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本市·城事
2019.2.27 星期三 编辑 王会静 校对 闫增旗 E-mail：whj@pdsxww.com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刚刚度过自己30岁生日
的王南南，从未见过自己的亲
生母亲。

她在善良的养父母呵护下
长大成人，嫁为人妇，初为人
母。如今，养母已去世多年，她
在医院照顾患病的养父，一个
想法也在心中滋长得厉害起
来：“我的亲妈是谁，她在哪
里？这辈子还能见到她吗？”

昨天，她终于下定决心不
再纠结，她要通过媒体寻找自
己的亲生母亲：“人这一辈子，
只有一个亲妈，我不想留下遗
憾。”

从小被送养
养父母视她如亲生

昨天上午9时许，个子不
高、五官清秀的王南南如约来
到记者的办公室。她微笑着向
记者解释：“我父亲正在市二院
住院，我只能出来一会儿。舅
妈在医院照顾他。”

王南南告诉记者，她从小
跟养父母生活在卫东区东工人
镇下郑村，养母双腿残疾，靠拐
杖才能勉强行走，养父单位不
景气，老早就倒闭了，所以家里
吃着低保。尽管家中贫穷，养
父母却对她很好。“家里有啥好
吃的，都留给我。我们住得偏
僻，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挣不
了几个钱，主要是让我吃啥方
便。”王南南擦拭着涌出眼眶的
泪水说。

就这样，王南南在养父母
的呵护下慢慢长大，除了感觉
自己的父母好像比同龄孩子的
父母年纪大一些之外，她没感
到有什么异样。直到2004年，
养母病逝，已上初三的她从周
围人那里听到了一些风言风
语。养父这才将实情告诉了
她：他们一直没有生养，1989
年春天，有人问他们想不想收
养个女孩，他们同意后，中间人
就把尚在襁褓中的她抱到了他
们身边。

得知自己并非养父母亲
生，王南南曾经伤心难过了一
阵，觉得自己是个被亲生父母
抛弃的孩子。好在养父母待她
如亲生，她慢慢也想开了。

为人母后
她有了寻亲的想法

后来，王南南上了中专，毕业
后开始在市区打工。2016年，她嫁
到江苏省启东市惠萍镇。如今，她
的女儿已经两岁多了。

“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自
己生了孩子，才感觉当母亲不容
易，也有了寻找亲妈的想法。”王南
南说，她平时喜欢看央视的寻亲栏
目“等着我”，“看到人家的故事也会
流泪，会同情他们，也同情自己”。

她曾经猜测：亲生母亲会不会
是未婚先孕，所以才不能要我？亲
生父母是想要儿子，才把女儿送
人……但终不能寻找到答案。她
说：“前几天，我做梦还梦见了亲
妈，梦见她在找我，但我看不清她
的脸。”

“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有

了孩子，现在找她不是想图她些
啥。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只有
一个亲妈，不想给自己留遗憾。”
王南南语气平静地说。

几天前，王南南的养父因双
下肢静脉曲张住院，王南南撇下
年幼的女儿赶回平顶山伺候养
父，“养父辛辛苦苦把我养大，现
在我应该照顾他”。

记者随后跟随王南南来到
市二院介入科病房，见到了她的
养父王跃得老人。年过七旬的
王跃得正躺在病床上输液，王南
南一回来就上前替父亲掖好滑
落的被子。王跃得说，他把闺女
当亲生女儿一样养大，女儿对他
也很孝顺。对于女儿寻亲的想
法，老人表示支持：“她成家了，
想找亲生父母，就让她找，找到
了也是一门亲戚。”

王跃得回忆，当年女儿被抱
来时只有两三个月大，是通过一

个名叫王建军的中间人抱来的，
可惜王建军早就去世了。听中
间人的口气，女儿的亲生父母应
该也在平顶山，不过30年来没人
来找过。

为了帮助王南南寻亲，市志
愿者协会的微信公众号为她刊
发了一则《寻人启事》并正在寻
求“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支持。

如果王南南的亲生父母看
到这篇寻亲报道，或者哪位知情
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请联系
晚报热线4940000，或者直接打
13721887107联系王南南。

以下是王南南在志愿者帮
助下写给亲生母亲的一封信。

妈妈，您还好吗？
妈妈，我想您了。您还记得

1989 年正月十六出生的我吗？
看到这张照片，您能认出我吗？

三十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

想念着您，想着素未谋面的您会是
什么样子。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孩
子，对您的思念也更刻骨了。

平顶山这么小，而我却没能
找到您。如今能够找到您的唯
一线索王建军也不在人世了。
妈妈，从我出生两三个月到现
在，我们已经分别了30年，我不
想再和您错过。妈妈，我的养父
母、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都
希望我能够找到您。无论您当
年的境况如何，都请记得：我什
么都不在乎，我只在乎您，我只
想找到您，找到自己的来处，弥
补一下这三十年的情感空白。

妈妈，您爱我一次吧！如果
有幸，您看到了这则寻亲启事，
请一定联系我。我的电话是：
13721887107。或者通过平顶山
市志愿者协会联系我。如果哪
位知情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
索，一定重谢！

30年前被送养 已为人母的王女士不想留下遗憾：

生我的妈妈，您爱我一次吧！

王南南在市二院介入科病房内照顾养父。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郭建平和他收藏的“子玉”算盘。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算盘不算是什么稀
罕物，但八边形的算盘你见过
吗？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区湛
北路中段郭先生家看到了一种
上四下五珠算盘和一种八边形
带有八卦图案的算盘。

这两个算盘是郭先生花了
1200元在一地摊上淘的，一个
为长方形上四下五珠，算盘中
间的横梁上刻着 25 个计数单
位，从右向左依次为：渺、埃、
尘、纤、微、忽、丝、毫、厘、分、
壹、十、百、千、万、亿、兆、京、
陔、秭、壤、沟、涧、正、载。边框
上还标有“自亿以往，满万万则

进位”的使用说明。上边框标
示着：太一、十、百、千、万、十
万、百万、千万、万万曰亿、万万
亿曰兆……万万那由他曰不可
思议，万万不可思议曰无量数。

算盘的背面写有“子玉算
盘，周懋琦（清）制”，并写有简
介。大概内容为：周懋琦公元
1872年官至台湾道，公元 1885
年任福州船政提调，参与设计中
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
因为普通算盘无法解决设计中
遇到的大量繁杂、艰深的计算问
题，周懋琦特别设计了这样的算
盘以演算造舰的大量数据。算
盘横框上所刻各级计数单位及
进位关系，极为罕见。其梁上

四珠之用途尚待考证。
另一算盘是24档上二下五

珠，外形为八边形，中间带有八
卦图案。

“八卦算盘应该是根据《周
易》的相关内容所设计，过去通
常是用于卜卦预测用的，现在
多用挂于家中当装饰。”郭先生
说，至于子玉算盘的具体使用
方法，他也不明白，“计数单位
那么多，有些单位名称都没听
说过。淘到这个算盘后，我也
向古玩界人士请教过，并且发
到朋友圈求教，但没人能说得
清。如果有人对这方面有研究
或比较懂，希望能赐教，大家一
起学习。”

上四下五珠25档 八边形带八卦图案

不走寻常路！这两种算盘你见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