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搜天下热点
YA ZHOU

热线 0551-2620110
www. xksq.net

2011年12月15日 星期四
星级编辑 蔡富根 美编 方倩 组版 李静 校对 刘军16

本 报 地 址 ：合 肥 市 永 红 路 10 号 邮 政 编 码 ：230063 新 闻 热 线 ：2620110 2639564 广 告 垂 询 电 话 ：2815807 订 报 热 线 ：7136993 发 行 部 ：2813115 总 编 办 ：2636366 采 编 中 心 ：2623752 新 闻 传 真 ：2615582
信 息 传 真 ： 2615007 Email： ahscb ＠ mail.hf.ah.cn 零 售 价 每 份 ： 0.50 元 今 日 合 肥 、蚌 埠 、铜 陵 、宿 州 、阜 阳 同 时 开 印 全 年 订 价 ： 180 元 月 价 ： 15 元 安 徽 新 华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承 印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

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

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

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

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

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

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

的小屋编一副对联，“智慧能开

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

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 年

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

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

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

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

会“出人头地”。为了帮儿子凑

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

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

子一起来到西安，在 49 岁那年，

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

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

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

时长 47 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

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

“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

实、诚恳”。

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

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

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

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

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

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

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

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

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

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

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

说一句话。

据《中国青年报》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

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

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

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

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

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

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

“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

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

有前途。”老韩说。

韩培印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

凑学费。把儿子送进大学后，他也在这座

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

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

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

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

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

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

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

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

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

里相依为命。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

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

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

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

子说上几句。“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

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

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

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

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

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

份青菜、五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

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

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

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

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

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

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

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

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

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

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

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

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

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

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

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

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

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

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

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四

年大学经历，给韩家带来另一个“副产

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时，韩培印都会从

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

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

亲在家里开起全村第一个小商店。韩培

印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

招牌上。

当商店经营渐入佳境时，胜利大学

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这让韩培印几

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

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

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

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

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

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

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从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

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他开始时不时地后

悔。邻居们甚至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

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

掉，曾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成了

父母最大的心病。

老韩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

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

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

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

元——足足是儿子现在工资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

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

说。

打工供儿子读完四年大学 儿子毕业后收入却不如他

一声叹息：读书有没有用？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儿子上了大学，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

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儿子毕业后，找了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月拿600元工资，在

生产线铺电缆。这让老韩开始怀疑读书是否有用。

核心提示

①为帮儿子筹生活①为帮儿子筹生活

费费，，韩培印留在了城里韩培印留在了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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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工友们在路边等活

③在租住的宿舍③在租住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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