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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武昌

豆豉飄香
●良 心

松山戰後的故事

每天閱讀一點點

詞度墨香施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天淨沙
施學概（伯天）鞠躬

真金俯仰真心，
留心勝過留金，
天宇清音繡錦。
澄懷常寄，

箴言長指南針。

甲辰年十月廿六
2024年11月26日

如今是知識風暴的時代，我們每天幾
乎都被各種各樣的信息所包圍。手機、
電腦、電視等電子產品充斥着我們的生
活，我們也很難靜下來用心讀書。然
而，物質生活越是豐富的時候，我們也
就越需要潛心讀書。
每天閱讀一點點，就像在知識的海洋
中採集珍珠。哪怕只是利用碎片化的時
間讀上幾頁，日積月累，也能積少成
多，有所收穫。「不積跬步，無以至千
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每天堅
持閱讀，不僅可以豐富我們的知識儲
備，還能提升我們的思維能力、寫作技
巧和智力水平。
閱讀可以減壓。在高強度的工作和生

活壓力下，很多人選擇玩遊戲或刷短視
頻來放鬆自己。然而，這些娛樂消遣的
方式往往只能帶來短暫的快樂，卻無法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相反，閱讀可以讓

我們沉浸下來，專注眼下之事，忘卻煩
惱，達到減壓的效果。
閱讀可以提升我們的寫作技巧。通過
閱讀，我們不僅可以增加詞彙量，還能
學習到優秀的表達方式和寫作手法。這
對於我們寫報告、做計劃，甚至是日常
溝通等都有很大的幫助的。
閱讀也可以提升我們的分析思維能
力。例如，閱讀懸疑小說可以幫助我們
培養解決突發問題的能力。而在閱讀過
程中，我們會不斷進行分析預測或猜
測，這有助於鍛煉我們的邏輯思維能
力。
快節奏的生活，我們仍需要閱讀，閱
讀就像一場心靈的旅行，讓我們足不出
戶就能領略到不同的風土人情與人生。
其實，一個很小的習慣就可能會改變我
們的未來，正如我們每天抽出一點時間
來閱讀一樣。

松山戰役結束後，當地人都傳說，每當黃
昏或者陰雨天，仍然能聽見山谷裏傳來廝殺
聲和槍炮聲。開車走滇緬公路的司機，在經
過松山時都會屏息靜氣，肅然起敬。這表
明，中國遠征軍松山抗戰可歌可泣的悲壯往
事已被後來人在心裏「神化」，從中也可感
到松山在人們心中已成為一座神山。多年
來，這座神山上也產生了許多傳奇的故事。
有一個故事傳說，松山戰役開始後不久，
中國遠征軍一名士兵奉連長命令將三位犧牲
戰友運送後方掩埋。這名士兵將戰友遺體拉
到後方臨時掩埋地掩埋後，繪製了掩埋位置
草圖交給當地留守軍官，然後又返回前線參
戰。松山戰役結束後，那士兵隨部隊回到了
內地，想不到後來去了台灣。40年後的上
世紀八十年代，那位遠征軍士兵已經白髮蒼
蒼，但是他一直沒有忘記他在松山掩埋的三
位戰友。他第一次從台灣回到大陸探親，便
擠出時間千里迢迢趕到松山拜祭戰友。但他
在松山遠征軍英烈墓園卻找不到三位陣亡兄
弟的墓碑。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那三位戰
友遺骸並沒有遷葬烈士墓園，當時在掩埋地
留守的那位軍官也把掩埋位置的草圖遺失
了。
遠征軍老兵深感對不起死難弟兄，也沒完
成長官交給的任務，他決心憑記憶尋找到臨
時埋葬戰友的地方，一定要讓三位弟兄返回
建制。他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地打探尋找，
當年沒找到。第二年他繼續找，終於在當地
村民協助下找到了埋葬位置。他開始在埋葬
地挖掘戰友遺骸，那時天空陰沉，細雨濛
濛。一對當地的中年夫婦路過，了解原委
後，幫助他一塊挖掘。但挖到很深都沒有發
現遺骨，只是看到有呈褐色的土壤。中年夫
婦的先生解釋：雲南是紅土地，酸性很大，
赤身掩埋20年以上屍骨已經化了。老兵在
中年夫婦協助下將浸透了三位弟兄血肉的一
包紅土捧送到墓園，歸葬了卻心願。第三
年，老兵又返回松山墓園給三位弟兄立墓
碑，順便拜訪感謝幫助過他的那對中年夫
婦。令他十分驚喜的是，在這一年裏，多年

不育的那對夫婦竟一胎三胞，生了三個兒
子。老兵見到那對夫婦的三個兒子，喜極而
泣，老淚縱橫，不斷自言自語：「對不起弟
兄們吶，讓你們委屈了，40年之後才找你
們來……」
保山市「金水閣」酒店老闆楊建明，因小
時候常聽老人和老司機們講述松山的故事，
所以他每次路過松山，都會停下車在路邊靜
坐，為陣亡將士點一支煙。十餘年後，楊建
明生意越做越成功。他為感恩尋找到100名
還在世的滇西抗戰老兵，資助他們每人每月
100元生活費。後來北京的一些青年通過他
知道了滇西遠征軍老兵的情況，在網上建立
了一個「互助抗日老兵論壇」，網友們認養
了百餘名仍生活在龍陵、騰沖的遠征軍老
兵，給他們每人每月捐助50元。
2005年7月，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60周

年之際，原中國遠征軍第11集團軍參謀長
成剛將軍的兒子、旅居美國的成彥邦先生一
行回國來到松山。他們在松山一路撿拾地上
的小石塊，在石塊上標出臘勐、大埡口、子
高地、滾龍坡等地名。據後來了解，成彥邦
先生將這些在炮火多次翻犁下頑強生存下來
的小石塊帶回美國，作為實證宣傳松山戰役
的慘烈悲壯，讓華界同胞不忘國恥，為中華
振興貢獻力量……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原日軍「緬甸
戰友會」先後多次派人到雲南訪問，表示促
進中日友好。他們還組織一批日軍老兵，到
松山等滇西戰場遺址進行謝罪懺悔。他們的
真正目的是希望從滇西民間收集當年戰死日
軍的遺骨。當年從松山奉命逃出的日軍炮兵
中尉木下昌巳，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至少
到滇西達16次之多。他宣稱後半生全部的
心願就是為死在松山的日軍在當地建一座
「慰靈碑」。為了爭取當地民眾的同情，他
還捐資在龍陵原日軍第56師團前進指揮部
所在地建了一所「贖罪」學校。據傳說，有
的日本人為了尋得戰死親屬的遺骨，曾私下
向當地有關部門和村民提出交換：一具遺骸
換一輛轎車，一根遺骨換一台彩電。但當地

人都一笑置之。
到松山來祭拜英烈的人，自然都非常想了

解當年在松山參戰部隊和將領的去向。世事
無常，參加松山大戰的遠征軍及其將領們後
來各有造化。中國遠征軍第71軍軍長鍾彬
從松山撤下後率軍攻克龍陵，因戰功先後獲
頒青天白日勳章、抗戰勝利勳章。抗戰勝利
後，鍾彬曾任國民黨第十四兵團司令官，於
1949年11月在四川涪陵被解放軍俘虜，關
押在重慶看守所。後來轉押他處，下落成
謎，只說他「在勞改營中逝世」。至於第
71軍，1948年9月在遼瀋戰役中被解放軍全
殲。同年12月在湖北重建後在湖南參加了
湖南主席程潛領導的長沙起義。起義後不久
又逃往廣西投靠白崇禧。在廣西戰役中又被
解放軍全部殲滅。
第8軍軍長何紹周，抗戰勝利後出任雲南

警備總司令，1949 年底離開大陸避居香
港，後來帶着妻兒搬到美國加入了美國籍。
1980年在紐約去世。第8軍於1949年1月在
河南永城被解放軍殲滅，重建後又在雲南元
江被解放軍再次殲滅，殘部逃進緬甸，被他
們原來的副軍長李彌前往收編。李彌因攻克
松山有功晉陞第8軍軍長，後來升任第13兵
團司令。淮海戰役中第13兵團被解放軍全
殲，李彌隻身化裝潛逃到奉化，蔣介石命他
率部入雲南。1950年9月潛至緬甸北部，組
織反共抗俄救國軍，不僅竄擾於中緬邊境，
而且在金三角種植鴉片製毒販毒，成為世界
聞名的金三角大毒梟。由於受到世界各國反
毒聲討，1953年撤回台灣，於1973年因心
臟病突發去世。
當年攻克松山山頂的第8軍第103師，最
終投向光明。師長曾元三於1949月10月在
廣東率4,900餘名官兵向陳賡率領的解放軍
第四兵團投誠，接受解放軍和平改編，成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

●盧迪 將軍澳香島中學

●管淑平來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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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偶拾 ●周 達

再過洞庭
風光無限洞庭春，得此一湖清世塵。
八百里潮聽似昔，五千年史憶猶新。
懷沙誰複吟哀郢，虛席何須話過秦。
眶裏雲煙依舊是，徒將憂樂付詩人。

武漢東湖
澤畔行吟渺渺兮，煙光依舊與天齊。
千年待折陶公柳，百里相銜張帥堤。
鶴去應知塵世隔，人歸猶被夕陽迷。
題詩所幸無蘇子，留得名湖不姓西。

黃州赤壁
三楚風光聚此丘，我來憑弔對江流。
平生為口忙於事，今日攜壺醉入舟。
俯仰之間應有得，清閒而外更何求。
當頭一片東坡月，依舊無聲守住秋。

律詩八首

丙申上巳
羽觴猶見曲江浮，且往觀乎溱洧舟。
沂水春風吾與點，聖言天道自從周。
年年橋下憐紅藥，落落心中許白鷗。
一任煙雲生萬變，山陰翰墨有人留。

癸卯早春眉山謁三蘇祠
喜隨春色上眉州，甫入蘇門數舉頭。
廊廟同台論六國，天涯各路憶三遊。
橐中鼠黠身何羨，雪上鴻飛跡不留。
驚代詩文多出此，豈無人物續風流。

詠黃花崗木棉
簪纓十萬隱花叢，每至春來碧血融。
幾樹擎天遮日月，滿城昂首讚英雄。
先賢遺夢埋千古，我輩何顏說大同。
惟有木棉終不負，年年崗上照人紅。

丁酉生辰自題
滿城春色滿城紅，每逐飛花孰與同。
萬事榮枯隨草木，半生得失等雞蟲。
無人說項詩心老，有願識韓何路通。
崗上木棉開正盛，巍巍一樹一英雄。

職業生涯小結
平生事業付流光，到老只餘詩幾行。
每羨五湖歸范蠡，徒嗟一署滯馮唐。
夢柯夢蝶尤多誤，風月風雲已兩忘。
赤子初心終不失，管他冬短與春長。

兩個月前，我參加了「華夏博覽看今朝」主題研學活動，
到訪了重慶、成都兩地。8天的旅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中
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祖國發展的日新月異。
山城重慶，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橋樑文化的輝煌。跨越

嘉陵江、長江的橋樑，如巨龍般盤旋於山間，不僅是不可或
缺的交通要道，連結了江河兩畔的人們，更是重慶城市發展
的象徵，彰顯着這座城市蓬勃的生命力。
我首先到訪參觀重慶招商交科設計研究院，了解了有着

「世界第一拱」美譽的朝天門大橋，及分別連結嘉陵江和長
江的重慶兩江大橋。在專家的介紹下，我了解到它們的構造
和設計思路，不僅在全國範圍內屢屢獲獎，其獨特的設計和
優異的品質早已經享譽中外。無論是氣勢磅礴的朝天門大橋
還是巧奪天工的嘉陵江大橋，精湛的工藝、巧妙的設計，將
現代科技與中華文化美學融為一體，展示了中國橋樑建設的
非凡實力，也成為了世界橋樑史上的經典之作。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在重慶曾家岩嘉陵江大橋的參

觀，我們有難得的機會近距離探索橋樑建設的科技秘密。我
們來到了大橋的控制中心，工作人員向我們演示了在突發情
況下的處理程序，例如，在車輛路邊停靠時如何進行聞訊、
報警求助的全智能化程序，以及大橋上的智能機器人檢測，
和線上的智能檢修系統，維修人員只需要使用特別的系統即
可查看橋樑的檢修情況並進行即時跟進。

我感受到，這一座座橋樑，就是一座座歷史的豐碑，佇立
在江畔的城市靈魂，見證光輝未來。當天晚上，招商局為我
們研學團提供了特別的機會，登上兩江遊輪，擁有了觀察山
城、觀看美景的最佳視野。我們在一座座鋼鐵巨龍下穿過，
近距離仰視這些宏偉的建築，度過了一個美好難忘的夜晚。
在成都，我印象最深的是都江堰。都江堰屹立在岷江之
畔，不僅僅是一座水利工程，更是一部刻寫智慧與勞動的歷
史詩篇。都江堰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的力
量，將岷江之水化作灌溉之源。從分水工程「魚嘴」，引水
設施「寶瓶口」，到溢洪排沙的「飛沙堰」。水流分為內江
外江，內江水流緩慢，滋潤成都平原的田野；外江則將多餘
的洪水排除，同時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安全。從古至今，這套
極具智慧和精度的水利系統如同一個巨大的蓄水池，養育成
都平原一方沃土，孕育了燦爛的蜀國文化。
走在岷江邊，跨越長江上。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在歲月

的流逝中，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科技水平不斷提升，中華民
族的智慧結晶，造就現代科技的偉大力量。隨着我國科技建
設能力穩步提升，一次又一次的創造人類文明的工程奇跡。
如今，作為新時代香港的青年，我們應反思和學習的，是

在這偉大智慧的背後，如何讓人民群眾受益，通過科技為全
人類帶來福祉與保障。傳承先賢的勇於創新，不斷探索的精
神，為國家、為世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冬天來臨，天氣開始明顯降溫。香港的早上還是十多度，沒有北
方的大雪紛飛。中午，我端着飯碗，走入廚房，找尋自己喜歡的味
道。打開抽屜，幾盒橢圓形的罐頭躍入眼簾，那是豆豉鯪魚罐頭，
還有一包風味豆豉。我喜歡吃豆豉，以及用豆豉一起做的菜式，所
以家裏也買了一些豆豉，以及豆豉鯪魚罐頭。
豆豉香味讓我陶醉，讓我思緒隨之飄飛。媽媽為我做的菜式在記

憶深處留存，懷念着舊時的豆豉香，悠遠又漫長，好像不曾離開，
又好像不曾失去。媽媽做的豬五花腩肉蒸豆豉、南瓜炒豆豉讓我食
之尋味，回味無窮。南瓜炒豆豉，是我喜歡的菜式。將南瓜去皮去
囊和種子，切成粒狀或條塊。落油爆香蒜蓉豆豉，然後落南瓜一起
炒，待所有南瓜都沾上蒜蓉豆豉後，便放調味料，再加入少許水，
蓋上蓋焗約三四分鐘，一味可口的菜便做成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家鄉村民基本上以種植稻穀為主，
偶爾也會種植一些經濟作物，黃豆便是其中之一。
記得在家鄉村裏有一位做豆腐的鄉親也會做豆豉，黃豆是做豆
豉、豆漿、豆腐的原材料。做豆豉的每一道工序都要仔細拿捏，
洗、泡、煮、捂、發酵一步都不能少。那位老鄉把黃豆淘洗乾淨
後，在盆裏摻入井水將黃豆浸泡一天。傍晚，他撈起泡好的黃豆，
放入大鐵鍋中煮，煙氣氤氳繚繞，他用鍋鏟舀起一顆豆子用手試了
試硬度，適合後便「起鍋，濾水」。他拿起準備好的篩子，將濾過
水的豆子放在篩子上鋪開晾一個晚上，風乾水分。
第二天，他拿出麵粉與菌粉攪拌均勻，倒在豆子上，用筷子攪拌，
讓豆子裹上麵粉，然後拿起篩子抖掉多餘麵粉，一顆顆豆子黏上粉
團，精緻又小巧玲瓏。他在提前準備的蒸籠裏放入乾淨稻草，將黏滿
粉團的黃豆倒入蒸籠中鋪展開來，蓋上一層稻草、再蓋上蒸籠蓋放置
發酵霉化七天。霉化好的豆子上面長着白灰色茸茸的毛，此時已有縷
縷霉香撲面而來。把豆子挑散開，長長的絨毛便裹挾在豆子上，再倒
入篩子裏晾曬一天。然後把半發酵豆子倒入洗乾淨的盆裏，再倒入白
酒、鹽、切好的薑，將豆子攪拌均勻，裝入罈子裏封罈醃製一個月，
便大功告成。一個月後揭開罈蓋，一陣陣濃郁豆豉香味飄逸而出。
豆豉鯪魚也是我喜歡的，逛超市時會買幾罐回家。豆豉鯪魚源於
廣州，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內地開始工業化之前，許多珠三角地區的
人需要到東南亞打工，因為吃不慣外國的餐飲，他們便將鯪魚炒
熟，用豆豉醃製，然後隨身攜帶，這種傳統做法逐漸轉變成一種罐
頭製品。到1960年左右，香港人的生活環境並不富裕，他們收入
低，購買力也低，由於豆豉鯪魚罐頭價格低廉、保質期長、味道濃
郁，可以單獨拌飯食用，所以也成了常見的下飯菜。
作為對過去味道的懷念，豆豉鯪魚已經成為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
憶，而我對豆豉的香味情有獨鍾，時不時會用它來做不同的菜式。

●民眾到松山拜祭遠征軍。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