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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多张照片、最美的爱情故事……

照顾22位抗战老兵，她发起建立老兵回家故事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在 9 月 3 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前夕，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进位于长沙
县开元路开源鑫贸大夏 30 楼的老兵回家故事馆，迎面而来是一面墙上呈现着的 3000
多位抗战老兵的照片，气势恢宏。照片里的抗战老兵大都敬着军礼，脸上的皱纹仿佛
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王海燕是老兵回家故事馆的联合发起人之一。2015 年，一次看望抗战老兵的公益
活动，将她的生活与这些老兵连在了一起。七年多来，由她发起和组织的关爱老兵志
愿者团队，为长沙县的 22 名抗战老兵的晚年生活撑起送去温暖。

“这段历史应该被记住，每一个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过贡献的人也应该被铭记。”畅
腾影视董事长、潇湘名联影城总经理王海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们帮助的是
老兵，但温暖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他们当初的保家卫国，没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
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在老兵回家故事馆，几乎每

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跟张淑

英和钟崇鑫一样感人的故事。

王海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有一位名叫韦世祥的士

兵，给家里写了 20 多封信，每

次换防，他都要给母亲报去平

安，嘱咐弟弟在家不要和母亲

高声说话，让转告妻子，他在

外面不会移情别恋，“以报答她

守旧之志”。

但 5 年后，这位士兵再也没

有写回信。他的母亲，也在无望

的期盼中离世。他的孙子将这些

信捐给了老兵之家，希望能帮忙

寻找韦世祥，韦家的祖坟里，一

直留有他的位置。

2017 年，志愿者帮助牺牲

在云南怒江边上的士兵郑发平

找到了女儿，女儿来到爸爸墓

前，哭喊着：“大啊，大啊，你

怎么忍心把你娃丢下不管。”

（“大”是陕西话“爸爸”的意思）。

在老兵回家故事里，这样的感

人故事有很多。

老兵回家故事馆是王海燕和

志愿者们一起努力建起的一个民

间纪念馆，目前也只是试运营。

“我们正在努力和政府相关部门

对接，希望能在政府的支持下，

争取用更大的场地办好这个故事

馆，讲好抗战故事，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王海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抗战老兵们已经慢

慢老去，但是他们保家卫国的故

事和历史应该被我们后人永远铭

记，“我们想和时间赛跑，为抗

战英雄们留下永恒的纪念”。

她成立爱兵班，照顾 22位抗战老兵

“接触抗战老兵，其实纯属

偶然。”2015 年，王海燕和一

个朋友去看望抗战老兵，她才

发现，这个社会有一群这样可

敬的人。

当时，王海燕看望的是一

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看到老

人在养老院的生活条件很差，

王海燕于心不忍，“我也跟大多

数人一样，认为当年保家卫国

的老兵现在应该是安享晚年。

但没有想到，部分老兵会是这

样的生活现状”。

这一次偶然的看望让王海

燕有了做关爱老兵公益的想法。

于是，王海燕加入了公益组织“老

兵之家”，成为了一名关爱抗战

老兵的志愿者，她还牵头成立了

“长沙爱兵班”，照顾长沙县的

22 名抗战老兵。“这些老兵大都

年岁已高，对他们的救助已经

是迫在眉睫，行动晚了，就可能

有老兵带着遗憾离开我们。”

“这些老人虽是一群饱经磨

难的英雄，但心底里同时也像

一些纯真的‘孩子’。”与这些抗

战老兵的相处，王海燕感觉生

命仿佛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当

你非常真诚地去关爱他们，他

们也同样会回报你真诚。”

陪伴照顾抗战老兵，是王

海燕和她的志愿团队的工作日

常。有的老兵孤身一人，生活不

能自理，王海燕和志愿者们就

把他们送到养老院；有的勉强

生活，但是条件困难，他们便

每周去照顾一次。“这几年元旦、

端午、中秋、除夕，我都陪伴

在他们身边。”

在和这些抗战老兵相处的过

程中，王海燕亲切地称呼他们“爷

爷”，他们也将她当成亲孙女。

为老兵圆梦，和他们成为家人
叶柄贵是王海燕经常去看望

的一位抗战老兵，在他家门口的

菜地里，种满了白薯、蚕豆、丝

瓜等各种不同的菜。每过一段时

间，他就会给王海燕打电话，让

她来拿菜回去吃。“他觉得我喜

欢吃蚕豆，所以家里种的蚕豆最

多。每次爷爷看到我来，比看到

自己的孩子回家还开心。”

三年前，叶柄贵的家人打电

话把他病危的消息告诉了王海

燕。当她赶到叶柄贵的家门口

时，老人已经去世，院子里开

满了蚕豆花。看到这一幕的王

海燕，顿时泪流满面。

有一位 90 多岁的抗战老兵

刘化夷，身体很硬朗，他经常

坐公交车去王海燕的办公室，

一来就从早上待到晚上下班才

离开。“我吃午饭，老人和我一

起吃 ; 我办公，他就坐在旁边

安静地看看书。”谈到这个老人，

王海燕觉得又感动又温馨，“每

次来，他都要给我带点东西，他

自家的冬瓜、南瓜和鸡蛋等。”

王海燕还帮刘化夷完成了不

少愿望：带他去腾冲看战友，去

张家界找他当年的团长，还帮他

出书，并给他过了一个难忘的 90

岁生日。“时间长了，我和老兵成

为了互相依赖的祖孙俩”。

王海燕说，她和抗战老兵

们的相处，其实更像家人般相

互照料，相互关爱。如今，王

海燕对每位抗战老兵的具体情

况都如数家珍，“长沙县的抗战

老兵目前仅剩 4 位，在这群抗

战老兵的心里，他们最害怕的

是被遗忘。他们的眼神特别干

净纯粹，和他们待在一起会很

开心，仿佛洗尽人生铅华，真

诚又踏实。”

在做老兵公益的同时，王海

燕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坎坷。

2018 年，王海燕的丈夫罹患

尿毒症。开始是透析，到后来必

须换肾。很多医生劝她放弃，但

王海燕选择了坚持，一直用注射

干细胞的方式来延续丈夫的生

命。“丈夫的病花掉了四五百万，

换肾又失败，那时候几乎每个月

我都会收到病危通知书。同时，

因为疫情，电影院也隔三差五关

门，一直在亏损。”最后，丈夫

还是离她而去。

像这样的人生坎坷，王海燕

还经历了很多。每当感到绝望时，

她都会从抗战老兵的经历中汲

取前行的动力。“相比他们，我

的困难不算什么，觉得能活着就

挺好。”王海燕笑着说，“是抗战

帮助老兵更是帮助自己

老兵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有

时候我会想，我再难，难道还

会比他们当年更难吗？”

“做关爱老兵公益，我没

有觉得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如

果有人曾为你抛头颅、洒热血，

你难道不应该照顾好他们吗？”

王海燕说，“我从来不觉得我

是在帮助抗战老兵，而是觉得

自己一直被抗战老兵帮助。是

他们让我在浮躁的世界里，内

心有了更多宁静与柔软。”

故事馆里有最美的爱情故事
今年 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来临前夕，老兵回家

故事馆开馆了，王海燕是联合发

起人之一。这是一个讲述小人物

故事的抗战纪念馆，所有的文物、

照片，都讲述着关于老兵们的爱

情、亲情和友情故事。

目前，国内幸存的抗战老兵

仅剩下3000 多位。97岁，是这

批幸存者的平均年龄。“关爱老

兵公益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我们

想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来，留给后

人更多的历史资料。”

在整理抗战阵亡将士遗物

时，最触动王海燕的，是钢笔、

口红、照片框，以及写着名字的

胸标等这些与个人关联极其密切

的遗物。慢慢地，王海燕和其它

公益伙伴有了发起成立老兵回家

故事馆的想法。“我希望用这种

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方式，尊重

我们这个民族曾有过的抗争。同

时，留存每一位老兵的记忆，收

集失踪者的名字，并留下捐赠者

和志愿者的故事，也能体现这个

时代之于历史的责任。”

王海燕告诉记者，收集这些

故事时，她经常读着读着就情不

自禁地落泪。其中，有她听过最

美的爱情故事——一位 93 岁的

妻子寻找丈夫 77 年。

1935 年，年仅 14 岁的张淑

英嫁给了时任71军 87 师少校参

谋的钟崇鑫。两年后，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钟崇鑫奔赴上海战场

参加淞沪会战。每隔半个月，张

淑英就会收到钟崇鑫从战场写

回的家书。但在那个冬天，她却

再也没有收到家书。

直到七年后，张淑英才得知

她的丈夫牺牲了。

2014 年，在台北的忠烈祠里，

志愿者帮张淑英找到了钟崇鑫的

牌位。

“我想去台湾看看他。”得知

这个消息后，张淑英激动地说：“如

果我在去台湾的路上走了，带着我

的骨灰去见他也行；就算是回来

的路上走了，这辈子我也满足了。”

2014 年 11月22日，93 岁高

龄的张淑英飞赴台湾，直奔忠烈

祠。抚摸着丈夫的牌位，她痛声

大哭：“崇鑫啊，你说你一定会

回来的，怎么就没回来呢？”

想和时间赛跑，留下老兵的故事

王海燕为前来故事馆参观的孩子们讲解。

王海燕为老兵过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