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個月，莆田女長樂尋親有了結果。莆田秀嶼區平海鎮的
王麗玉找到長樂玉田鎮的親生父母，分別36年後，全家
終得團圓。其時，王麗玉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而長樂

這邊的家，她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見面當天，王麗玉還猶豫
這一聲爸媽不知如何開口，弟弟陳建鎧卻十分肯定，「她就是三
姐，不用去做DNA鑒定了。三姐的手遺傳了母親的特徵，她說話、
微笑、皺眉，跟大姐完全一模一樣。」

百名棄女結伴尋親
王麗玉無疑是眾多莆田尋親女中少數的幸運者，更多的則在茫茫

人海中繼續艱難尋親。
本報記者日前在平海鎮採訪時，尋親活動的挑頭人王海樂一通電

話叫來8位同樣身世的姐妹。「這種事（抱養）太普遍，平海鎮每
個村都有，姐妹們都來自長樂。」
多位尋親女的敘述，基本還原了當時的情形：早年長樂經濟較為

富裕，一直是相對貧窮的莆田女婚嫁的優先選擇，日後正是這批莆
田媳婦，保證了女嬰從長樂至莆田的輸送鏈條。
上世紀80年代前，長樂已有女兒的家庭若再生女孩，會擔心養不

起，同時亦面臨 家族添男丁續香火的壓力，於是父母只好找來在
莆田有親戚的媒婆，將女孩抱走。80年代後，內地執行計劃生育政
策，為防止「多餘」的女孩佔用生育「名額」，生出了女孩也只好
送人，空出「名額」等待男孩降生。
長樂棄女源自延續香火，莆田抱女同樣為了男孩。當時，生男孩

的莆田家庭因為貧窮，擔心孩子長大討不到老婆，不如抱個童養媳
從小養，就算日後不能結婚，也可當女兒伺候父母。特別在莆田沿

海農村，男人出海打漁，女人在家種地、賣魚、照顧老小，算是重
要勞動力。由於供需相對契合，長樂棄養女嬰送至莆田的渠道就此
形成。據尋親女估計，1980年前出生的長樂女孩，八成以上都離不
開「童養媳」的命運。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一出生就不得不接受突然逆轉的命運，多數尋親女從小就知道她

們的身世「與眾不同」。林秀珠記得小時候她們有個統一的稱呼叫
「長樂仔」，沒讀過多少書，幾乎沒到過莆田以外的地方，如果是童
養媳，更沒有親生的娘家撐腰，相親的時候還會被對方看不起⋯⋯
蘇愛珍6歲就知道自己是抱養來的，她上面有2個哥哥、4個姐

姐。作為家裡的老么，養父十分疼愛她，但她還是能感覺到兄弟姐
妹間的些許尷尬。16歲，被當作「童養媳」養的愛珍並沒有順從安
排，離開家去打工。21歲，嫁給了仙游的老公，之後
就很少回家。
這些年，蘇愛珍在各地打工謀生，有時候她

想自己不傻不笨，幹嘛父母把她生出來又不
要。但是當她第一個男孩出生後，很不好
帶，受了不少折磨。她又覺得親生父母那時候
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沒有條件養我，那也沒辦
法。」
每年農曆九月初一，老公都會給愛珍過生日，那是她

被抱到莆田的日子，至於確切的生日，還沒人能知道。這
麼多年，愛珍一點也不喜歡自己的莆田口音，有人問她是哪
裡人，她會說是長樂的，再問長樂哪裡的，她只能說不知道。

今年國慶長假，上百名來自福建省莆田市的婦女聚集在福州長樂市街頭散發傳單，尋找

30多年前狠心遺棄她們的生身父母。香港文匯報記者經過跟蹤採訪，揭開了一段隱匿的歷史：

從上世紀70年代初起，約有上萬名長樂出生的女嬰陸續被送到數百里外的莆田，就此失去了與

親生父母的任何聯繫。小時候，她們不知道自己原本姓什麼，不知道確切的出生日期，到為人

母時，她們也無法告訴孩子們外公外婆身在哪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魯欣

■ 王 麗 玉
（左二）自
小被抱到莆
田平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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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長樂城關新樂小區見到57歲的林黎倫，他剛剛
把一條尋親信息否定掉。「唐小姐和我大女兒長得有點
像，但她被抱到莆田的日期，早於我女兒被抱走的日
期，沒對上。」這是林伯自1998年開始尋找女兒以來最
接近的一次。1983年，林伯和曾阿姨放棄了剛出生9天的
二女兒，由曾阿姨的親戚抱到莆田。

至今最錯的決定
依據計劃生育政策，農村戶口第一胎是女孩的，允許生兩個孩

子，林老伯所在的營前鎮長安村被列為計劃生育示範點。已有1
個女兒的林伯，第二胎又是個女兒。若要養大，那等於是斷了傳
宗接代的香火。於是，林伯做了讓他至今後悔的決定。「長樂的
習俗每家必須有男孩，不然在村裡很沒面子，當時『多生下來』
的女孩被抱走是很普遍的。」
林伯手邊有厚厚一疊大女兒的照片，「如果找到二女兒，應該

和她長得很像，1米6左右的個子，臉長長的，耳朵小小的。如果
像母親，一邊手應該有斷掌。」林伯說起，家裡後來條件好了，
在城區買了樓房，大女兒還出國開了餐館。「如果二女兒沒抱
走，我肯定送她出國。」

若真的找到二女
兒，林伯說他會認真
的道歉。更讓他後悔
的是，當初抱走女兒
時，曾阿姨不同意，
兩人大吵一架，都忘
了給女兒衣袋裡留個
地址。他們村後來很
多找到女兒的父母都
是靠一張小紙條。二
女兒抱走後，曾阿姨
為此3年多都沒理
他，林伯只好去廣東
闖蕩，直到曾阿姨氣消了，夫妻才重歸於好。
2000年，林伯和曾阿姨有空就去莆田找女兒，坐摩托車跑遍了

幾十個鄉鎮。「每家都有從長樂抱來的姑娘。」講述中，二老不
斷重複 僅有的線索，「不管養父母對她怎麼樣，她就是我生
的。如果在莆田過得不好，如果嫁的老公沒本事⋯⋯我們都會幫
她，這些擔心都是壓在心裡的石頭。」

在長樂網絡文化協會工作的張善國，被眾多從莆田來的尋親女
親切地稱為「張主編」，正是他於2006年創辦長樂熱線尋親專
欄，使得這些女孩的單獨尋親成為集體行動。據張善國不完全統
計，1970年至1990年間，起碼有超過2萬名女嬰被抱養到莆田，
其中約有1萬人來自長樂，剩下的則集中在閩侯、福清、連江一
帶，20年中又以1975至1985年較多。
張善國亦解釋，這個數字來自多年從事尋親工作，接觸大量當

事人後的分析。實際上，鄰村、宗族內部的女嬰流動，在其他地
區可能更為普遍，數字也比這個高很多。對於發生在長樂和莆田
兩地的女嬰流動，張善國認為不宜稱為拐賣，媒婆算是長樂人的
親戚，將女嬰抱走後至少不用擔心孩子安危。到莆田後家長需給
媒婆50元至200元不等的辛苦費，這與動輒要價上千上萬的嬰兒
買賣不是一個概念。

專家：對「人」重視很不夠
對此，長期關注女性權益保障的福建師範大學陳桂蓉教授認

為，重男輕女的影響在華人社會根深蒂固，農村人口政策又激化
了這一現象。「從法律、公共政策的制定甚至傳統道德觀念而

言，我們對人的
重視很不夠。」
她稱，生下孩子
就要親手養大，
無論拋棄方還是
收養方，對孩子
而言都是有違人
性的。
截至10月底，

長樂尋親網站已
收集223位尋找
父母的資料，尋
找女兒的亦有
179位，但資料匹配成功率較低。張善國坦言：「如果我們的資
料庫變成1,000人，那成功的很可能就是30、40對了。建立分類
齊全、詳盡的資料庫非常重要。」繼10月舉辦「尋親線下」活動
後，張善國正計劃明年春節期間舉辦一場更大規模的活動，莆田
女孩和長樂父母都會參加。

16歲開始尋親，蘇愛珍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母

親，對親生父母除了想念，更多了份寬容。「能找

到是幸運，找不到也沒辦法，除非他們都不在了。」

她甚至覺得，親生父母一定也在找她，「我是很開

朗熱情的人，這是生身父母給的，所以他們不可能

那麼絕情。」

林秀珠也這樣告訴記者，畢竟是親生父母把我帶

到這個世界，就是想看看他們家裡的情況，現在過

得好不好。「小時候對他們還有些怨恨、有些委

屈，自己當了母親後就能理解了，他們那時也有不

得已的苦衷。」林秀珠設想了很多她與父母相認的

場面，「相認後並不會怎樣，大家都有各自的生

活，只是多了點精神安慰吧。」

從前年開始，懂點電腦的王海樂把姐妹們的照片和信息都放在了尋親網站上，她們每

天都在等待有電話把親生父母的消息帶來。只是，能解開身世之謎的線索太少：許下她

手裡只有當初包她的一件小被子，右耳朵上有個小洞，她說很可能是生母為日後相認留

下的；黃清碧只知道自己是75年出生，具體連哪個月都不知道⋯⋯

再晚幾年更難尋
在女嬰供需鏈中，充當中介的媒婆成為多年後莆田女尋親的關鍵線索。在平海鎮，最

有名的媒婆叫愛英，如今已80多歲，臥病在床，要從她先後抱過的上百個嬰兒中尋找確

切信息，實在困難。而在長樂玉田鎮大溪村，名叫「年糕嫂」的媒婆也承認當年抱了很

多小孩到莆田，但具體的「什麼都記不得了。」

更為困難的是，很多女嬰當初是幾經轉手才到養父母那裡。1973年10月底，林秀珠的

養母在當時莆田新度路口的車站等了2天，從過路媒婆手裡「截獲」年幼的她，花了105

元。當時秀珠躺在上了鎖的手提包內，圍 土灰色的條紋衣服。「這就是養母能告訴我

的全部。」林秀珠感慨道。

11月初，王海樂好不容易找到可能的對象，可一紙親子鑒定結果讓所有的期待歸零。

望 電腦屏幕，76年出生的她有些失望，「真正用於尋親的也就這十年時間了，再晚幾

年，不知道親生父母能不能等到相認的那一天。」

噩運：萬餘女嬰出生即棄
八成逼做「童養媳」從小就知「命不同」

尋親明知渺茫 惟念父母安康

■拿到DNA比對結果，尋親失敗
的蘇愛珍整整哭了5天，但並未
就此放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攝

■林黎倫夫婦時時拿出大女兒照片，牽
掛 27年前送給莆田人家的二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魯欣 攝

■長樂尋親網站迄今已收集300多份尋親資
料，圖為志願者在街頭發放傳單。

受訪者提供

長樂尋親網 倡建千人資料庫

「找到女兒，我會認真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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