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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儿童福利院，
常会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
寻亲者，本人可查询自己
的信息。有时孤儿的档案
里只有一行字，并不能对
当事人有所帮助。负责人
陈国梅表示，东西方收养
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
人收养孩子，多是因不孕
不育等原因，更愿意收养
一个健康的孩子，孩子的
身世也要瞒上一辈子。而
涉外收养的一些孤儿，养
父母并不回避两者并无血
缘关系的现实，甚至陪伴
孩子来国内寻亲。

寻亲结束，不少人还
会沿着原有的轨迹生活。
查美芹（化名）去年通过种
种努力，最终找回了自己
的儿子。然而两者之间的
关系并没有想像的那样亲
昵。她安慰自己说，只能
当成有生之年，完成了一
桩心愿。

陈国梅认为，对很多
寻亲者本人来说，这是个
心结，想要知道哪些人给
了自己生命，自己的栖居
地何在，这是一个完整的
人生过程。西方认为寻亲
也是感恩教育的一种。

其实，大部分孩子成
年后都会知道自己的身
世，也渴望找到父母，知晓
人生来处。也有人说，寻
亲，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
自我修行，无论成功与
否。（晚报记者 黄孝萍）

一则报道让多个家庭再起波澜

技术加持寻亲路
这么近又那么远

前段时间，本报《无锡的亲人，你们在哪里？》报道
了一位生活在苏州的金忠妹老人，非常渴望能在有生
之年找到无锡的亲人。这则信息引发了众多离散家
庭和寻亲志愿者的关注，现今的寻亲手段是否发生了
变化？近日，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访。

金忠妹已年过六
旬，1957年被从无锡抱
走，如今养父母均已去
世。她有着一头弯弯的
卷发，报道中还附上了
现在和小时候的照片。
寻亲消息刊出后，在一
些读者家庭里激起了波
澜。市民张女士来电表
示，金忠妹的脸型和她
家人很像，自己的母亲
也有一头卷发。当时家
里困难，兄弟姐妹也多，
就把妹妹送了人。如今
父母已不在世，有一个
兄弟也已去世两年。这
个妹妹是1960年左右
送到苏州的，当时收养
的家庭住在留园一带，
他们曾去找过。听说妹
妹又被人转手送到了其
他家庭，几年前还曾托
苏州电视台找过，也没
有音讯。从送养年份来
看，尽管金忠妹的信息
与之有些差距，但他们
还想问一问。

市民黄先生和家人
同样对金忠妹的这头卷
发非常关注，他们家几
个人都打电话来认亲。
黄先生表示，他们家的
人全是卷发，自然卷成
大波浪，像理发店里烫
染过的。金忠妹的长相
也和家中的小妹非常相
似。他介绍，寻找的妹
妹是1957年送人的，那
时出生没多久。他们牵
挂了63年，每年都会参
加各种“寻亲会”。如今
父母已不在世，但大家
还是想着能找到亲人，
圆个团聚梦。

日前，记者又拨通
了金忠妹的电话。她表
示，这两户家庭都和她
取得了联系，有一户还
和她一样，在寻亲志愿
者的帮助下进入寻亲基
因库进行比对。但经过
20多天的等待，志愿者
表示，没有比对成功，这
让她略感遗憾。

这则寻亲信息，也引发
了市民华女士的回忆。她的
生日是1963年2月15日，养
父母在当年9月1日从钱桥
育婴堂将她收养回家。养母
告诉她，当时她身边有一个
牌子记录了日期，是生日还
是遗弃的日子，语焉不详。“身
上没有胎记”，华女士从小隐
约从邻里的口中了解到自己
并非养父母所生。她说自己
小时候头上经常会生天疱疮，
涂点紫药水就好。有人说，这
种病有家族遗传性，也许是父
母留给她的印记之一。现在
养父已去世，养母还在。有
时，她看到报纸上的寻亲故
事，心头会一动，但却从来没
去找过，觉得难度太大。

另一位张女士居住在市
中心，养父母都曾在政府机
关工作。16 岁时，养父去
世，养母含辛茹苦将她抚养
成人，并帮她带大一双儿
女。熟悉她的邻居表示，被
养父母领回时她已2岁多，
说话带着苏州口音，估计是
苏锡交界一带的人。“母亲没
有妊娠纹，肯定没有生养
过”，张女士说，她其实很清
楚自己的身世，但母女俩谁
也没挑破过。2001年养母
去世，她就开始了寻亲之路，
找了差不多10年。在无锡
市儿童福利院，她查到了自
己的一些信息：1960年1月
15日生，1962年9月18日从
安镇养老院送来。这里还有
她养父母的领养签名。她也
做了基因检测，但目前没有
比对成功。她对亲生父母是
否在世心存担忧，不知道自
己的同胞姐妹或兄弟是否会
像她一样寻找失散的亲人。
因儿子在美国，她还和儿子
在国外进行了基因检测，数
据显示库内有一些人的基因
与他们家有远房亲戚关系。
儿子曾根据这些信息写信到
基因采集机构，希望能得到
这些“远亲”的联系方式，但
迟迟没有回应。

这段时间，靖江的寻
亲志愿者沙先生也来求助
于本报，想寻找一名出生
于1987年2月21日(农历）
的女士，这名女士有可能
曾住在夏家边一带。沙先
生说，女士的亲生父母已
采血入库。但在他看来，
难度仍然很大，“也许她知
道自己是抱养的，但才三
十多岁，养父母尚在，一般
不会主动寻亲”。

“寻亲大姐”吕顺芳表
示，到目前为止，她经手寻
亲成功的共有300多对，这
还不包括一些没有告知的
寻亲家庭。以前寻亲会有
信物，比如一件小棉袄，也
有的是孩子身边有张出生
年月的小纸条，但现在这
样的情况越来越少，寻亲
也越来越难。

吕顺芳这些年致力的
对象主要是上海孤儿。这
一人群其实并非只是上海
籍的孩子，多为1960年至
1963年间被留在常州、无
锡、苏州和上海一带城市，
之后又被转移至华北地区
的大量弃婴，有人估计总
人数当在万人以上。吕顺
芳介绍，当时这些孩子由
各个城市保育院的阿姨带
着，沿着铁路线一路放下，
交由山东、山西、河南、河
北，甚至远到东北的沈阳、
辽宁、抚顺等地的民政部
门，再送到各个家庭。“这
些孩子父母都要90岁上下
了”，吕顺芳表示，如今找
到的可能性会更加渺茫。

吕顺芳今年原本想
办一场线下寻亲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
线下寻亲会远不如基因
寻亲科学，不能再依靠
传统的寻亲方式。这也
是近些年，一些寻亲者
发现大规模现场寻亲会
越来越少的原因。吕顺
芳表示，长得像的不一
定是亲人，基因寻亲则
更加靠谱。

现在，全国已有很
多家可做基因检测的公
司，检测费用从数百元
到千余元不等，但彼此
之间数据并不共享。寻
亲者相当困惑，总不能
到所有寻亲库里都去做
一次采血。吕顺芳表
示，民间的基因库有其
局限性，当父母和子女
双方都有愿望寻找时，
才能相遇。这和国家的
权威基因库是互不相通
的。这也是出于对个人
隐私和伦理的考虑。比
如一个被遗弃的私生
子，有的母亲就不希望
相认。

据了解，现在的技
术，可以与父母之间进
行亲子鉴定，父母过世
的话，也可以和兄弟姐
妹之间进行基因对比。
有工作人员介绍，与父
母比对快些，10个工作
日就成，而同胞手足比
对会慢一些，可能要2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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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卷发的她
就像我家小妹

时近时远的
离散者梦想

民间志愿者
“艰难尝试”

线下寻亲会减少
基因寻亲成共识

在有生之年
了一桩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