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99月月3030日日（（星期五星期五））A13 神 州 有 情■責任編輯：明澤宏 ■版面設計：崔竣明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
家不能沒有先鋒。英烈是民族的脊樑，祭奠英烈是為
了昭示後人。今天是國家設立的烈士紀念日，正值中
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黨和國家領導人將

同首都各界群眾代表一起，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
2014年8月，中國設立烈士紀念日，崇尚英雄、緬懷先烈日益成

為社會風尚。廣西下崗工人蘭鋼，在自己沒有固定生活來源、生活
清貧的狀態下，用騎行的方式，執着地逐個尋訪烈士陵園，拍攝、
整理、發佈烈士資料。十年來，為眾多素不相識的烈屬提供查詢服
務，不求任何回報。

回眸歷史長河，每一位英烈都承載着歷史記憶和思想感情，標註
着民族精神的高地。蘭鋼以一個普通公民的樸素情懷、犧牲個人種
種利益，撫慰為國家奉獻生命的士兵英靈，他的擔當精神足以讓我
們仰視。他其實也是一個英雄。 ■記者 陳旻

蘭鋼沒有當過兵，但他認為：
「作為軍人，國家的利益肯定是第
一位的，讓你去打仗你就得去。這
麼多年我能堅持做這個，是那些烈
屬和參戰的老兵在激勵着我。」
「其實我心裡把他們（烈士）當

成自己的大哥。我在家裡是最小，
沒有大哥。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我
才8歲，如果我早生10年，肯定也
是當兵上戰場，估計我也犧牲了，

跟他們一起躺在這裡。」蘭鋼說。
這10年來，逢年過節，蘭鋼都在

烈士陵園裡陪伴冰冷墓碑下的英
靈。他說：「這些英烈更需要人去
陪。中秋節，我帶月餅給他們。以
前帶香，後來了解到參戰的戰士大
都喜歡抽煙，就乾脆直接帶幾條
煙、買幾瓶酒，點上、倒上。」將
煙一根一根點燃，敬在一塊一塊墓
碑前。
去年，在蘭鋼的幫助下，3名徐

州籍烈士親屬找到了親人墓葬地，
並遠赴廣西、雲南祭掃，蘭鋼義務
一路隨行。其中，在廣西防城城北
烈士陵園，江蘇徐州新沂籍烈士唐
瑞洪的三個弟弟唐瑞江、唐瑞海、
唐瑞河，撲在哥哥墓前失聲痛哭。
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廣西掃墓，這一
天距離唐瑞洪犧牲已經過去了36
年。蘭鋼記錄的資料顯示：唐瑞洪
烈士1974年1月入伍。1979年2月
在攻打諒山的戰役中，唐瑞洪被越
軍暗堡裡射出的子彈擊中，不幸當
場犧牲，終年25歲，追記二等功，
葬在城北烈士陵園2區5排1號。

「這些年為此花了20餘萬元人民幣。有錢的時候我就出去拍攝，沒
錢的時候我就在家整理資料。現在我的電腦裡都是烈士的圖片、資
料。」蘭鋼稱，自己是「無業遊民」，與朋友開了所職業學校，「效
益並不太好」，所得的錢都用於尋訪烈士陵園。蘭剛無房無車，早年
婚變後一直住在父母家裡。
蘭鋼說：「很多人都以為我是民政部門的，以為我有錢、有時間、
有精力做這些事情。我都懶得去解釋了。」10年來，許多烈屬已經將
蘭鋼視作至親，清明時分甚至會託付蘭鋼代為墓前祭掃。
肅穆的墓地裡氤氳着的生死與共的戰友深情。蘭鋼說：「倖存的老
兵每年每個連隊都會派代表來掃墓，一些經濟不寬裕的農村老兵，都
想盡辦法來掃墓。老兵到了烈士陵園，比較平靜。拜祭、敬酒、點
煙，默默作揖。很少像烈屬這樣嚎啕大哭。」蘭鋼說自己是個懶散的
人，「此生唯一沒有後悔的就是這件事。這件事是很值得做的，付出
多少都沒有後悔。」
2008年，蘭鋼工作過的造紙廠重新安排他回去工作。他說：「工友

們都回去了，就我一個沒回去。回去就分一套房子。」但蘭鋼實在不
捨得丟下這些烈士大哥們。他說：「每次我幫烈屬完成心願後，他們
對我的感激就是最大的回報。」

緊握雙手 感激難言
「你哥對不起你，36年沒來看你……」去年，廣西寧明縣烈士陵園

內，王蜀樂烈士的墓前，他的哥哥王溯義嚎啕大哭。徐州籍烈士王蜀
樂的哥嫂、侄子與侄媳婦終於來到烈士安葬地，這一天，他們苦苦期
盼了36年。
據蘭鋼提供的資料：王蜀樂烈士是江蘇省徐州市賈汪區許陽村人，

53354部隊高炮營高機連指導員。1979年2月26日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
犧牲，時年27歲，被追記三等功。葬於廣西寧明縣烈士陵園2區13排20
號。
今年72歲的王溯義用顫抖的手撫摸弟弟的墓碑，老淚縱橫，哭聲悲

切，一遍又一遍責備自己來得太晚，妻子劉桂霞泣不成聲：「別的墓
都有人掃過，就是俺弟弟的墓從來沒有掃過。」
王蜀樂烈士的母親褚慶貴已經92歲，她把小兒子的遺像用一塊新的

布包着，一直小心地珍放在自己床頭的櫃子裡。因年邁的身體無法經
受長途奔波，褚慶貴叮囑王溯義在小兒子墳前「挖點土帶回來」。祭
掃過後，王溯義再次緊緊握住蘭鋼的手，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今年45歲的蘭鋼，性格內向，
不善言辭，經常腳蹬運動鞋，

身穿運動衫，一副隨時出發的模
樣。蘭鋼認為，「一定是上天在冥
冥之中安排我做這個事情」。10年
間，他自費騎單車與電單車，尋遍
海內外500餘座烈士陵園，義務收
集、整理並發佈逾3萬名英烈資
料，專供烈屬和老兵查找。
點開蘭鋼設在新浪的博客——
「luck路客的博客」，首頁的分類
中顯示，全部博文513條，分為：
中英中法中印中蘇中緬、鐵道兵英
烈、對越作戰烈士陵園、抗美援
朝，還有援巴、援尼、援非等，博
客訪問量達27萬 7,690人次。此
外，有網友還在博客中留言向他求
助：「請博主幫我找個烈士，他叫
陳文桓，貴州貴陽人，1978年入
伍……」對於烈屬們的求助，蘭鋼
每一條都認真回覆，有求必應。

偶入陵園 深感震撼
談起為烈屬尋親的初衷，蘭鋼回

憶道，2006年初的一天，自工廠下
崗後無所事事，便騎單車來到廣西
龍州。清晨六點，路過烈士陵園，
大門緊閉。出於好奇，他便爬門入
內。這是蘭鋼第一次看到烈士陵
園，沉重的寂靜令他呼吸困難，以
至於10年後談起那一刻，自己忍不
住感慨那份震撼。
龍州烈士園內安葬 2,018 位烈

士，其中對越自衛反擊戰犧牲的烈
士有1,882名。蘭鋼察看墓碑發現，

這些烈士大都是1979年犧牲的年輕
戰士。回到南寧後，他查閱了相關
的歷史資料，同時意外地發現，有
許多烈屬不知道自己的親人葬在何
處而發出尋親求助。蘭鋼便萌生出
幫助烈屬尋親的強烈意願。
蘭鋼曾去過民政局索要烈士資

料，但民政局要看介紹信。蘭鋼
說：「我一個平頭百姓，到哪裡去
開介紹信啊？」他索性下決心自己
去收集烈士資料。

拍攝墓碑 一拍一天
2007年，蘭鋼帶了一台用乾電池

的索尼數碼相機，首先來到龍州烈士
陵園，逐個拍攝烈士墓碑。他先站着
拍攝，發現角度不行，就蹲下來拍。
他說：「每拍一個，就蹲一次，拍到
最後站都站不起來」。他經常是帶着
麵包去，一拍就是一整天。回到家
裡，蘭鋼再將一張張相整理成文字，
歸類後連圖帶文一併發佈到自己的博
客上，「讓那些烈屬能知道自己的親
人埋在什麼地方」。
蘭鋼回憶道，一次去烈士陵園正

逢「鬼節」，拍完資料走出陵園，
已是晚上8點。夜幕下，蘭鋼伸手
攔的士，但沒有一輛車停下。「都
把我當作鬼了。」蘭鋼自嘲道，自
己不得不步行8公里走回縣城。
去的次數多了，蘭鋼與部分陵園

管理人員成了朋友，經常住在陵園
值班室裡。他說：「房子距離烈士
墓只有5米。第一個晚上睡不着，
後來就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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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南寧市民蘭鋼的微信個性簽名是「在路上決不

退縮」。近一個月來，「尋墓人」蘭鋼每天在電腦前的

時間不斷延長，抓緊整理兩個月前赴滇藏青川46座烈

士陵園所收集的烈士資料，一心想着要趕在9月30日

「烈士紀念日」之前，將資料發佈出去，以便烈屬盡快

找到親人。10年間，蘭鋼憑藉他收集、整理的「英魂

錄」，使得100餘戶烈屬成功找到了親人的墓葬地，找

到烈士親友、戰友線索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廣西報道

被視作至親
清明代祭掃

「他們都是我的大哥」

平民英雄 樸素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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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南馬關烈士陵園，有十幾位廣西籍
烈士，蘭鋼每年都會專門從廣西去給他們
敬煙敬酒。一到墓前，「眼淚莫名其妙地
『砰』就掉下來，老鄉見老鄉嘛，兩眼淚
汪汪。」
蘭鋼最近在為部分英烈重新製作瓷質遺
像。他說，1979年時，拍個照片很難，當
年很多烈士都沒有遺像，有的烈士遺像模
糊不清，是從整個連隊的合影中摳出來
的，身旁還靠着戰友的肩膀。有烈屬或戰
友來上墳，會把照片直接用膠貼上去，他

就翻拍下來，做成瓷像，再貼回墓碑上，
「這樣，就不怕風吹日曬了。」 做一幅瓷
像的成本是70元，「現在又漲了。」
近年，網上祭掃盛行。有人打起蘭鋼的
主意，想利用他拍攝的烈士照片，在網上
設置靈堂盈利，被蘭鋼一口回絕：「想都
不要想」。
蘭鋼還去了位於越南、老撾、巴基斯坦
的50餘座中國士兵烈士陵園，收集了全部
烈士的資料並帶回國，大海撈針般地聯繫
烈士的親屬。

抗風吹日曬 自費製瓷相

■蘭鋼在廣西防城城北烈士陵
園為烈士敬煙。 記者陳旻攝

■蘭鋼與唐瑞洪烈士的親屬合影。
記者陳旻攝

■蘭鋼自費為英烈製作的瓷質照片。
記者陳旻攝

■唐瑞洪烈士
犧 牲 36 年
後，他的3個
弟弟在蘭鋼的
幫助下找到了
他的墓葬地。
本報廣西傳真

■廣西寧明縣烈士陵園內，王蜀
樂烈士的墓前，他的哥嫂在他犧
牲36年後「見」到了他。

記者陳旻攝

■王蜀樂烈士的母親將兒子的照片
一直放在床頭。 記者陳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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