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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慈善總會秘書長李勇雲南省慈善總會秘書長李勇
（（左左））給老兵送上代表喜氣給老兵送上代表喜氣、、
祥和的中國結祥和的中國結。。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雲南省慈善總會秘書雲南省慈善總會秘書

長李勇長李勇（（右右））給在緬女給在緬女
兵羅春香送去喜氣的中兵羅春香送去喜氣的中
國結國結。。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王權一直保留着本報1996年的
報紙影印版。 本報雲南傳真

88歲的抗
戰老兵王權
家住昆明金
殿，在他家
裡收藏了一
張1996年的
香港文匯報
影印版。見
到本報記者
前去採訪，
他覺得格外

親切，迎上前來給記者拜年。原來19年前，本報
曾經報道過王權參與研究的「斷指再生新藥」項
目，這讓他一直對本報感激有加。現在，他最大的
心願仍執着於能開發出新藥，造福人類。

潛心研「斷指再生」
1944年，年僅16歲的王權參加中國遠征軍，

飛越駝峰航線到達印度蘭姆伽，編入駐印軍戰車
四營，學習無線電技術、汽車駕駛與叢林作戰。
1945年1月，王權和戰友們沿史迪威公路運送物
資回國支援前線，「當時戰爭打得非常慘烈，我
們都是晚上走，而且不開車燈。」儘管如此，戰
爭結束後，我軍的500輛戰車僅剩50輛，王權失
去了很多的戰友。1946年王權選擇退役，並成為

雲南省畜牧獸醫科學院的研究員。
或許是王權從軍生涯見到了太多因為戰爭而殘疾的戰

友，在他從事科研工作的歲月裡，一直潛心研究「斷指再
生」項目，經過反覆實驗取得了成果。

報道引來合作邀請
1996年8月20日，本報報道了楊健堯教授成功運用一種

藥物使一名斷指患者手指獲得再生的內容，報道指這是當
時國內外首家非手術治療斷指成功的醫院，運用的藥物就
是當時雲南省畜牧獸醫科學院的研究成果。
王權告訴記者，稿件刊發後不久，就收到了英國牛津大學發來

的合作邀請書，但由於資金、距離等因素，合作被擱置了下來。
此後，由於新藥成本高、價格貴，一直沒找到合適的開發商，至
今未能得到開發，這成了老人的心病。不過王權透露，目前，他
已與台灣大學的林仁壽教授達成了合作共識，他的新年願望就是
希望能夠盡快開發出新藥，造福人類。

羅春香、林峰、趙自顏、經明
清……這些名字說起來可能有點

非常陌生，但是他們背後所承載的
那段歷史，瞬間讓我們肅然起敬：
他們是中國遠征軍軍人。70多年過
去了，曾經懵懂的少年如今都已白
髮蒼蒼。年前，雲南省慈善總會專
程到緬甸的密支那、曼德勒等地看
望和慰問了18位在緬甸生活的抗戰
老兵，為他們送上新春祝福，也傾
聽了他們內心最大的願望：「我想
回家」。

「還會再來看我嗎？」
紅紅的中國結、普洱茶和新年紅包，濃濃的
年味一下就充滿了屋子。老兵們見到雲南省慈

善總會秘書長李勇一行來訪，一下子打開了話
匣子，主動跟他聊起自己參軍和參戰的經歷。
每到一個老兵家裡，他們的激動和高興，都

出乎李勇的意料，而談話間老兵不經意地追
問 ：「你們還會不會再來看我？」讓大家唏
噓不已。
李勇介紹，由於時間久遠，尋找在緬甸的抗
戰老兵，遇到了很多的困難和問題，在深圳市
龍越慈善基金會和緬甸愛心人士的幫助下，最
終找到了18位抗戰老兵，他們均已九十多歲
了。這些老兵多是因為戰爭原因而留在緬甸生
活，有的老兵至今未加入緬甸籍，在他們內心
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和尊重。

想帶兒孫回國定居
祖籍雲南的李光佃，參加過龍陵松山戰役，

現在已經90多歲，居住在緬甸的密支那。一
見到李勇一行，李光佃就帶着濃重的宣威口音
連聲說：「我想要回家！」原來在緬甸生活了
幾十年的李光佃，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帶着子
孫後代回到祖國定居。當大家向李光佃道別
時，老人又不斷地詢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國。
在羅春香、林峰兩位老人家裡，他們表示，

對家人對家鄉的思念從未間斷。祖籍南京、今
年99歲的經明清老人講起遠征軍，講起故
鄉，思緒萬千，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回家鄉
看看。
李勇告訴我們，雲南省慈善總會已經啟動的
「關愛抗戰老兵」項目，就是希望多關心和關
注這些老兵，他們現在年事已高，回國回家的
願望實現起來有難度，但我們要用心用情讓他
們感受到國家的關心和家庭的溫暖。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

利七十周年。新春佳節來臨之際，生活在緬甸的部分遠

征軍老兵收到特別的慰問。這些七十多年前為保家衛國

浴血奮戰，如今已到垂暮之年的抗戰老兵有這樣的願望：

「在有生之年能回自己闊別已久的家鄉、活到100

歲、和家人過一個熱鬧的春

節……」本報記者還同時走訪了

雲南昆明、保山等地的抗戰老英

雄們，為他們帶去新春祝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茜茜、譚旻煦

昆明報道

慷慨報國今垂暮慷慨報國今垂暮 每逢佳節倍思親每逢佳節倍思親

流落異國七十載流落異國七十載
遠征老兵盼回家遠征老兵盼回家

李咸吉 90歲
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汽車兵。1944

年隨青年軍207師從曲靖直飛印度
蘭姆伽參加訓練。戰後家庭情況並
不是很好，他的羊年願望是：

「希望能給抗戰老兵多些
關愛，讓昔日的戰友沒有白
白地犧牲。」

鍾中 94歲
中央防空學校炮兵。老人

現在聽力不太好，他的兒子
告訴記者，老人因為曾打下
過日本的飛機而倍感自豪。
他的羊年願望是：

「 希 望 能 活 到 100
歲，看到兒孫滿堂。」

馬寧常 93歲
母親被日軍炸死，1939年3月加

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的野戰醫院任看
護兵。身上有15個傷疤，參加過鄂
西會戰、廣西會戰等戰役。有三個兒
子、四個女兒。她的羊年願望是：

「 希 望 在 還 走 得 動 的 時
候，和家人去外地旅遊。」

李德昌 92歲
參加過長沙會戰等戰役，1942年1

月，他所在的58軍曾在湖南影珠山
下與日軍激戰，此役中李德昌因一名
戰友推了自己一把而倖存，後曾親歷
過日軍投降儀式。他的羊年願望是：

「希望有生之年還能再見我
的戰友一面。」

路珍樓 100歲
20集團軍少校軍醫，

曾跟隨20集團軍司令
霍揆彰赴雲南，參加滇
西大反攻，騰沖收復
戰。他的羊年願望是：

「能回故鄉山西
高平走走。」

老兵們的羊年心願老兵們的羊年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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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記者談起自己的新年願望，老兵們久
經沙場佈滿皺紋的臉上卻露出些許害羞，
或許他們從沒試過在眾人面前大聲說出內
心的願望。就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在
老人們堅毅的眼神中顯得神聖起來。

這讓記者的心也跟着揪起來。近年來，
社會各界對老兵的關愛正在一步步加強，
老兵在衣食住行上得到的關愛也越來越
多。但為何一個如此普通的小問題如此大
地觸動老兵們的內心？

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

是一場由億萬個中國人用鮮血、生命為代
價去拚殺、去戰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一
段不可磨滅的歷史。我們有義務和責任去
關愛，去善待那些抗戰老英雄。當前，關
愛老兵刻不容緩已漸成共識。然而真正的
關愛絕不能只是每個月發放的生活費、逢
年過節的一次慰問，我們更加該做的，是
走入老人的內心，傾聽他們的願望，力所
能及地幫助他們在有生之年心願得償。

春節來臨，讓我們祝福老兵，向老兵致
敬！

春節前夕，為了讓抗戰老兵
度過一個溫暖的新春，來自
「雲南老兵關懷計劃」項目辦
的老兵志願者和7位江南大學
「致敬老兵隊」的大學生，還
有數位抗戰老兵齊聚在雲南昆
明的草墩飯店裡，一起吃團圓
飯。一邊是年過90歲的抗戰老
兵，一邊是90後的青年「生力
軍」，歡聲笑語中，兩代人共
同迎接新春佳節的到來。
「雲南老兵關懷計劃」項目

辦的負責人周德蓉，是美國陸
軍第十四航空隊巫家壩機場地
勤大隊長楊公柱的女兒。她告
訴記者，每年春節，他們志願
者都要和老兵吃上一頓團圓
飯，給老人帶去新年的祝福，
已經持續了好多年。周德蓉
說，2006年她父親去世後，她
便和一些抗戰老兵的子女一起
組建中國遠征軍雲南聯絡處，
後來發展為「雲南老兵關懷計
劃」項目辦公室。現在，項目
辦有80多位志願者，大多數都

是老兵的後代，對抗戰老兵有
着特殊的情感。

年輕一代送關懷
與周德蓉的團隊不同的是，

此次前來給老兵拜年的還有7
位江南大學「致敬老兵隊」的
大學生。剛上大三的李澤宇告
訴記者，因為在學校聽了一次
關於抗戰老兵的演講，讓她深
受觸動，她意識到在中國還有
這樣一個群體需要大家的關
注。此次來到雲南，李澤宇的
團隊總共給15位抗戰老兵送去
了新年紅包。老兵馬寧常看到
年輕的一代並沒有忘記她，還
專程趕來和她吃團圓飯，高興
得合不攏嘴。
在李澤宇看來，抗戰老兵的

年紀大了，他們不需要很多
物質上的關心，更需要的是
精神上的陪伴，他們特地趕
在春節前來看望老兵，就是
給老兵拜年，讓老兵溫暖地
過春節。

今年春節，對88歲的老兵張體留來說具有特
殊的意義，因為離開家鄉74載的他，終於在節
前回到家鄉。「見到了親人，今年的春節終於
圓滿了。」老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1941年，年僅14歲的張體留被徵入伍，編
入中國遠征軍20集團軍54軍，先後參加了渡
江戰役、高黎貢山戰役、騰沖收復戰、龍陵
戰役等，他額頭上至今仍留有2寸多長的傷
痕。抗戰勝利後，張體留留在雲南騰沖。早
些年，張體留和父母也經常有書信來往，後
來卻失去了聯繫。隨着年齡漸老，張體留最
大的心願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回到家鄉，與親
人團聚，給父母掃墓。
今年春節前夕，張體留在愛心志願者和民

間組織的幫助下，終於回到離開了整整74
年的家鄉——四川眉山東坡區張坎鎮茶店
村。當天，村民們以最隆重的禮節，在村口
敲鑼打鼓迎接他。張老的兒媳趙新仙告訴記

者，老人一到村口看見家鄉那麼多人迎接
他，高興得熱淚盈眶，原本張老的侄兒們邀
請老人留在四川過年，但考慮到老人的身體
狀況才作罷。
如今，張體留已回到騰沖的家。快過年
了，四川的親人給他寄來了家鄉的年貨，
張體留說：「這是這輩子最高興的一個春
節」。

■江南大學的志願者新春前看
望老兵。 記者李茜茜 攝

新春團圓飯 溫暖老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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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傾聽用情相助 關愛老兵刻不容緩

■張體留春節前回到了已離開74年的故
鄉，受到家鄉人民歡迎。 受訪者供圖

■江南大學志願者和抗戰老兵
一起吃團圓飯。記者李茜茜 攝

回鄉尋親 夙願得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