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馬琳、高麗丹報道）一位民間
抗美援朝紀念活動的組織者的一番話讓人五味陳雜：「我們
今年在丹東和赴朝鮮的紀念活動吸引了很多老志願軍參加，
其中很多人經濟條件並不允許，都是借錢趕來參加的⋯
⋯」對此，羅援少將亦曾說，我們在紀念先人的時候，
不應該忘記那些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應
該給予他們必要的扶助。

中國第一個研究抗美援朝精神的群眾性學術團
體——抗美援朝精神研究會的編輯宋群基告訴記
者，「我們現在急於『搶救遺產』——越來越
少的在世老兵資源⋯⋯」
84歲的馮荊育是隨第一批志願軍進入朝鮮的

戰地記者，退休後，馮老一直致力於抗美援朝
精神的研究。他表示，更多的老志願軍由於種
種原因，如因證件遺失難享優待等，後半生生
活清貧，住舊區、拆遷房、擠養老院，而我們
更加難以想像，未被尋找到的老志願軍在中國
還有多少、他們晚年的保障在哪裡？
事實上，社會上對於改善抗美援朝老兵待遇

的呼籲聲從來沒有停止過。2010年兩會期間，時
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羅援少將提出建議，各地應該憑

弔志願軍烈士陵園，要緬懷我們的先烈。一些地方政
府應該優撫這些志願軍的老戰士，對他們表示慰問，在

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給他們一些幫助，
把溫暖送到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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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于珈琳 報道）親愛的朋友，

當我們走在大街上、公園裡，走過每一天安寧的生活，常常

會忽略我們有幸處在一個和平的年代，以為幸福就是人生的

本來面目。其實，和平只是歷史長河的一瞬。正因如此，才

有了日曆上一個個滴血的紀念日，像警鐘一樣提醒我們，像

藥劑一樣治療我們的健忘症。抗美援朝60周年紀念日就是這

樣一副藥劑。老兵尹吉先說：「我參戰是為了人民，現在也

只希望人民能記住這段歷史」。所以，當我們歡歌和平的時

候，請記住他樸實的話語；當我們享受幸福的時候，請記住

仰望那座用熱血鑄就的豐碑。

62
年前，年僅15歲的曹家麟響應保家衛國的號
召，離開家鄉、離開親人，奔赴抗美援朝的

戰場；62年後，本應安享晚年的他，卻依然奔走在
中國與朝鮮之間，只為喚起社會更多人對這次戰爭
的關注與認可。他說，「對一位老兵來說，對他曾
走過的那段歷史的最大認可，才是對他個人最大的
榮譽。」

「戰爭被強加到中國人頭上」

曹家麟說，這些年社會上對抗美援朝的質疑聲不
少，這讓他很是困惑。為此，退休後的這十幾年
裡，他一直在搜集各種有關資料，並學習重新審視

這段歷史。他認為，社會上對抗美援朝的爭

論，歸根結底還是對這段歷史的不了解。當美國人
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時候，討論戰爭該不該打，
已經沒有意義。「因為戰爭已經被強加到了中國人
的頭上」。
「這是一場為新中國贏得了60年寶貴和平發展期

的戰爭」，曹家麟說，在建國初期那樣一個一窮二
白的困難時期，在中美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中
國依然把美國趕回了「三八線」，樹立了中國在國
際上的軍威和國威。他希望，年輕一代能夠學會緬
懷這段歷史。

老兵境況 城鄉有別

對於老兵待遇問題，曹家麟告訴記者，隨 國家
積累的不斷增加，老兵們的優撫標準實際上在不斷

提高。「這點我切身體會。作為一名八級傷
殘軍人，最初我一年的優撫金只有24元，現
在已經達到5,000元以上了。」
不過，老兵們的境況存在地區與城鄉之

間的差距。農村的老兵並不像城市，有退
休金可以拿。在失去勞動力後，他們大多
缺乏經濟來源，僅靠400至500元的優撫
金艱難度日。
曹家麟認為，從那場戰爭中倖存下

來的老兵們，如今都已到暮年，很多喪
失了勞動能力和獨立生活的能力。對於
這些老兵，國家應該給予更多關照，比
如給予一些醫療優惠政策，有針對性

的為困難老兵解決一些問題，讓他
們的晚景不那麼艱難。
根據抗美援朝紀念館2010年
的統計數據顯示，在近百萬
的志願軍中，烈士人數為

183,108人，而帶 他們勝利夢想
凱旋回國的志願軍老兵，如今卻難有

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統計數字。據記者
了解，目前老志願軍最多的地區是在四
川、浙江、南京一帶，而僅僅在四川的一
個縣城裡，老志願軍的人數可能就達到一
二百人，在這樣一個龐大的、正在流失的
英雄群體內，深深埋藏 「新中國第一聲
吶喊」的悲壯故事，我們亟需搶救的也正是

一個民族的歷史財富。,,
,,

老兵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

琳、馬琳、高麗丹 報道）記者

在採訪期間，所碰到能從當年

殘酷的戰場上存活下來的老戰

士，大多數都曾負過傷，他

們有的靠子女的救濟勉強

維持生活，有的由於子女

外出打工謀生而無所依

靠，這些七八十歲白髮蒼

蒼的老人，如今不少是風

燭殘年、晚景艱難。

家在瀋陽的抗美援朝老

兵陳建國老先生，已是

84歲高齡了。因年事已

高，他不能下床，由兒

子引記者進門。採訪過

程中，老人也只能倚靠

在床頭，怔怔看 來

者、一字一頓的應答。

床頭，是架起的氧氣罐

和成摞的藥品。

「我是從山西當的

兵，回來時就已沒有家

了，無家可歸了。」濃

濃的山西腔，透 少小

離家終未歸的悲憾。他

的兒子說，「1953年

戰爭結束後，他回國時

父母親都去世了，就

直接來了瀋陽，回山

西也沒意義了。」戰

爭，讓當年的多少家

庭承受別離之痛。戰

爭之外，最令老人欣

慰的，就只有珍藏至

今的立功證和功勳章

了。

相比之下，現居北京的尹吉先

老人居住的房子雖不大，但有大

兒子照顧，生活狀況算是不錯。

但憶起了去年去山東探訪過的老

戰友姜維禮，老人傷感的說，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這些老戰

友失去了勞動能力，他們很多癱

瘓在床需要人護理，這些人應該

有個基本的生活來源。」「最起

碼過年過節看看，但是到現

在，沒多少人去看過。」

﹁
回
國
後
，
我
無
家
可
歸
了
﹂

抗美援朝的戰火硝

煙，已經隱入歷史的深

處；曾經用鮮血贏得勝利的

老戰士們，也走入耄耋之年。如

今，他們的晚景如何？

採訪中，記者了解到，並非所有

的老戰士都晚景幸福，其中不少人

傷病纏身，靠家人照料度日；甚

至有人掙扎在溫飽線上，逢年過

節都無人噓寒問暖⋯⋯在當下中

國日益富強的耀眼光幕下，他們

風燭殘年的背影令人唏噓不已。

抗美援朝戰爭，被譽為「新中

國大國地位奠基之戰」，更讓西

方列強領教了中國軍隊是硬骨

頭。而作為抗美援朝戰爭史詩

中最後的生命載體，老英雄們

頭上耀眼的光環與現實的冰冷

形成巨大反差，讓我們無地自

容。

事實上，許多國家對老兵們

都有特殊的優撫政策。在俄羅斯，

二戰老戰士在重要周年紀念日享受

免費的火車和飛機旅行，甚至有權

享受國家住房；在美國，退役老

兵可以收到總統親筆簽名的生日賀

卡⋯⋯

反觀中國，雖然中央政府也對抗

美援朝老兵制定了相關的優撫政

策，但實施卻差強人意，不少人被

遺忘在政策的死角。而對革

命英雄主義的集

體 無 意

識，更讓

人對我們

民族是否

精神上缺

鈣 產 生 疑

慮。

就像老兵尹

吉先所說的，

「我參戰是為了

人民，現在也只希望人民能記住這

段歷史」。我切身感到，老戰士不怕

犧牲，怕的是我們遺忘歷史，而忘

記歷史，終究會被歷史所遺忘。

60年前，作家魏巍在朝鮮戰場寫

下膾炙人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

今天，我們重溫那感人至深的文

字，重溫那段歷史，就是對無數長

眠於異邦的英雄們最好的紀念！

■記者馬琳

我參戰是為了人民，
現在也只希望

人民能記住這段歷史

少將學者呼籲扶助

告慰「最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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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官兵在回國前，向安息在朝

鮮國土上的烈士告別。

■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志願軍

總部官兵在回國前，向安息在朝

鮮國土上的烈士告別。

■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志願軍

總部官兵在回國前，向安息在朝

鮮國土上的烈士告別。

■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志願軍

總部官兵在回國前，向安息在朝

鮮國土上的烈士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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