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新聞台
海

■責任編輯：裴軍運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202020年年99月月8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完成老兵魂歸故里的事傳開後，越來越多的老兵
找到劉德文，將生命最後的歸宿託付給他。劉德文
無法拒絕，就將老兵們的骨灰罈一次次背在胸前，
把這些漂泊異鄉的遊魂送回生命的原點。送老人回
家前，劉德文會先將骨灰罈在自家供奉幾天，最早
時兒子才4歲，滿眼好奇望着骨灰罈，劉德文就帶
着他一起鞠躬。後來，兒子看到家裏有骨灰罈，就
知道爸爸又要去大陸了。
劉德文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有一個紅色背

包，每次起程，都把「長者」背在胸前，寓意「長
者先行」。因為沒錢，在送老兵「回家」途中，劉
德文常常要坐綠皮火車或長途汽車，途中住宿也只
選擇最便宜的旅店，但是他會訂兩張機票，兩張床

的標間，一張給自己，一張給老人。「因為我背的
是一個人，而不是一件物品。」
一路上，擔心老兵們「走」過大江大海，長途跋

涉「跟丟了」，劉德文口中都要不停唸着「要跟上
哦！」當他千里迢迢背着骨灰罈到大陸，有些親屬
會在機場迎接骨灰罈，顧不得在機場大廳就下跪迎
靈，有些則由他一路陪同到新安息處，親眼看着老
兵骨灰「住進新家」。
劉德文說，很多人可能無法體會，但他每送一位

長者回鄉落葉歸根安葬，他內心都非常喜悅。曾有
人質疑說，「是不是這些老兵留有很多遺產？」剛
開始他確實很在意這些言語，但後來他不在意了，
原因就在於「日久見人心」。

入選「2020中華慈孝人物」
日前，在第六屆中華慈孝文化節上，一位被人們稱為「靈魂擺渡
人」的台灣里長入選「2020中華慈孝人物」，雖然因為疫情不能來杭
州領獎，但他卻在電話中真誠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兩岸同胞都是
華夏子孫，祖先教育我們百善孝為先，我們就要將這樣的孝道傳承下
去。「只要我還做得動，我就要繼續做下去。」

尋找屍骨如大海撈針
「尋找老兵的骨灰猶如大海撈針。」劉德文說，「在台灣，獨居的
老兵逝世後，一般葬在三個地方：寺廟、靈骨樓和土葬。寺廟和靈骨
樓會好找點，最難的就是土葬。因為老人去世後，被身邊人埋葬在同
一個地方，他們沒有後人掃墓，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亂葬崗，尋人得碰
運氣。」
墳塋間荒草叢生，有的墓碑被樹緊緊包裹纏繞。幾千名老兵一同埋
葬在這裏，劉德文要隨身攜帶手套，一一清理墳塋的荒草和灰塵，才
能分辨清楚哪個墓埋葬着他正在尋找的老兵。在尋找老兵墓地的過程
中，他曾從山上摔下，摔斷了兩根肋骨，也曾在大夏天中暑過六次，
但每次經過短暫的休息後，劉德文就會繼續探尋。
2018年，劉德文接到一個來自山東的電話，電話那頭是一位台灣老

兵的孫子，他請求劉德文幫忙尋找自己的爺爺。劉德文在埋葬了
2,000多個老兵的亂葬崗找了一年，還沒找到。後來，老兵的孫子飛
來台灣陪着一起找，當他看到山路崎嶇，荒涼蕭瑟的亂葬崗後，就鄭
重地謝過劉德文，並且說：「里長，不用找了，我放棄了。」
「不用找了」這句話，劉德文經常聽到，但是他太明白老兵想要回
家的心願，他會告訴尋親者：「我都沒放棄，你為什麼要放棄，肯定
能找到！」2019年3月26日，他耗時一年終於找到了老兵的墓地。老
兵的孫子接到電話後，激動地嚎啕大哭。
在尋找老兵的過程中，劉德文和來尋求幫忙的大陸人彷彿成為了親
人。三年前台灣高雄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從早上四點開始，劉德文的
電話就沒斷過，不到兩個小時裏，他收到了46條信息詢問平安。
「我與老兵的家屬們素昧平生，但兩岸親情同根同源，我們的心是一
樣的。」

「回家」是魂牽夢縈的願望
1967年出生的劉德文是台灣屏東縣高樹鄉人，祖輩、父母都是普通農
民，在他做里長前幾乎沒怎麼接觸過「老兵」。1997年，還在銀行工作
的劉德文搬家到祥和里。「我們搬來後，跟這裏的長輩常有互動。他們對
我們很好，我大女兒出生時還幫忙照顧。」他說：「人家對我們好，我們
也要付出，當他們遇到困難時，也要去幫忙解決。」
當時，劉德文活躍在一個義工組織內，為從大陸來台灣的獨居老兵
提供幫助。2001年，劉德文被推舉為里長。「祥和里最多的時候容納
了3,800多人，其中2,000多人沒有娶妻生子，一輩子孤零零地生
活。」劉德文感慨道，如今這些老兵大都進入耄耋之年，他們住在不
到14平米的宿舍樓裏，年邁力衰，疾病纏身，無人陪伴，有的老人
去世後好幾天才會被發現。
2003年春天，一位老兵提着兩瓶高粱酒走進劉德文辦公室，請劉德

文去他房間坐坐。「他十幾歲就離開了家鄉，再也沒有回去過。老人家
喝了一杯酒就對我說，里長，如果我死了，你可不可以把我帶回家，葬
在父母的墳前？生前不能給父母親盡孝，我希望我死了，可以和他們住
在一起。」面對老人的懇求，劉德文答應了下來。
其實，自從來到台灣後，居住在祥和里的絕大多數老兵孤苦無依，
與父母再也沒有見過面。每當過清明節的時候，老兵們會朝着家鄉的
方向磕頭，以寄託哀思。不久後，那位懇求劉德文將骨灰帶回故鄉的
老人去世了。劉德文為了完成老人遺願，前往大陸輾轉聯繫到了老人
的妹妹，將他的骨灰罈葬在了他父母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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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跟好，咱們到家了。」十六年來，台灣高雄祥和

里社區里長劉德文每年抱着逝去老兵的骨灰跨越海峽十幾

次，足跡踏遍大陸23個省份，幫助兩百多位台灣老兵完

成魂歸故里、落葉歸根的遺願。如今，越來越多的大陸民

眾也開始聯繫劉德文，希望他能幫忙尋找長輩的骨灰，並

帶回故鄉。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背着」老兵回家 里長內心喜悅

■劉德文一路陪同老兵骨灰到新安息處，親眼看着老兵骨灰「住進新家」。 受訪者供圖

▲ 劉德文將老兵骨灰罈
交給其親人。受訪者供圖

◀ 因為沒錢，劉德文住宿只選擇最便宜的旅店，
但他一定買標間，「讓老兵睡得安穩」。受訪者供圖

■■劉德文將老劉德文將老
兵的骨灰罈送兵的骨灰罈送
到其至親的人到其至親的人
手上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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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年十六年
來來，，台灣里台灣里
長劉德文每長劉德文每
年抱着逝去年抱着逝去
老兵的骨灰老兵的骨灰
跨越海峽十跨越海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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