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胞感懷抗戰精神 返渝體味父輩自豪

海峽相隔情難斷
一碗小麵解鄉愁

在台灣詩人余光中的筆下，

鄉愁是小小的郵票、船票以及

淺淺的海峽。而在年逾六旬的

杜正雄的心裡，鄉愁是一封封

來往於渝台兩地的信，是深夜

翻看的父親的舊照片，是家鄉

重慶的一碗麻辣小麵。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愛 中 國 的 100 個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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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正值台灣開放島內民眾赴大陸
探親不久，當時在台北電台工作的杜正雄
策劃了一個專題報道，採訪了5位即將赴
大陸探親的老人。這5位即將踏上行程的
老人，念及要與闊別幾十年的大陸親人見
面，無不感慨萬千、老淚縱橫。對於這一
場景，杜正雄記憶深刻。
如今，杜正雄是來往於重慶與台灣之間
的萬千學者之一，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
運動、休閒與健康領域的研究，曾先後來

渝開大學講座、進行體育論壇交流等。目
前，杜正雄研究的課題是運動電腦模擬分
析，就是在運動過程中引入數字圖形圖像
技術進行分析，以此幫助運動員快速掌握
科學要領，保證每個動作精準到角度。
他希望能發揮所長，多與家鄉高校加強

交流，推動兩岸健康事業發展。杜正雄
說，活到老學到老，才能不斷提升專業技
能、隨時儲存「能量」，才能尋求自我實
現的最高境界。

赫哲族是中國東北地區歷史悠久的少數民
族，族人世居三江沿岸，與水相伴的他們曾以
捕魚狩獵為主要經濟來源。作為僅有的三個赫
哲族鄉之一，黑龍江烏蘇里江西畔的四排赫哲
族鄉以傳統民族風俗為基礎，發展出獨具特色
的旅遊產業，走上了旅遊興鄉的道路。
四排赫哲族鄉與俄羅斯隔江相望，這裡依

山傍水，風景秀麗。鄉長于浩，是一位剛上任
不久的「80後」青年，地道的赫哲族人。據

他介紹，目前全鄉699戶，共1,786人。其
中，赫哲族人89戶，212人。「每年4月到
10月是旅遊旺季，從附近市縣到全國都有遊
客過來旅遊，去年還迎來了俄羅斯的客人。」
據于浩介紹，每年的「三月三」、「九月

九」和「河燈節」是赫哲族的重大節日，也
會吸引很多外地遊客。特別是四年一次的
「烏日貢大會」，今年將在四排鄉舉行，屆
時全國的赫哲族將在這裡進行與族人漁獵生

活有關的游泳、划船、拔河、叉草球、射箭
等比賽，選出他們心中的「莫日根」（赫哲
語，「英雄」的意思）。

篝火夜祈福 齊跳薩滿舞
去年，享有「華夏祈福第一鄉」美名的四

排鄉重磅推出「夜四排」赫哲民俗歌舞演藝
篝火晚會。每周六、日各有一場演出，吸引
着越來越多的遊客前往觀光旅遊。「浩浩蕩
蕩的車隊駛進了美麗的四排赫哲族鄉自駕遊
廣場，身着盛裝的薩滿跳起歡快的薩滿舞
『溫吉尼』迎接遊客。」于浩介紹着去年全
國各地的遊客前來旅遊的情景。赫哲族薩滿
在祭祀台上面朝烏蘇里江，手捧三炷香，祭
拜河神，祈求河神保佑赫哲民眾，同時也為
八方賓朋祈福。廣場上江水燉魚開鍋了，遊
客紛紛圍攏在大鍋和族人自製的吊耳鍋旁，
品嚐鮮美的魚湯。夜幕降臨時，好客的族人
和遊客圍在篝火旁，又跳起了歡快的「溫吉
尼」。「夜四排」規模由小到大，打響了名
聲，帶熱了自駕遊，成為了饒河縣特色旅遊

的一張靚麗名片。

漁業新市場 研創特色品
傳統漁業也在旅遊業帶動下，找到新市

場。四排鄉赫香食品有限公司由四排鄉致富
帶頭人黃維玲帶領本鄉10名婦女，自籌資
金創立工廠，與赫哲族老人一道傳承開發了
具有赫哲獨特風味的魚產品三大類，共22
個產品。于浩說，旅遊業的發展帶旺了家門
口的消費市場，鄉民們通過賣烤魚、魚毛、
蜂蜜、魚皮工藝品等，實現了致富增收。

2007年，四排鄉人告別了土草房搬進了

赫哲族新區；2012年按着非常低的收費標
準搬進了現代化樓房。烏日貢廣場、自駕遊
廣場、赫哲族風情園……一個個旅遊基礎設
施建設，為四排鄉的旅遊產業發展奠定了堅
實基礎。從原始的捕魚生活，到耕地種植，
現在又發展特色旅遊，赫哲人逐漸融入到現
代社會。如今的幸福生活感染着每一位赫哲
族人。當地人尤桂琴說，「過去生活困難，
過年連頓餃子都吃不上，住小草房、地窖
子。現在都住樓了！我今年都快80了，現
在這生活多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黑龍江報道

杜正雄告訴記者，每次回到重慶，他都
會先後拜訪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空軍抗
戰紀念園等地，拜謁重慶較場口日本大轟
炸遺址、張自忠將軍陵園等抗戰遺址，實
地重溫那段不可遺忘的歲月。
杜正雄少年時總聽父親念叨「大轟炸」

的慘烈，父親說：「躲警報的那段日子很
灰暗，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緊
急警報，『噹噹噹』連續十多下，令人窒
息的鐘聲讓人神經緊繃，它代表了恐怖驚
慌、生死離別。」後來杜正雄翻閱了一些
史料，戰爭造成的死難人數觸目驚心。他
說，令他最難過的是一張防空洞外拍攝的
照片，照片中人群擁擠着走向防空洞，顯
然防空洞內已經安置不下這麼多人了，那

麼進不去的人怎麼辦？這張照片的拍攝者
又怎麼辦？戰爭歲月帶給中國人的傷害是
抹不平、忘不掉的。「我的重慶家人告訴
我，當年躲避轟炸使用的防空洞現在都用
來給百姓納涼了。」杜正雄感歎和平的難
能可貴。
杜正雄告訴記者，在台灣，「重慶」二

字是很叫得響的。台北有條重慶路，分兩
段，重慶南路多行政機構，還有密集的書
店，所以又稱重慶南路書市。重慶北路又
叫第四大街，很有現代氣息。重慶路是台
北主街之一，路邊的重慶公園和重慶「國
中」，都頗有名氣。這蓋因蔣介石對重慶
有特別情結，要在台灣弘揚八年抗戰的
「重慶精神」，彰顯和平年代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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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赫鄉引八方客
民俗旅業闢致富路

盼加強兩岸體育文化交流

憶烽火歲月 歎和平可貴

■1993年，杜正雄陪同父親返鄉。

■杜正雄曾
經採訪過返
大陸探親的
老人，血脈
相連的情感
令他至今難
忘。

■杜正雄第
一次回到重
慶時，與家
人在解放碑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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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族人在烏赫哲族人在烏
蘇里江開江時身蘇里江開江時身
着民族服飾進行着民族服飾進行
表演表演。。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記者于海江 攝攝

■■世居三江沿岸的赫哲世居三江沿岸的赫哲
人人，，一年四季與水相伴一年四季與水相伴，，
以漁為生以漁為生。。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杜正雄辦公室牆
上掛着「巴蜀繫鄉
情」字畫，以表思
鄉之情。

■■重慶經歷了長達五年的日本
重慶經歷了長達五年的日本「「大轟炸大轟炸」」卻卻未垮未垮，，杜正雄稱重慶精神鞭策自己前行

杜正雄稱重慶精神鞭策自己前行。。

杜正雄，出生於1956年，籍貫重
慶，現於台北市政府體育局工

作，是今年台北世界大學生夏季運
動會擊劍等場地器材組及聯繫場地
組負責人，也是台北市立大學競技
運動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他在休
閒運動、養生運動以及運動場館經
營管理等研究領域均有較深造詣。
2014年，杜正雄因學術交流需要去

大陸出差。臨走時，身患癌症臥病在
床的父親，掙扎着坐起來對他說，自
己可能再也回不去故鄉了。杜正雄問
父親有什麼心願未了，父親說，「我
沒什麼別的要求，就是再也沒有機會
品嚐家鄉的飯菜了，你回重慶就幫我
吃碗家鄉的小麵吧」。

廿載恍若隔世
杜正雄回到了家鄉重慶，走訪了父

親的出生地臨江門，還去父親少年時
代生活過的虎溪等地探尋了一番。
「我的祖父輩是在重慶市大梁子半邊
街做銅器生意的，後來又在重慶市的
較場口演武廳開過茶館和旅館。父親
在經歷了『大轟炸』後參軍抗日，我
這次回去，把那些與父親有着千絲萬
縷聯繫的地方，都走了一遍。父親生
病期間就念叨要吃重慶小麵，我當然
要替他嚐嚐。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
今時方知慎終思遠，飲水思源。父親
的鄉愁就如同小麵那麻辣濃烈的滋
味，縈繞在心。」
這是杜正雄第二次來到重慶，這距

離上次一晃21年，重慶的變化，讓杜
正雄恍若隔世。望着眼前寬闊的馬
路，高樓林立的街景，便捷的軌道交
通，「如今整個重慶都變了，和我記
憶中的重慶完全是兩回事。」
杜正雄從小就聽父親杜桂林說了

許許多多，其中令杜正雄印象最深
的當屬重慶人的抗戰精神。

軍民英勇頑強
父親杜桂林1924年出生於重慶，

1938年開始，日本侵略者對重慶進
行了長達5年多的無差別大轟炸，這
期間，年僅14歲的杜桂林與母親寄
居在巴縣的姐夫家。杜桂林親身經
歷了當年侵華日軍對重慶進行大轟
炸的暴行，也目睹了抗戰中重慶軍
民的英勇頑強。
杜正雄回憶，父親告訴自己，日軍

對重慶進行的是密集轟炸、地毯轟

炸、無差別轟炸，但在那段艱難歲月
裡，重慶軍民並不像大家想像中那樣
恐慌，依然樂觀地生活，只有「躲
避」沒有「逃難」。在那個年代裡，
意外隨時可能發生。那時候，很多大
人都會往小孩的衣服裡縫一些錢，大
人一旦被炸死，這些錢可以給孩子救
急。雖然日本用炸彈和燃燒彈輪番轟
炸，卻絲毫沒有毀滅重慶精神。「父
親提起家鄉，常常一臉自豪，稱重慶
是一座炸不垮的城市。」
1948年，杜桂林隨着國民黨部隊

轉移來到台灣。在一次聚會中突然
聽見一個女孩子在哼唱家鄉老歌
《活躍的舊市壩》，心中頓時有了
一種說不出的激動，當即主動向朋
友了解這位女孩的情況。一曲難
忘，兩人結緣。杜桂林和這名女孩
於1954年結婚，這位女孩就是杜正
雄的母親，夫婦倆養育了包括杜正
雄在內的四個兒子。

鄉情血濃於水
1993年，在父親的強烈要求下，杜

正雄陪父親回重慶探親。「你可以想
像一下，幾個老人在一起兩眼淚汪
汪」，杜正雄告訴記者，那次返鄉讓
他深刻感受到了鄉情的濃烈，真正體
會到了「血濃於水」的含義。
那一年，是父親闊別家鄉45年後

首次重回故鄉，也是杜正雄第一次
去往祖籍重慶。在出發前，父親交
代給他兩項「任務」，其一是協調
處理好給家鄉親人的見面禮，就是
當時俗稱的「三大件、五小件」：
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以及電
飯鍋、電熨斗等。另一項「任
務」，就是做好拍照和攝像工作，
用杜正雄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記錄
下那一個個「歷史性的瞬間」，以
便日後留作紀念。
當時叔叔、嬸嬸、姑姑都還在重

慶，杜正雄清晰地記得，父親和他
們見面後淚如雨下，一家人徹夜長
談，有着說不完的話。
這期間有一個小花絮，杜正雄如

今回想起來，仍是忍俊不禁。當時
父親和親人抱頭痛哭，他立即舉起
相機，沒想到，膠卷用完了。他趕
緊換好膠卷，說道：「剛才那個場
景沒拍到，麻煩你們再哭一次。」
這一句話讓親人們破涕為笑，氛圍
一下子變得輕鬆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