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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兄嫂全家身體安康。弟國棟 啟」。邊
聽兒子們念來信，老人一邊拭㠥眼淚。

之後，她才給幾位兒子憶述起他們親叔叔的事
情：祖籍河北的李家兄弟在抗戰前便住在山西
太原，抗日戰爭期間，李國柱跟隨工廠轉移
到四川，李國棟則跟隨嫂子及大侄兒一同回
到河北老家暫住。此後，李國棟報考了軍
校並最終在上海入伍從軍。一直到1948
年前後，兄弟兩家還都有書信的往來。
但隨㠥國民黨戰敗撤往台灣，李國棟
就再也沒有了消息。

一封家書 才知台灣有親人
至此，李家的孩子才恍然大
悟，當初參軍進工廠政審都不
過關，就是因為有個從未見
過，且父母從不願談及的
海外關係。原來真正的
原因是這個跟隨了國民
黨的叔叔。看㠥經過戰
亂紛擾失而復得的親
人，李家孩子也為母
親高興，並提筆往美國
的地址回了第一封家
書。讓他們印象深刻的
是，由於中國與美國信封
書寫格式不同（收信地址
與寄信地址位置相反），縣
城的郵局不懂情況又把信

寄回了李家，最後幾經解釋這封信才寄了出去。
上世紀80年代，兩岸並未實現通郵。多年後李國棟再

度踏足大陸土地後，才告訴了幾位侄兒當時苦尋能往大
陸寄信的方式，最終找到一位美國朋友幫助中轉。第一
封信就是為了看看兄長一家是否還在老地址，對於是否
還能聯繫到他自己也不清楚。很快，李家兄弟又收到了
美國中轉而來的第二封台灣家書。

輾轉登陸 未及見兄嫂一面
當得知自己胞兄已不在人世，李國棟放聲大哭，並在

回信上寫道：「只希望早日統一，到那個時候，也就返
家看望你們並親身到胞兄的墳前上拜燒紙，這是我的心
願，事能如願不得而知，只有慢慢等待。」此後，這樣
的家書通過日本、香港等地不斷地中轉，信中不時寄去
了各自家人的照片。李家孩子告訴記者，由於信件都要
中轉，送達的時間並不準，有時幾封信一起收到，而有
時甚至會中斷很久。
但就在李國棟日夜盼望㠥返回大陸的時候，他的嫂子

也因年事已高去世。這又加重了李國棟的遺憾，畢竟同
一代人終究沒有再見上最後一眼。直到1987年底，兩岸
開放了台灣老兵返大陸探親，李國棟成了最早返鄉老兵
中的一員，他忍㠥胃病從台灣飛往香港，並北上廣州，
之後坐飛機飛往太原。甫下飛機，他一眼便認出了自己
年輕時一同玩耍的大侄兒，一家人終於相隔40年後擁抱
在了一起。
只不過40多年前，李國棟印象中鮮活的兄嫂，已變成

了一塊墓碑上姓名和其後的一塚黃土。站在墓地前，老
人沉默很久，之後撫摸㠥墓碑喃喃自語道：應該早點回
來啊⋯⋯

落葉難歸 返老家終成遺憾
之後的1991年，老人帶㠥自己的女兒經過香港中轉，

再次回到大陸。這一次他是為下一代人建立正式的聯
繫。但李國棟想回到河北老家的願望，因為內陸交通的
不便利以及年齡因素最終無法成行，而這次也成了老人
最後一次大陸之行，遺憾終究未能彌補。
由於年事已高，生於1913年的李國棟此後再也沒有回

過大陸，大陸的親人由於赴台探親手續繁瑣、管控嚴格
也一直不能成行。又隔了16年之久的2007年，李國棟大
陸的一位侄兒才以旅遊身份，經過香港中轉東南亞國
家，之後進入台灣看望他們的叔叔。這一年的某一
天，也成為老人見到大陸親人的最後一次。
說到此處，李國棟在大陸的侄兒還在後悔與自

責，當初應該無論如何帶老人回到河北老家一趟，
畢竟那裡是李家人走出的地方，也是李國棟想落葉
歸根的地方。好在如今兩岸三通以及互聯網的發
展讓李家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的往來更加密切，他
們相信長輩在天之靈也樂見兩岸沒有兵戎相
見，子孫後代熱絡交流的場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剛剛度過百歲生日的滬籍華僑張明為，其
設立的基金會12年來累計捐資300萬美元
（約合2,300萬港元）資助了7,000名內地中
學生，而今再度向內地四所高校捐資4,000
萬元人民幣（約合4,900萬港元），計劃每

年資助400名貧困大學生。「我畢生的心
願就是希望中國能夠教育興國，使國人不
再受外國人欺侮。」這位懷㠥拳拳報國之
心的百歲老人，日前在上海接受本報專訪
時說：「有些人賺自己人的錢，跑到國外
去消費；我就是要賺外國人的錢，去支持

自己的國家！」
出生於1911年的張明為，祖籍

寧波，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舉家
從上海遷往海外生活，他輾轉
在巴西、日本、美國奮鬥多
年，在生意上獲得成功。1999
年，張明為葉落歸根回滬定
居。張明為兄弟幾人的名字，
以「為國爭榮光」排名，這句
家訓也因此成為他的畢生追
求，時時銘刻於心。

初次回國即建幼稚園
對年逾百歲的張明為而言，

接受採訪是一件極度耗費體力
的事情。他用滬語回答提問，
在家人作翻譯或解釋的間隙，
不得不倚靠座背，略作小憩，
養精蓄銳才可進入下一輪問
答，卻仍然時不時氣喘吁吁。
如此艱難仍要接受採訪，他
說，不為名、不為利，「只是

希望報道刊出後，能夠呼籲更多有錢人，
為國家多做善事。」
中國改革開放後不久，張明為第一次回

到祖國。在鎮海老家，他看見當地幼兒園
條件極差，「孩子們居然全都赤腳站在泥
地上」。深受震撼的張明為於是毅然捐資
60萬港元，興辦了以他母親名字命名的
「詩舲幼兒園」。1999年回滬定居後，他出
資設立「張明為慈善基金會」，基金會累
積捐助超過300萬美元、資助了7,000名中
學生。

要求受惠學生留中國
今次，張明為再度將教育捐助自中學生

拓展至大學生。這位百歲老人剛剛向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
學四所內地高校分別捐資留本基金1,000萬
元人民幣，每年資助各校100名，共400名
優秀貧困學生。「1年資助400名，10年就
能資助4,000名大學生。」想到這筆錢能讓
那麼多貧困學生受益，張明為很是振奮。
「我已經100歲了，還能活多久？以後

誰能替我料理這個心願？這次我用畢生積
蓄的一部分作為捐款，將能永續地為學生
所用，也算實現我此生未完的心願。」張
明為說，他對這些受助學生只有一個要
求，「學成之後，不要就跑到國外發展，
而是要留在中國，用所學為國出力！」

百歲華僑：畢生積蓄捐學子 現就讀於山東煙台大學的張秉
蓮今年21歲，是甘肅榆中縣崖頭
嶺村第一個女大學生。「從小就
夢想能走出這片黃土高坡，看看
外面的世界，將自己所學帶回家
鄉」，張秉蓮說，當一名教師是
她一直追逐的夢想。
張秉蓮從小生活在農村，「去

外地走走，看看山那頭的風景」
是她常年所希望的。2010年高
考，成績優異的張秉蓮填報了山
東煙台大學，並結合自己的特
長，選擇了對外漢語專業。她
說，到煙台上大學，也是她第一
次走出甘肅。

父親：上啥學我都支持
1月16日，繞㠥盤旋的山路，從

甘肅省會蘭州出發約3小時車
程，記者來到了崖頭嶺村崖頭嶺
社，這是榆中縣經濟條件最為貧
困的地方之一，全社共50戶，農
民主要經濟收入來自農業，種植
土豆、玉米等。走進張秉蓮的
家，小院收拾得很乾淨，院內有
兩間新蓋的房屋，屋內燒㠥土
炕，張秉蓮解釋說，「冬天沒法
住窯洞，夏天倒是挺涼快的」。
院內幾間窯洞分別用作廁所、牲
畜圈、雜物間。
除了簡單的幾件傢具外，張秉

蓮家的牆壁上貼滿了她從小到大
獲得的獎狀，這些都是父親張成
平最感驕傲的財富。他說，孩子
們在學校取得好成績比他掙了錢
還高興，「不管她上啥學，我都
支持她」。
父母的鼓勵是張秉蓮堅持學業

的強大後盾，「與我同齡的孩
子，尤其是女孩，很多都外出打
工了」，張秉蓮說，2005年家裡一
年收入僅1,000多元，那是家中最
為困難的時候，但父母仍舊支持
她和弟弟上學，給了她更多的勇
氣。

自辦英語班教村裡娃
談及未來的夢想，張秉蓮說，

自己對教育很感興趣，父母也希
望自己將來能回蘭州，實現自己
「三尺講台」的夢想。去年暑
假，張秉蓮在村裡「小試牛
刀」，自辦了一個英語輔導班，
給學生補習英語，糾正口語發
音，她說，想將這份優勢變為職
業，通過這份職業使家鄉的孩子
受到實惠。「從農村走出來的孩
子都很能吃苦，相信這份力量會
讓我堅持完成自己的夢想。」張
秉蓮對未來的「教師夢」很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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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東波）1983年2月，一封美國寄來的信打破了山西一座小縣城中

一戶普通人家的平靜生活。書信的收件地址是這家人20多年前在省城太原的老住址，收信

人更是已去世十多年的一家之主李國柱。當這封信通過太原警方以及老街坊的幫助，幾經

輾轉送到了李國柱夫人的手上時，她終於知道了失去音信三十多年的親人依然健在，只不

過一道台灣海峽讓這對李家兄弟天人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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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
李
國
棟
重
新
回
到
大
陸
後
與
三
位
侄
兒

聊
天
。
在
他1

9
4
8

年
前
往
台
灣
時
，
兄
長

家
還
只
有
一
個
兒
子
。

受
訪
者
提
供

■李國棟從美國中

轉到大陸的第一封

家書，幾經輾轉終

於寄到家人手上。

受訪者提供

■張明為在

上海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

訪。

章蘿蘭攝

本㜫內容：中國專題 神州大地 紫荊廣場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電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