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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或許可以通過
重建來彌補；但戰爭帶給人們心靈上的創
傷，卻難以平復。此次緬北戰爭，致數萬
邊民湧入中國邊境小鎮南傘，其中不乏大
量的婦女兒童，這些孩子用無辜的眼神在
問記者：「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我什麼
時候可以上學？」竟讓人無法回答，唏噓
不已。
「戰爭帶來的心理創傷是巨大的，也是

無法估計的。」雲南省心理學會會長陶雲
表示，生於和平年代的我們，對戰爭帶來
的心理創傷沒有話語權，但地震等自然災
害帶給兒童的心理創傷已然巨大，更何況

在炮火的轟炸和摧殘下，他們內

心的恐懼一定是存在的。
有心理研究顯示，經歷戰爭的人每個都

有發生戰爭創傷後遺症的可能性，主要發
生於經歷戰爭的士兵，但往往女性是男性
的兩倍，主要表現為「再體驗」、「迴避
反應」和「高警覺」。
果敢衝突給這些背井離鄉的婦女和兒童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恐懼和刻骨銘心的傷
害。記者希望相關組織能夠為這些飽受戰
亂的弱勢群體提供心理支援。

心靈創傷難彌合
今天是國際婦女節，但對

被無辜捲入戰爭無法歸家的
難民婦女來說，他們都已忘
卻了這個屬於自己的節日。

記者在街頭偶遇南傘本地的婦女金女
士，她的兒媳婦是果敢人，她的兒子在
2009年果敢爆發戰爭時，去接岳父的路上
被車撞傷，至今都幹不了重活。而對於果
敢婦女來說，生活的不便與不能回家的痛
苦相比，顯得如此的不值一提。

南傘的夜，在不遠處傳來的槍炮聲襯
托下，反而顯得格外寧靜。生活於和平
年代的記者，從未想過戰爭離自己如此
近。在南傘的所見所聞，讓我更加明白
和平的意義，面對這些難民，任何安慰
的語言都是蒼白的，只希望戰事盡早平
息，讓這些婦女盡快回家，重新回到正
常的生活。
此時此刻，記者對和平的渴望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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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不知愁滋味只道家溫暖

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恒昨日接受媒體
採訪時說，果敢衝突已致6萬邊
民進出雲南。本着中緬友誼和人道
主義精神，雲南在中緬邊境臨滄
市設置了臨時安置點，安置
緬甸邊民1.43萬人次。據
悉，因緬甸果敢衝突進
入中國的緬甸邊民，一般
以投親靠友、自行租房或
搭建臨時住所、進入當地安
置點等方式生活。
昨日，本報記者再次來到中

國雲南臨滄市南傘鎮，探訪逃到
這裡躲避戰火的緬甸邊民。一些緬
甸邊民在南傘鎮的老水泥廠安下了
臨時的「家」，有的住在南傘方面提
供的老廠房、有的則在空地上用彩條
布搭建了窩棚，記者粗略估計，這裡的
難民有近百人，其中不乏大量的婦女兒
童。男人們常常聚在一起抽煙聊天，而婦
女們卻常常窩在臨時的「家」裡，目光呆
滯、心事重重。

夜不能寐食不下嚥
64歲的緬甸果敢大水塘鄉石坊村的村民李小培，

一家13口，就擠在一個簡陋的帳篷裡，頭挨頭腳挨腳
的艱難度日。李小培告訴記者，因為家裡小孩子多，
他們沒有選擇官方安置點。她的丈夫由於腿腳不便，是
由兒子們用擔架抬過來的，二兒子還因水土不服，身體出
現了不適，「吃不下，睡不好就是我目前狀態。」
「我們是大年三十那天來到中國的，走了將近7個小

時，耳邊都是炮彈聲，嚇得腿都軟了。」這是李小培逃難
到南傘的第18天，這天大早，她仍像往常一樣起床燒水做
飯，陪孫女玩耍，但多數時候卻在發呆，不知道在想什麼。
「每天都是數着日子過，想念家裡的菜園子，也不知道這場
戰爭還要打多久。」兩鬢已有些斑白的李小培，身體卻依然硬
朗，在果敢時，她還會下地種玉米、小菜然後拿到果敢的
街頭售賣。在家閒暇時，李小培最喜歡和孫女光鎖（音）
一起唱歌玩耍，但現在的她再也沒有這樣的心情了。即將
到來的「婦女節」，對於正在逃難中的她來說已經沒有任

何意義。

「媽媽，我什麼時候可以上學」
記者了解到，到中國避難的緬甸邊民，
除了有些選擇投親靠友、有些選擇到中方
提供的安置點外，像李小培這樣家庭較貧
困的，則更願意在南傘的偏僻地帶搭個簡
易的帳篷，在他們看來可以不受限制，還
能出去打工，貼補家用。
28歲的鍾甜一家也居住在南傘鎮老水泥

廠附近的空地上，那是一個石頭和塑料布搭成的簡陋帳篷，因
為天氣炎熱，帳篷更像一個溫室，記者呆在裡面幾分鐘就已被
蒸得滿頭大汗。
鍾甜是一個愛美的婦女，除了不能回家的苦楚，她還心疼家

裡沒有帶出來的幾雙高跟鞋、還有漂亮的裙子。「真的可惜
了，有條裙子我一次也沒穿過。」鍾甜喪氣地告訴記者，3月1
日應是她的孩子開學的日子，孩子常常天真地問她：「媽媽，
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上學？」這讓她常常感到心酸。在果敢
時，鍾甜常常會帶孩子到果敢街頭的公園去玩旋轉木馬，但現
在的她在難民營裡卻深感無聊。「想出去打工，但放心不下孩
子。」鍾甜無奈地說。

有親人的地方就是家
42歲的穆小米是果敢芒樂鄉人，擔心老父親的她，在人群裡

悶悶不樂。「戰爭太殘酷了，沒有電，沒有信號，槍炮無眼，
我非常非常擔心我的爸爸，他77歲了。」說着穆小米哭了起

來，因為匆忙逃命，她和父親、兒女
失散了，一個人走了7個小時來到難
民營，跑得滿頭是汗，那樣的孤獨感
和焦灼感讓穆小米終身難忘，好在她
的5個兒女在老鄉的幫助下找到了。
「親人在的地方就是家。」這是穆
小米此時此刻最真切的感受。目前，
穆小米的兒女都在南傘找到了工作，
對於正在逃難的穆家來說，只要包吃
住，工錢已經不在乎了。穆小米準備
等戰爭一停就回去找老父親，但她不
知道戰爭還要打多久。

今天是今天是「「三八三八」」國際婦女節國際婦女節，，本該在家好好享受節日的緬甸果敢本該在家好好享受節日的緬甸果敢

婦女婦女，，卻因為緬北戰事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卻因為緬北戰事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來到中國雲南省南傘躲來到中國雲南省南傘躲

避戰火避戰火，，儘管生活得到了援助儘管生活得到了援助，，但有家不能歸的苦楚和對親但有家不能歸的苦楚和對親

人的牽掛人的牽掛，，還是令這些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婦女身心備受還是令這些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婦女身心備受

煎熬煎熬。。 文文 //圖圖：：記者記者鍾小強鍾小強南傘報道南傘報道

南傘鎮南傘鎮
位於雲南位於雲南
省西南邊省西南邊
陲陲，，集沿集沿
邊性邊性、、民民

族性族性、、開放性為一開放性為一
體體，，與緬甸撣邦第一與緬甸撣邦第一
特區果敢縣山水相特區果敢縣山水相
連連，，今為對外開放的今為對外開放的
內陸窗口內陸窗口，，流動人口流動人口
眾多眾多。。南傘鎮古名石南傘鎮古名石
賧或棣賧賧或棣賧，，有古老的有古老的
「「茶葉之鄉茶葉之鄉」」美譽美譽，，
是中國第二大德昂族是中國第二大德昂族
的聚居地的聚居地。。
與緬甸果敢縣僅有與緬甸果敢縣僅有

一河之隔的南傘鎮一河之隔的南傘鎮，，
已成為近年來緬甸邊民的已成為近年來緬甸邊民的
避難所避難所。。20092009年年88月月，，緬緬
甸聯邦政府與果敢特區政甸聯邦政府與果敢特區政
府於果敢境內發生軍事衝府於果敢境內發生軍事衝
突突，，造成數以萬計的華裔造成數以萬計的華裔
難民湧入中國邊境小鎮南難民湧入中國邊境小鎮南
傘傘。。今年今年11月月1616日日，，在克在克
欽邦帕敢地區欽邦帕敢地區，，克欽獨立克欽獨立
軍和政府軍再次交火軍和政府軍再次交火。。1818
日日，，緬北戰事進入全面升緬北戰事進入全面升
級狀態級狀態。。上月數萬邊民湧上月數萬邊民湧
入雲南入雲南。。本月緬北戰事持本月緬北戰事持
續續，，邊民仍滯留南傘邊民仍滯留南傘。。

旺旺超市是南傘街頭最醒目的一個生活日
用品超市，記者在超市裡偶遇來南傘避難的
17歲果敢少年王軍，他在旺旺超市兼職已經
6天了。
「我住在我的二舅家，他家是一棟洋
房。」王軍告訴記者，他們一家6口住在果
敢老街，家裡以種地為生，在戰事爆發的第
一天就來到南傘投靠他做生意的舅舅。眼前
的王軍穿梭在超市一排排的貨架中，不時和
夥伴調笑打鬧，彷彿戰事離他很遙遠。
當記者問起戰爭給他們家的生活帶來了什

麼改變時，王軍笑而不答，只說：「我覺得
還是緬甸好住，可能因為那就是我的家。」
17歲的少年看似不知愁滋味，卻對重返家鄉
的渴望特別強烈：只盼早點結束戰事，想念

家鄉的夥伴了。
下班了，王軍提了一袋蘋果往家走，他

說：「明天是國際婦女節，想給母親買點她
愛吃的蘋果。」

報道戰事 渴望和平

■■7373歲的果敢老人鍾歲的果敢老人鍾
小四和她的孫女小四和她的孫女。。

■■難民營裡的男孩難民營裡的男孩
正在燒水喝正在燒水喝。。

■■大批果敢大批果敢
難民湧入雲難民湧入雲
南邊境南邊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小培用李小培用
簡陋的帳篷簡陋的帳篷
建成臨時的建成臨時的
家家。。

■■難民營裡的婦女兒童難民營裡的婦女兒童。。

■■避難婦女向記者展避難婦女向記者展
示緬甸示緬甸「「身份證身份證」。」。

■■李小培一家李小培一家1313口擠口擠
在簡單的帳篷裡在簡單的帳篷裡。。

■■果敢婦女李小培進入南傘避難果敢婦女李小培進入南傘避難
已已1818天天，，戰爭讓她身心疲憊戰爭讓她身心疲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