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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和中孚準備了酒、茶、香燭和鮮花，專
門帶上自己題寫的「開路先鋒與青山同在」的挽

帖和沈昌照片，邀約守護沈昌墳塋的魯忠英，再次拜謁
沈墓。回憶今年2月與沈昌女兒沈蓓的相聚，和中孚和
魯忠英仍感慨萬千、激動不已。

史料記載鳳毛麟角
作為鐵路職工的和中孚，熱衷於研究滇越鐵路史，曾多

次徒步踏訪滇越鐵路並出版兩部專著，發表研究文章逾
100萬字，算是鐵路工人隊伍中的文化人。研究沈昌的線
索，來自沈昌遺下的口碑。和中孚研究滇越鐵路的專著和
諸多文章發表後，常常有80、90歲的老一輩鐵路工人對
他說：應該寫一寫沈昌。
開始研究沈昌生平，和中孚已年屆60退休，雖有充

足的時間，但研究沈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料雖偶
有記載卻鳳毛麟角；多方聯繫沈昌後人又未果；重要的
是，「知情人一個個逐漸老去，記憶之窗一扇扇關
閉。」和中孚只能從浩繁的書卷中辨識沈昌的背影，在
塵封的檔案裡尋找沈昌的蛛絲馬跡。「每有收穫，興
奮、欣喜之情難以言表。」查找沈昌以滇越鐵路線區司
令名義發佈的通告，就頗費了些周折。老一輩鐵路工人
清晰地記得，當時雲南各地車站、昆明大街小巷遍貼該
通告，但和中孚卻無從查找，最終在熟人的介紹與帶領
下，輾轉在某博物館找到了該通告原文。
儘管歷盡艱辛，和中孚研究沈昌終究有了成果，發表了

《尋找沈昌蹤跡》一文。記者在和中孚家中看到，其收集
的影印件、複製件裝訂成了一冊，記錄其研究事件的日記
及描畫的草圖，也裝訂成了厚厚的一冊。

零星資料 逐漸完善
今年2月，和中孚接到中國駐美國芝加哥總領事館輾
轉傳來的訊息：沈昌之女沈蓓將由美赴滇祭奠父親亡
靈，希望與和中孚相聚。沈蓓在昆明的日子裡，登門拜
訪和中孚、拜謁沈昌墓。最令和中孚難忘的，是與沈蓓
一行、魯忠英等一起拜謁沈墓的情景：沈蓓將去年獲頒
的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置於父親墳頭，共享抗戰勝
利的喜悅與榮譽。最令和中孚欣喜的是，數番與沈蓓交
流，自己由零星記載中整理的沈昌大事年表，在沈蓓的
回憶中一一得到印證。而最令和中孚鼓舞的，是與沈蓓
的相聚，耳聞漸多、視角漸寬，獲得了沈昌生平的充足
資料，並萌發了續寫《尋找沈昌蹤跡》的願望。

67歲的魯忠英，從父親手中接過了守護沈昌陵墓的接
力棒。自沈昌逝世葬於自家山上起，魯家把守護、祭掃
沈昌陵墓視為義務，堅持迄今已逾70載。魯忠英回憶，
父親健在時，每年的清明、冬至，是為沈昌上墳的日
子。即便是在「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儘管祭掃沈昌
墓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天亮前完成，也從未間斷。
魯忠英對於沈昌的了解，僅限於年年祭掃時父親的
敘述。但父親僅知道「總經理是個了不起的人，是個
好人。」父親去世前，囑魯忠英繼續守護、祭掃沈
墓。每逢清明、冬至，魯忠英必攜貢品上山祭拜、清
理墳塋周邊雜草；每逢中元節，魯忠英也視「總經
理」為自家先人，為他燒香燭紙錢，從未間斷；而平
時放牛牧羊，也不時到沈墓前，清理雜草、看是否受
損。與父親一樣，魯忠英每每祭奠沈昌，總要將由父
親處聽來的沈昌事跡，向子女和孫輩複述一番。
和中孚帶來的沈昌照片讓魯忠英欣喜不已，第一次
見到沈昌照片的魯忠英目不轉睛，連稱總經理一表人
才而英氣逼人、年青英俊而老成持重，並讓丈夫用手
機翻拍下照片；魯忠英跪於沈昌墓前作揖叩首，喃喃
說道：「總經理啊！這下好了，你的後人找到了；你
的事跡也能讓人知道了！」

在老一輩鐵路人的眼中，沈昌（1908—1942）是中國鐵

路史上不得不提及的人物：提前50年收回滇越鐵路經營

權、隨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經歷九死一生；英年早逝葬於

雲南昆明已逾70年。80歲的昆明鐵路職工和中孚歷20年

研究沈昌生平，今年意外與沈昌女兒沈蓓取得聯繫；當陪

同沈蓓探訪、祭奠沈昌墳塋時，得知魯姓農家守護沈昌墳

塋已逾70年，由此引出一段佳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丁樹勇昆明報道

在對沈昌生平事略
的研究及與沈蓓的接
觸與交流中，和中孚
漸漸感到：沈昌體現
了一代有良知的知識
分子的風骨，而其家
風也影響了家人。
畢業於南京女子師
範學校、曾任蘇州振
華女子中學校長的沈
昌夫人何宛方是新一
代女性，華東淪陷後
取道香港、海防赴昆明相夫教子。沈昌病故多年後，其
外孫女曾提出將遠隔千山萬水的外公遺骨遷回家鄉。何
宛方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你外公
為抗日積勞成疾，為那片土地獻出了生命，就在那裡入
土為安！」其豁達的態度、寬闊的胸懷可見一斑。
沈昌膝下有兩子一女，長子進入清華大學文學專
業，次子入北大歷史系，均有「神童」、「文科狀元」
等譽，著作有獨到見地。現唯一在世的女兒沈蓓僑居
美國從事文藝工作，練書法、畫國畫，每到中國傳統
節日，即施展一技之長引領唱歌跳舞；抗戰勝利及反
法西斯勝利70周年之際，她在芝加哥任總導演、總
指揮舉辦大型晚會慶賀；平日她還探訪為中國抗戰作
過貢獻的美國老兵或他們的後裔，頗受僑胞及駐美國
芝加哥總領事的讚許。

今年2月，沈蓓跨洋祭父，緊緊拉着魯忠英的手，
連連稱其為「親妹子！」，讓魯忠英倍感激動和溫
暖。激動的是，終於見到了父親口中沈昌下葬時年僅
5、6歲的沈蓓，了卻了父親一定要找沈昌後人的心
願；而令其感到溫暖的，是沈蓓一家的重情重義。
魯忠英回憶，早在上世紀80年代，沈蓓女兒伍欣就
來尋找過外公的墳墓，之後又專程前來拜謁。而不論
是沈蓓還是伍欣，每次見到自己總要拉着手噓寒問
暖、連聲道謝，並送上禮金。一次，魯忠英與丈夫旅
遊到了上海，得知消息的伍欣讓自己的丈夫專程到酒
店看望，並堅持留下1,000元人民幣現金，讓魯忠英與
丈夫感動之餘卻有些為難，「我們不能收啊！」回到
昆明後，夫妻倆用這筆錢購來水泥、請來工匠，將沈
昌墳墓修整一番，並拍照告訴了伍欣。
拜謁沈昌墓當晚，和中孚也與沈蓓和伍欣通了電話，母
女除了在電話中分別向和中孚致謝外；伍欣還表示，將把
新近收集到的關於外公沈昌的一批史料，轉贈和中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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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是浙江桐鄉人，早年赴美國留
學，入康乃爾大學，獲工程學碩士學
位。在抗戰時期，曾出任川滇鐵路公
司總經理，兼敘昆鐵路工程局長和滇
越鐵路線區司令部籌備組主任，負責
滇越鐵路軍事運輸和鐵路搶修工作。
1942年，沈昌以遠征軍中將司令的身
份，前往緬甸前線，負責軍運，從野
人山走出來沒多久後，突發中風去
世。和中孚告訴記者，沈昌雖38歲即
英年早逝，但其生命歷程中，卻有三
件大事值得記取。
抗戰爆發時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

長的顧毓秀表示，1937年9月，清華
大學籌劃將一批重要圖書和儀器搶
運出北平，轉移到抗戰大後方。在
時任平綏鐵路局長的沈昌和總工金

旬卿的巧妙安排和嚴密組織下，於
夜間秘密裝車，躲過日軍偵察安然
運出。這批重要書籍和儀器最終輾
轉運至昆明，為西南聯大培育英才
發揮了重要作用。

接收事宜不費一兵一卒
抗戰中，中國政府設立具軍事管制

權力的「滇越鐵路滇段線區司令
部」，沈昌臨危受命任線區司令。
1940年9月，沈昌以滇越鐵路線區司
令部司令的名義向國內外發佈通告：
中國政府特命滇越鐵路線區司令部司
令，接收滇越鐵路並指揮鐵路一切事
宜，意味着提前50年收回了法國殖民
者經營了30年的滇越鐵路，並且不費
一兵一卒。「這是雲南、乃至中國鐵
路史上的重要分界點，標誌着中國有
了國有鐵路。」和中孚如是說。
「最為難得的是，沈昌雲集保護了

中國鐵路工程的頂尖人才。」和中孚

說，任川滇鐵路公司總經理時，沈昌領
導下的敘昆鐵路工程局雲集了一大批優
秀的鐵路工程技術精英：如中科院學部
委員、橋樑專家汪菊潛；中科院院士、
機械專家程孝剛；曾任中國力學會理事
長的橋樑專家錢令希；原同濟大學教
授、土木工程專家童大塤；青藏鐵路總
設計師莊心丹等。和中孚說，這批專家
在抗戰時聚集於敘昆鐵路工程局，為中
華民族抗戰大業發揮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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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孚（左）與沈蓓在昆明相聚。
本報雲南傳真

■■滇越鐵路的收回標誌着中國有了國有鐵路滇越鐵路的收回標誌着中國有了國有鐵路。。圖為具圖為具
有法式風格的滇越鐵路碧色寨火車站有法式風格的滇越鐵路碧色寨火車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和中孚複製的歷史資料，當
中可見沈昌任滇越鐵路線區司
令字樣。 記者丁樹勇攝

■■沈蓓沈蓓（（左六左六）、）、和中孚和中孚（（左左
五五）、）、魯忠英魯忠英（（左七左七））等來到沈等來到沈
昌墓前祭拜昌墓前祭拜。。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和中孚複
製的歷史資
料。 記者

丁樹勇攝

■第一次見到沈蓓，魯忠英（左）稱了卻了父親的心
願。她說，父親常提起沈昌的事跡。 本報雲南傳真

■■沈昌提前沈昌提前5050年收年收
回滇越鐵路經營權回滇越鐵路經營權、、
隨中國遠征軍赴緬作隨中國遠征軍赴緬作
戰經歷九死一生戰經歷九死一生。。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去年，沈蓓獲邀參加
「9．3」閱兵觀禮。

本報雲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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