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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老家是大哥最眷恋的地方。

他出生在息县，就读在开封，是家乡
的乳汁滋养着他的成长。 这些年来，

他十几次回河南为郑州大学、河南大
学、 信阳师范学院作过多次演讲。

1984

年
10

月
24

日，他参加完新中国
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来到郑
州，为郑州大学作了“国庆观礼有感”的
演讲。我也聆听了这次演讲。他以十分激
动的心情说：“我这次参加新中国成立三
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我的感想很多，一千
句、一万句，变作一句话来说，我想引用
一位外国诗人表达他对祖国的感情：‘好
也罢、 坏也罢， 她是我的亲娘， 我的祖
国’，这次我所看到的亲娘，是我六十三
年来看到的最健康、最美丽、最自信、最
充满希望的亲娘……这几天参加国庆三
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是我一生中最兴奋、

最激动的时刻，在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大
会堂，有多少激动人心的场面，使得我热
泪滚滚。 我出国三十六年， 倘若在感情
上、思想上和祖国还有少许距离的话，这
次的感受把它一扫而光。 今天我感受到
的就像六十多年前， 我躺在母亲怀里那
样温暖， 那样安全……我参加过美国七
月四日的庆祝活动；参加过法国七月十四
日的庆祝活动， 还参加过不少地方和民族
的狂欢场面，但都没有像天安门广场的庆
祝活动这么盛大、 隆重和壮观……我已
经六十多岁了，但我还不服老，我不光是
只为祖国说说话，写写文章，还要为祖国
的经济建设发挥一点余热。 今天我能有
机会进故乡的最高学府———郑州大学，

并且和同学们见面， 感到很高兴， 同学
们， 让我们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共
同努力吧！ ”

1996

年， 听说家乡河南召开中西部
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他非常高兴。 为了
宣传这次会议，他到处游说，以自己的亲
身感受讲述河南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
化，宣传中原这块投资的热土，对外商了
解河南，投资河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

以美国米勒公司高级顾问和美国赵氏公
司董事长的身份应邀出席了会议， 还带
领美国和日本的四家公司参加了洽谈
会。 会议期间，河南省省长接见并宴请了
大哥。

2000

年
5

月， 大哥应中央电视台海
外频道《东方家园》栏目的邀请，和摄制
组一起回到老家信阳。 他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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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
和摄制组一起爬鸡公山、游南湾湖，到农
村和乡亲们叙旧。 他感到家乡的山好、水
好、人更好，更感到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曾形容解放前息县
县城之小，“假如你在东城门口摔个跟
头，你要在西城门口拾帽子”。 如今息县
县城的发展变化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

在制作节目中，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现身
说法， 使家乡的发展变化让人看起来更
加可亲可信。 他和摄制组在家乡三天的
行程，完成了大型电视专题片《故乡山水
情———家乡的变迁》。 他说：“能为宣传家
乡做点事，感到十分欣慰。 ”

家乡的各级领导和人民， 对这个海
外游子非常关爱和器重。

1992

年
4

月
6

日，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长春在北京会
见了大哥。 李长春是在出席全国七届
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到他下塌的王府
饭店见面的。 李长春向大哥介绍了河
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变化。 李长春请他转达他对河南籍台
胞和在美国的河南籍侨胞的问侯，并
希望他们经常回家走一走、 看一看，

旅游观光、寻根问祖、探亲访友、洽谈
合作，无论以什么形式来家乡都欢迎。 大
哥对省长百忙之中来看望表示感谢。 他
说：“家乡现在虽然还比较穷， 但有自尊
感，有改变贫困面貌的志气。 ”并表示为
家乡的对外开放献计出力。

大哥每次到省会郑州， 省领导都接
见宴请。 时任省委书记的刘杰、省长何竹
康、副书记刘正威、副省长赵正夫等分别
接见宴请过大哥。 每次回到老家信阳，各

级领导也都热情接待。

河南省的新闻单位也经常宣传这个
浪迹天涯的游子。 《河南日报》记者在中
西部贸易洽谈会上访问了他，并以《永远
的中国心》为题报道他。

1988

年
4

月
23

日《河南日报》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访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为题，刊
登一篇访问记。 当时作者王智广他们是
一帮年轻的开封人， 听说海南岛建省的
消息，他们来到海南岛，想为开发宝岛献
力， 正好碰上应海南日报社邀请去做演
讲的大哥。 在访问中，大哥鼓励这些小老
乡：“人的一生应该有几次孤注一掷，没
有就没有前途。 来了机会就要扑上去，紧
紧抓住。 我现在虽年近七十，但还想做一
首‘海南狂想曲’，一旦条件成熟，我想在
海南办一份报纸，一座造纸厂、一座印刷
厂。 ”

在中西部洽谈会上，《郑州晚报》记
者也采访了大哥。 以《为了母亲的微
笑———访美籍华人赵浩生》 为题， 登在
《郑州晚报》上。

《河南画报》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大哥
在河南的活动。

1993

年， 在河南省政协七届一次会
议上，《河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我，让我谈
谈大哥赵浩生。 我作为同胞兄弟谈了我
对大哥的认识。

1993

年
5

月
8

日，《河南
日报》以《赵浩生胞弟谈赵浩生》为题，刊
登了这篇访问记。

《信阳日报》和《信阳周报》分别刊发
了《万水千山总是情———记著名美籍华
人学者赵浩生》《因为我们还年轻———美
籍学者赵浩生先生返乡记事》和《风雪家
园一笑同———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先生
的家国情怀》。 我和郑州大学的王振亚、

贾林共同编著了《赵浩生新闻作品选》，

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母亲去世后，大哥心情极其悲痛，写
了一篇悼念文章《葬母记》，作为对母亲
的纪念。 大哥在对母亲的怀念中有这么
一段回忆：

我一生可以说没有受过一般人所谓
的母教。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但从来没
有正颜厉色地教训过我， 也很少看到她
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或大哭大笑过。 分别
多少年来，每想起母亲，心中就浮现出她
那茫然、木然、痛苦的面孔，这面孔只给
人一种感觉， 就是牺牲驯服，“你要我做
什么我就做什么”。 每次想到这个面孔就
使我感到心酸不已。

母亲不识字，又裹着小脚，对我的教
育没有什么直接帮助， 但她对我的爱是
那么深远和无私， 成为我上进的最大动
力。

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来，

一进门我就大声嚷着：“我饿了” 母亲总
是准备好一个馒头和一把剥好的蒜瓣等
着我。 我家吃的是大锅饭，母亲有时特别
做上一个菜让我吃，多半是炒鸡蛋。 不过
这得碰运气，要赶上母鸡下蛋时才行。 有
时我忽然听到母鸡“咯咯……地叫起来，

我就知道母鸡下蛋了， 急忙跑去捡回热
乎乎的鸡蛋交到母亲手上。 可是一个鸡
蛋怎么也炒不出来一盘菜来， 于是母亲
就把鸡蛋加点水，加点面调成一大碗，炒
出一大盘，放在桌子上，我们母子相对而
座，各拿一双筷子，但母亲不吃，只用筷
子把我吃乱的菜拨到一起， 充满慈爱地
看着我吃。 这情景当时我并不在意，觉得
很自然，但是在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之后，

特别是在我浪迹天涯无依无靠的时候，

每当回忆起这温馨的一幕， 就禁不住热
泪滚滚。

母亲下世后。 大哥不时回老家，每次
回来，都要到父母坟前祭拜。 一次他带着
大嫂回息县扫墓， 他顺手抓一把墓前的
黄土，深情地说：“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
干饭一半馍， 是家乡的土地养育我长大
成人。 这些年我漂流海外， 到过许多国
家，看过许多名山大川，这些都是过眼烟
云，唯独我的家乡魂牵梦萦，因为她是我
的亲娘，我的根。 ”

（作者赵更生系赵浩生的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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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和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左）、著名剧作家曹禺（中）

赵浩生在郑州大学讲学时与校领导的合影

2000

年赵浩生回家乡见到出生不久的小孙子欣喜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