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告别了吃红薯拌饭的日
子，而他家却延续到了 2002 年。

今年 6 月初的一天，嘉禾县
广发乡政府 40 平方米的职工宿
舍里，三个女儿齐端端站在 55
岁的继父李享知面前。

大洋彼岸飞回来的二女儿
李小玉，从北京师范大学校园
赶回来的小女儿李冬冬，从广州
返回湖南的大女儿李小玲，都
端起酒杯，满含深情地向头发
花白的继父敬上一杯——“爸，
您辛苦了！”

李 享知有些动容，这一幕
在他眼里，与 1999 年的那一天
何其相似，又迥然不同。8 月 12
日，在家中，李享知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起了一家人的往
事。

1993 年，在妻子病逝多年
后，经别人介绍，李享知和李水
英组成了新的家庭。此时，李
享知独自带着三个小孩、一位聋
哑大哥，生活艰 难。李水英正
式走进这个家庭时，也带来了她
和前夫生的最小的女儿李冬冬。

7 口之家的压力，夫妻俩现

在说起依然直摇头。
谁料，6 年后，又一副重担

压来，令他始料未及。
1999 年清明前后，李享知

从地里干活回来，见妻子流着
泪走上前来。

看着门前三名“不速之客”，
李享知已经心知肚明了。站在妻
子身后的，是李水英与前夫的
大女儿李小玲、二女儿李小玉，
以及孩子们 80 岁的爷爷封芑志。

就在方才，李水英前夫的
父亲一脸尴尬，带着两个孙女
找上门来。李水英看着女儿带
来的行李，明白了两姐妹是来
投靠自己的。

封芑志告诉 她，儿子好吃
懒做、痴迷赌博，不仅不让姐
妹俩读书，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饥一顿饱一顿，孩子们跟着父
亲实在过不下去了……

丈夫会答应收留这两个孩
子吗？爱女心切的李水英，做不
了主，心里又急又怕。

然而，李享知虽未明说，但

自他看到孩子的第一眼，心里
就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是画家，我还能画出
她 们当 时 的 样 子。”8 月 12 日，
李享知向记者回忆，“两个孩子
饿得面黄肌瘦，很可怜！” 

放学回家的李冬冬看到姐
姐们，便赶紧跑过 来，三个小
孩站成一排，眼巴巴地看着李
享知……

“换作是谁，这样乞求你，
怯生生地喊你‘爸爸’，都不忍
心拒绝啊！”李享知言语间满是
怜爱。

李享知说，虽深知肩上的
负担已快把自己压垮了，但人心
都是肉长的，妻子既然能跟自己
结为夫妻，“她的女儿，也就是
自己的女儿”。

就 这样，他把小玲、小玉
揽在怀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九
口之家。

这一 幕，也成为了三姐 妹
一生的转折。

李享知虽然种了一辈子地，但
他告诉记者，自己可是“老牌高中
生”，1975 年高中毕业，曾在村里当
过文书、村主任、副村主任，还曾
是乡镇人大代表。

平时爱看书看报，关心时政的
他，对女儿们的前途也有着细致的
规划构想。

“大女儿简单踏实，学医合适，
而且她妈身体不好，也好有个照应；
二女儿细致入微，高高大大，身体好，
又是‘省三好学生’，思想政治觉悟
高，上军校最合适；三女儿活泼开朗，
可以从事教育工作。”

2004 年，李小玲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湘潭大学，2010 年又考取了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硕士研
究生。

2005 年，二女儿李小玉考取了
武汉大学外语系，2010 年又考取美
国林肯大学学前教育硕士研究生。

2008 年，小女儿李冬冬考上北
京师范大学，目前在读母校的在职
研究生。

虽未能全如父亲所愿，但三个
女儿在重要的人生关口，都充分考
虑了父亲的意见。　　

就在今年 6 月，大女儿李小玲
参加了事业单位招考面试。考试前，
她在父亲面前吐露自己有些紧张。

“ 老 爸 就 鼓 励 我，2011 年，52
岁的他都参加了招考，从 200 多人
中脱颖而出，考取了乡农技站站长
一职。”李小玲说，“他说，年轻人，
更应该不怕锻炼。”

“更有意思的是，他模拟考官给

我出题，考了春晚的小品‘路上看
到老人摔倒，扶不扶’，结果还命中
了我的面试题！” 

如今，李小玲、李小玉和李冬
冬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李小玲考上
了事业单位，李小玉留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发展，李冬冬从北京师范
大学毕业后，进入岳阳一中成为一
名教师。

三个继女学习都出类拔萃，可
是说到自己的亲生儿女，李享知有
些遗憾，却坦然。

“大女儿和两个儿子，在初中的
成绩就不算好，初中毕业后都出去
打工了。”但他也坦然，“这都是孩
子们自己的选择，能读，想读，我
无论如何也要供的。”

李享知告诉记者，今年 6 月初，
团聚的三姊妹还回忆起李享知的子
女李海英、李青、李林三姐弟的童
年趣事。

“小时候，他们（李海英三姐弟）
心疼妹妹太瘦弱，还背着我们大人，
用自己的零用钱给三个妹妹买包子
吃。”

更让他欣慰的是，六个孩子现
在相处越来越融洽。前段时间，大
儿子当了爸爸，李小玉得知后，还
特意从美国寄回了奶粉。

现在，孩子们一个个都往更高
更远的地方飞去，老两口在家，成
了放风筝的人。为了和儿女们保持
联系，五十多岁的李享知如今学会
了用电脑聊天、视频。他说，虽一
直都在放线，但线的那头，始终是
他们一生的守望。

冰雪天里的父爱

放风筝的人

红薯饭吃到 2002 年

1人挣钱 9人花

上图：三姐妹幼
年时的照片，李
享知与妻子李水
英细致保存着。

下图：学生年代
的三姐妹李小玲、
李小玉、李冬冬
（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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