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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家的“富教育”

70 多年前，杨兰英从嵩明县茂禾村嫁

到太平龙村，与杨成结为夫妻，婚后育有 5

个子女。那时，家中孩子多，粮食不够吃，

只能喝清粥。再到后来，清粥也难以为继，

杨兰英就往粥里加米糠，勉强养活一家人。

杨家穷，但不穷教育。为让子女识字、

有出息，夫妻俩省吃俭用把孩子们都送进了

学校。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农村，让孩子读

书的人家少，让女孩进学堂更是稀奇，而杨

家的几个女儿都读完了小学。同村人不理解：

“女孩迟早要嫁人，读书干什么？”杨兰英

不理会，她懂得“女孩也能有出息”的道理。

那时，每学期每人学费要两三元，一

学期下来，5 个孩子的学费就要 10 元多，

足够一家几口人几个月的口粮了。“当时

我们家连饭都吃不上，真不知道父母是怎

么凑出学费的。”杨自义至今感到不可思议。

听孩子们念书是杨兰英最高兴的事。

忙完一天的农活，杨兰英点上煤油灯，一

边缝补衣物，一边看孩子们在微弱灯光下

温习功课。年幼的杨自义也来凑热闹，指

着哥哥姐姐的书本问这问那。杨兰英不识

字，就带着杨自义看书上的插画，给他讲

画中的故事。

除了让孩子们学习书本知识，生活中杨

兰英还以身作则教孩子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杨自义六七岁时，父亲去世，本就清

贫的家变得更加拮据，曾一度因为粮食不

够吃，把杨自义送到亲戚家寄养。虽然穷，

但杨兰英教育孩子们：“再穷不能穷骨气，

不能为了获得好处而不择手段。”

一年中秋，杨兰英买了几个月饼给孩

子们解馋。她把月饼藏起来，准备给孩子

们一个惊喜，不料却被杨自义发现。馋嘴

的他为了多吃点月饼，谎称自己生病了吃

不下饭。杨兰英信以为真，急忙去寻药，

但转过头却看到杨自义在大口吃月饼。识

破“骗局”后，一向温柔的杨兰英勃然大怒，

狠狠教训了杨自义。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杨自义仍记得一块月饼背后的“风波”与

人生道理。

母亲的心愿

“家里出个读书人”一直是杨兰英的

心愿，在杨家，读书是头等大事。“可惜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出个读书人，但我们要

尽力培养下一代，通过两代人接力来完成

母亲的心愿。”杨自义说。

成年后，杨自义兄妹几个都在农村务

农或做小生意，家境普通，但他们沿袭了

父母的教育观念，对子女的教育倾注了大

量心血。如今，杨家已培养出几个大学生，

年轻一辈走出农村，有的进了医院当医生，

有的进了企业当白领。

杨自义的小儿子杨佳杰今年读初三，

秋阳洒在小院里，亮堂堂、暖洋洋。97岁的杨兰英坐在院子里，仔细打量着一张照片。照片中，

杨兰英坐在中间，她的 5 个儿女站在身后，重孙们蹲在膝前做出“比心”的动作，最小的玄孙

只有 1 岁，依偎在妈妈怀里。五世同堂的 43 口人，其乐融融。

53岁的小儿子杨自义守在一旁，与母亲一起端详着照片上的每一个人，沉浸在久远的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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