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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生，

有兩段忘不了、

充滿辛酸的回家

之路。第一段，

是為亡故的老兵照亮回家的路；第二段，是為

我的兒孫、子女指出他們回家的路。」在日前

舉行的第九屆海峽論壇上，來自台灣的83歲

老兵高秉涵，用他不變的山東口音深情地講述

了自己的人生故事。高秉涵的名片上印着這樣

一句話：「未曾長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談論人

生」。高秉涵說，「台灣老兵們有句口頭禪，

活着做了遊子，死了不能做遊魂，活着要回

家，死了也要回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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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廿餘載 送戰友魂歸故土
海峽難阻兩岸情 老兵兩段回家路

20172017年年77月月101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高秉涵出生於山東菏澤。1948年，
年僅12歲的高秉涵，由老兵帶至

台灣。兩岸隔絕，很多台灣老兵一輩子
望着大陸，再也沒能回去。「我告訴老
兵老哥哥們，當年你們牽着我的手到台
灣，如果兩岸開放了，我要把你們的骨
灰都抱回家」。1987 年兩岸開放交流
後，高秉涵遵照老兵們的託付，信守承
諾，開始陸續抱着他們的骨灰回到家
鄉。
20多年來，高秉涵將近200壇台灣老
兵的骨灰送回故里。一次次跨越台灣海
峽，回到老兵們魂牽夢縈的故鄉，幫他
們實現了魂歸故里的心願。「我這一
生，自幼遠離父母，也沒有背負父母骨
灰的機會，但卻和這些鄉親老哥們的骨
灰結了緣。」高秉涵說。

為亡故老兵點亮歸家路
「我希望我的兒孫有更多的家國觀

念。」高秉涵說，「我告訴孫女們，因
為爺爺的家國出了問題，所以才有深夜
的痛哭。」

這些年，兩岸交流頻繁，高秉涵去年
夏天也帶上他四個從未到過大陸的孫女
回了山東。
「返鄉掃墓，認祖歸宗，我就是想讓
孫輩們知道，這是他們的生命源頭、他

們的根，知道這個是他們的國。」
高秉涵發現孫輩們把自己稱為「台灣
人」，把爺爺當做「中國人」，此舉令
他無奈又痛心，「這就是台灣『去中國
化』的結果」。

高秉涵說：「我要繼續在有生之年，
為亡故的老兵點亮回家的路，直到我人
生的燈熄滅為止，也希望孫女們的家國
觀念不要有偏差，這也是我對中華民族
盡的一份孝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7年兩
岸學生大熊貓保育實習體驗營活動前日在
「熊貓故鄉」四川開營。來自台灣多所高校
的30名大學生，將與10名四川高校學子一
道實習熊貓保育，體驗巴蜀文化魅力。
圍繞「愛熊貓．秀創意」的主題，30名來

自台灣大學、台灣「中國文化大學」、輔仁
大學等16所台灣高校的台灣學生，以及10
名來自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四川農業
大學等6所高校的四川學生，將前往中國大

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和雅安碧峰峽
基地開展大熊貓保育知識學習、大熊貓愛心
飼養體驗、大熊貓茶文化體驗等系列活動。
活動中，兩岸學生將分組完成「我和滾滾的
一天」拍攝、「看熊貓．看四川」攝影作品
創作、「愛文創又環保的熊貓」文創作品設
計等工作。

學生經網絡新媒體選拔
除此之外，台灣學生還將前往四川大學參

訪交流；前往成都市郫都區「創客天堂」菁
蓉小鎮考察成都青年創業環境；參觀金沙遺
址博物館、武侯祠、錦里等景點，了解悠久
璀璨的巴蜀文化。
記者了解到，參與此次活動的學生全部是

通過網絡新媒體選拔。活動開始前，台灣學
生還前往台北動物園舉行了大熊貓「圓仔」
生日派對。剛滿4歲的「圓仔」為大陸贈台
大熊貓「團團」及「圓圓」所生，是第一隻
在台灣出生的熊貓寶寶。

台川高校生攜手實習熊貓保育

曾幾何時，一灣淺淺的海峽，讓兩岸咫尺天
涯。大陸的親人翹首企盼，台灣的老兵思親情
切。「團圓」和「回家」，成為那個時代最能撥
動人心的詞彙。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1987年10月16日，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台灣同胞來祖國大陸探親旅遊接
待辦法的通知》發佈。當年底，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終
於被打破。飛身跨過淺淺的海峽，兩岸親人抱頭痛哭
的場景，至今讓人難以忘懷。

30年兩岸歷史長河一瞬，30年兩岸交流波瀾壯
闊。為探尋歷史足跡，聆聽同胞心聲，展示兩岸交往
的纍纍碩果，香港文匯報自今日起特開設「兩岸交流
三十年」專欄。冀望撫今追昔，在「兩岸一家親」堅
強信念的引領之下，兩岸同胞親情福祉與日俱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2017
世大運將至，根據台北市研考會民調，
近七成民眾不願買票觀賽。台北市長柯
文哲昨天表示，開閉幕門票收入一定
賠，不過賣多少算多少，但借鏡高雄世
運，通常最後一個月買氣會上升。世界
大學運動會將於下月19日開幕，台北市
政府研究考核委員會公佈的5月份民
調，世大運部分，有68%的民眾不考慮
買票收看相關競賽活動，但有43.9%的
民眾對北市府有信心，相信可以辦好世
大運。

柯文哲昨日出席「熊蓋讚親善團服務
站啟動」會後受訪認為，舉辦世大運前
曾參考過高雄以前主辦的世運會，通常
門票、紀念品的買氣會在最後一個月或
開幕後上升。另外，除非有粉絲出現，
不然民眾已經習慣看不用錢。
柯文哲也強調，開閉幕式已編列逾3

億元（新台幣，下同）預算，門票再怎
麼賣也不會賣這麼多，所以「一定賠
錢」，他當時就說不要一張票僅賣800
元這麼便宜，但主辦單位認為意在參
與，所以「賣多少算多少」。

柯文哲：世大運開閉幕穩賠錢

■高秉涵希望孫女們的家國觀念不要有偏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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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左）多年來遵照老兵們的託付，將他們的骨灰運回故鄉。圖為
今年4月他將老兵骨灰交給其在山東濟南的親屬。 網上圖片

南京高校奇葩考題
用表情包畫出應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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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畫鬥圖。 網上圖片

■徐前凱成功將老婦從路軌救下，自己卻因走避不及
被火車輾過一條腳，最終要截肢保命。 網上圖片

「面對臨放假前的最後一
場考試，你此時此刻

的心情是怎樣的？」「你覺得
老師在出此考題時的心情是怎
樣的？」要想拿到分數，就必
須畫出社交應用類表情來回答
這些問題，可以引用他人設計
的表情，也可自行設計。學生
柳先頔說：「平時上課時老師
有說過表情包在社交軟件中的
作用，但是沒想到真的會以此
為考題。」除了在試卷上畫表
情包外，這門開卷考試還要求
大家使用手機，在班級微信群
裡發一個表情表達存在感，同
時評價其他同學發的特色表
情。

學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這份試卷的出題人是南信大

的盧曉天老師，在學生眼裡，
平日盧曉天就是一個幽默有趣
的人，課堂上他會以一些學生

感興趣的話題或事物作為切入
點，讓學生更加透徹地理解知
識點。所以看到這些題目，學
生吳宗堅表示「意料之外，情
理之中」。
盧曉天表示，自己出卷時剛

好看到學生們正在微信群裡鬥
圖，便靈機一動，想到了這道
題目。盧曉天笑着說：「況且
用戶心理與體驗是最後一門
考試，學生都有些疲憊，試
卷以這種方式開始可以提振
同學們的精神。」盧曉天又
表示，表情包和互聯網產品
設計相關，現代社交 App 都
離不開表情包；且在互聯網
人際溝通中，善用表情包可
以起到調節氛圍、增加娛樂
性等作用；再加上數媒專業
的學生都有繪畫基礎，因此
他認為以表情包作為考點，
可以考察學生對「用戶體驗
與心理」的認知。

在成渝鐵路重慶榮昌段火車站
任職調車長的29歲男子徐前凱，
上周四（6日）正在車站進行調車
作業，他像往常一樣，站在列車
車尾瞭望處的位置，一邊進行障
礙物巡視，一邊準備連掛需要調
度的車廂。突然，鐵道上躥出來
一名六旬婦，就在火車前四五米
的地方。不知是受驚嚇或是其他
原因，老婦愣在了鐵軌中間。徐
前凱猛地按下緊急停車按鈕，趕
忙大喊、吹哨讓老婦避讓，但這
位耳背的老婦卻未有反應。
即使已緊急煞停，火車仍會因

巨大慣性繼續向前滑行。徐前凱

下意識跳下火車，來不及站穩，
一個箭步衝上前，想將老婦拽離
軌道，但沒有成功。隨後，他又
踏進鐵軌，將老婦抱摔出去。徐
前凱從死神手裡搶回一名老婦，
卻以他的一條右腿作代價。

目擊者：事故過程不足10秒
現場目擊者吳開華說：「我隔

着很遠就聽到有人在喊，但是老
婦一直沒有反應，估計是嚇着
了。我立馬就往那邊跑，想把她
拉開。但距離太遠了，我還沒過
去，就看見有個青年從火車上跳
下來跑去拉她，拉了兩次，第一

次沒拉動，第二次青年又進去把
她推出來了，結果自己沒跑脫，
我親眼看到火車就從他身上輾軋
過去。」吳開華表示，事故過程
不足10秒，其實青年第一次沒有
成功就可以選擇躲開的，但他還
是冒着危險再次去救。
兩人在事故後都被送入醫院，

經檢查老婦只有輕微擦傷，徐前
凱卻需要進行截肢手術。手術在
當天下午進行，從右腿膝蓋以上
的位置截除。被徐前凱救下的蔡
姓老婦，也在同一層樓治療，老
婦還到徐前凱的病床前磕頭感謝
救命之恩。 ■《重慶晚報》

自1996年開始，圓明園遺址公園
先後進行過三次考古發掘，現在進行
的發掘自2013年開始至 2020年結
束，為圓明園遺址史上最大規模的發
掘項目。日前，這次考古發掘取得了
階段性的進展。此次發掘分為三期，
計劃通過長期、持續的考古工作，明
確絕大部分景區範圍、佈局和形制，
完善整體保護體系，建立考古成果展
示平台，達到保護圓明園遺址的目
標。
圓明園管理處文物考古科科長陳輝

表示，由於真正代表圓明園的中式園
林建築多以土木結構為主的，經過大
火、戰亂，現在已不復存在了。一般
遊客來也看不太懂，地面遺存非常
少。陳輝又表示，有關工作的目標是
把園內豐富的地下資源通過考古發掘
展示出來，然後讓遊客更多了解，這
裡才是圓明園的一個經典所在。
截至目前，圓明園考古隊已經完成

22處景區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探
明了這些景區的遺址保存狀況和佈
局，發掘總面積7,000平方米，出土
文物達50,000餘件。 ■央視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傳媒與藝術

學院2015級數字媒體專業「用

戶體驗與心理」科目的期末考試

試卷，近日成了網友們關注的焦

點。考卷上，第一大題要求用表

情包或鬥圖畫出考試時的心情、

老師的心情、旁邊同學的心情等

等。頓時各種以「迷之微笑」、

「大聲告訴我服不服」、「我就

知道這不是一場簡單的考試」，

甚至校訓「明德格物、立己達

人」為主題的表情包都成為了考

試答案，使圍觀者不禁驚呼：

「好有靈性的試卷。」這份不同

尋常的期末考試卷瞬間得到大量

轉發。 ■《揚子晚報》

渝青輪下救六旬婦 一腿換回他人一命

浙江省長興縣小浦
鎮中心幼兒園「小京班」京劇社的孩子們昨日帶領「小
候鳥」們一起表演京劇選段。這些來自安徽、江西等地
的「小候鳥」們暑假期間從家鄉來到小浦鎮與父母團
聚，當地政府、教育部門組織了豐富多彩的活動幫助
「小候鳥」們融入當地生活。 ■文/圖：新華社

小 候 鳥 學 京 劇

■圓明園
考古隊已
經完成22
處景區的
考古勘探
工作。
資料圖片

■由於盧曉天的上課方式
幽默有趣，學生都認為考
題在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