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5年5月7日（星期四）

哈爾濱是我第一故鄉哈爾濱是我第一故鄉老
俄
老
俄
僑僑
：：

堅強俄媽媽感染華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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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英雄紀念碑
坐落於哈爾濱市南崗區博物

館廣場西側的蘇軍英雄紀念
碑，已成為中俄友誼的象徵和
哈爾濱一景。 夏瑞雪 攝

蘇聯紅軍烈士墓是2007年10月從
哈爾濱市中心搬至皇山公墓

的，佔地1,083平方米。走進墓區，
不論是甬道還是墓碑草坪，均整潔無
塵，甚至沒有一片雜樹葉。李贊主任
說，雖然沒有專項經費，但是這裡的
工作人員義務承擔了蘇軍烈士墓區的
日常管理工作，有專人堅持每天都到
墓區巡查清掃。

二十出頭魂斷異國
墓地入口處墓誌銘上寫道：「二戰

期間，為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年
輕的蘇維埃政權發揚偉大的國際主義
精神，調遣重兵，開赴中國東北戰
場，無數英勇的蘇聯紅軍將士為此獻
出了寶貴的生命。這裡安葬的就是他
們其中一部分人……」李贊說，「這
些烈士大都非常年輕，20多歲還沒成
家就在異國犧牲，早已沒有了親人，
更沒有後代。」
在異國長眠的蘇軍英烈，雖然失去
了家人和後代，卻有一群忠實的守
墓者，當年負責蘇軍烈士墓遷移工作
的就有時任哈爾濱市殯葬管理所副所
長邸長生，他應該是來到這裡次數最
多的人。雖然事隔多年，工作崗位調
換了，但邸長生還是經常到墓區走一
走，看一看，「蘇聯紅軍對我們有
恩，我與這些英靈有緣。不知不覺
的，我好像成了蘇軍烈士墓的守墓
人。」

談起當時的遷墓工作，這個1米88
的大塊頭言談間透深深的敬意和驕
傲，開頭就反問我，「整個遷墓工
作，包括新墓區的建設，我只用了一
個月的時間，你信嗎？當時，外交部
長楊潔篪來出席新址落成儀式，臨別
前還特意搖下車窗說，新墓區建得很
好，感謝黑龍江，感謝哈爾濱！」

守住英烈守護友誼
邸長生為每位烈士訂製了精緻的棺

木。下葬時，在工地連續工作近一個
月的工作人員，特意沐浴更衣，換上
西裝，為每一位烈士舉行了簡樸而莊
重的儀式。俄羅斯駐華使館的一位外
交官最初來考察時，本來對新墓地十
分擔憂，但當新墓地建成後，這位外
交官再來看，給了邸長生一個大大的
擁抱，讚不絕口。
邸長生說邸長生說，「，「如今如今，，雖然我不再從雖然我不再從

事這項工作事這項工作，，但還是時常回來看看但還是時常回來看看，，
我的同事們也在堅持祭拜的傳統我的同事們也在堅持祭拜的傳統，，相相
信我們一代代人會繼續傳承中俄情信我們一代代人會繼續傳承中俄情
誼誼。」。」
另一位皇山公墓的工作人員肇星另一位皇山公墓的工作人員肇星

說說：「：「一具具不完整的屍骨給了我最一具具不完整的屍骨給了我最
深的震撼深的震撼，，這該是怎樣的情誼這該是怎樣的情誼，，讓一讓一
個個外國人的年輕生命為了中國的解個個外國人的年輕生命為了中國的解
放而獻身放而獻身。。我不停地把這個故事講給我不停地把這個故事講給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讓他們永遠記住讓他們永遠記住。」。」

黑龍江哈爾濱市皇山公墓內

最安靜的地方，是由灌木和松

柏環繞着的蘇軍烈士墓區，111

位紅軍將士長眠在這裡。整潔的花

崗岩地面上，111座塔式墓碑記錄着70

年前的那場戰爭帶走的鮮活生命。帶我

們前來探訪的公墓管理中心主任李贊，一路在介紹情

況，走近墓區便突然肅穆起來，默默拾起剛剛被風吹進來

的一片紙屑說，「儘管安葬在異鄉，但我們一定會照顧好這

些為保衛中國而獻出年輕生命的外國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夏瑞雪哈爾濱報道

現於北京一家外貿公司工作的哈爾濱人劉
麗潔給記者講述了她媽媽與俄羅斯鄰居薩沙
的友情。薩沙的丈夫因病早逝，唯一的兒子
在二戰戰場上犧牲。1945年，蘇聯紅軍
出兵東北抗日，薩沙隻身來到哈爾濱。
當時劉麗潔的母親15歲，經常能吃到

薩沙媽媽親手烤製的俄式麵包，那剛出爐
香噴噴的味道，讓她久久回味。劉麗潔的
外婆在中國年節時也總會請薩沙到家
裡吃餃子。薩沙在哈爾濱靠給俄國
人的公司做會計維生，中文有些蹩

腳，雖然人生屢屢遭遇不
幸，在異國的生活

也有些拮

据，但她從未抱怨。周末時把劉麗潔的母親
帶到她的小屋，教她唱俄文歌，跳俄羅斯民
族舞，歡樂過上一天。
1945年，哈爾濱獲得解放，市民湧上街

頭歡迎蘇聯紅軍，慶祝光復，薩沙媽媽用難
得的碎花布料，為劉麗潔的母親製作了一件
漂亮的「布拉吉」（俄文音譯「連衣
裙」）。
劉麗潔對記者說，母親生前經常對自己

說，她堅強樂觀的性格在小時候受薩沙媽媽
的影響很大，可惜與薩沙失去聯繫，甚至沒
有留下一張照片做留念。

編者的話 1945年8月9日凌晨，百萬蘇
聯紅軍兵分三路出兵中國東北，向盤踞在
此的日本關東軍展開進攻，短短數天迫使
關東軍投降。近1.3萬蘇軍官兵獻出寶貴生
命，聳立在白山黑水的蘇軍英雄紀念碑、
烈士墓見證着中蘇(俄)並肩戰鬥的歷史。

莫斯科無名烈士墓墓誌銘寫道：「你的
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永世長存。」為
隆重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我們推出《中俄友誼．豐碑》系列報道。本報記者實地採訪蘇軍烈士墓守墓
人、中國抗戰老兵、俄羅斯家庭的中國養子和曾在中國生活的老俄僑等，講
敘一段段鮮為人知的中蘇、中俄友誼佳話。

據俄羅斯軍方的統計數字，當年在中
國戰場犧牲的蘇軍官兵人數為 12,900
人，4,500多名蘇軍將士安葬在中國。

俄退伍老兵來華祭掃
齊齊哈爾市昂昂溪區的蘇軍烈士陵園
安葬126名蘇軍烈士。每年清明節，昂
昂溪的廣大群眾都自發到陵園祭掃。陵
園工作人員說，這裡時常有俄羅斯遊客
和留學生前來獻花，其中一位來自鄂木
斯克的俄羅斯退伍軍人瓦西里．赫雷斯

托夫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瓦西里來訪時已年逾8旬，他曾在上

世紀30至50年代在齊齊哈爾生活，當年
還參加了1949年蘇軍烈士陵園的修建和
維護工作。工作人員說，老人在同行人
的陪伴下為每一座蘇軍烈士墓位獻上潔
白的百合花，並為他們禱告，並含淚握
接待人員的手表達感謝，說他代表鄂
木斯克退伍軍人，代表蘇軍犧牲烈士家
屬感謝中國人民把蘇軍烈士墓保護得
如此完好。

今天的哈爾濱，有濃郁的俄羅斯風
情，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隨中東鐵路的
興建，大批俄國和歐洲人從俄國和東歐進
入哈爾濱。1922年，哈爾濱俄僑曾經達到
15.5萬人，熱情的俄國人和包容的哈爾濱人
結成了深厚的友情。
哈爾濱一位同行的多年老友，給記者展

示2009年18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哈爾濱老
俄僑重返故地，在復建的著名的尼古拉大
教堂前集體合影照片。他們大多於上世紀
二三十年代在哈出生並生活工作了很長時
間，如今，他們雖然各奔四方，但仍思念
第二故鄉——哈爾濱。而活動的組織
者、澳洲籍哈爾濱俄僑尼古拉．扎伊卡的
經歷和哈爾濱情結，深深地感動記者。

惦記賒菜錢中國人
尼古拉和他的父母都是出生於哈
爾濱的俄僑。日軍侵佔哈爾濱後，
尼古拉的外公潘捷列伊蒙因為是
蘇聯和東北抗聯的情報員而被日
本人殺害。尼古拉在蘇聯僑民會
（今上遊街哈市科學宮）樓上

的十年制學校畢業後，留在僑民會俱樂部
做電影放映員。
1961年，尼古拉一家移居澳洲，但是抑

制不住的思念讓他經常重返哈爾濱。這裡
有哄他睡覺、為他包餃子的中國外婆，有
結識妻子的故地，有太多的牽掛和回憶。
他說，五十年前的哈爾濱俄僑特別多，

中國人上門來賣蔬菜，他一時拿不出錢
來，中國人說，不要緊，過些日子我再來
取錢，把賬順手寫在門框上便走了，過了
兩三個月才來。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別
的國家從來沒有過。他甚至稱哈爾濱就是
自己的第一故鄉，「這裡是我的家，我的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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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皇山公墓管理中心主任李贊在
蘇軍墓區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王欣欣攝

■哈爾濱皇山公墓蘇聯紅軍烈士墓區全景。 哈爾濱市外事僑務辦公室提供

■瓦西里向蘇軍英雄
紀念碑獻花。

■尼古拉在老宅子裡回憶往事。

■■俄羅斯攝影家拍攝的蘇聯紅俄羅斯攝影家拍攝的蘇聯紅
軍進駐哈爾濱舊照軍進駐哈爾濱舊照。。
哈爾濱市外事僑務辦公室提供哈爾濱市外事僑務辦公室提供

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70周年周年 系列之一系列之一中俄友誼‧豐碑中俄友誼‧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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