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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孫接力「守橋」講述抗戰記憶
「盧溝橋事變」親歷者後人：歷史要被銘記 和平要被珍愛

在鄭然的記憶裏，爺爺總是戴着一頂舊草帽，不懼
風吹日曬地在橋上為世界各地的遊客免費講解抗

戰往事，這一講就是70多年。作為「盧溝橋事變」的
親歷者，他現場講述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回憶了當年
目睹戰爭的種種慘狀，帶領大家重溫那段烽火歲月。

義務講解73年 還想講到一百歲
鄭福來老人曾經說：活到一百歲，就要講到一百
歲！「爺爺在這座橋上義務講解了73年，去年7月離
開了我們」，鄭然說是爺爺的堅守，讓自己下定決心
接過接力棒。2024年底，鄭然也開始在盧溝橋上進行
義務講解，她每周來盧溝橋兩三次，向遊客講述爺爺
留給她的戰爭故事。
「第一次在盧溝橋頭講解時，既緊張又自豪，深感
責任重大，彷彿爺爺就在身邊指引。」鄭然說，為了
讓自己的講解更豐富，她經常查閱資料研讀爺爺留下
的筆記，研讀中她發現了更多抗戰時期軍民浴血奮戰
的細節，「爺爺筆記裏『活到老、學到老，才能把歷
史講清楚』這句話讓我觸動極大，更讓我明白了傳承
的分量。」
1990年出生的鄭然，生在盧溝橋、長在宛平城，從
小就在盧溝橋上聽爺爺講「過去的故事」。小時候她
覺得那些歷史離自己很遠，伴隨着年齡的不斷增長，
鄭然感覺爺爺留給自己的那些故事越來越近。每次從

盧溝橋走過，她都會不經意地跟石獅們對視：每一隻
盧溝橋獅子都清楚記得，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怎樣野蠻
的打在宛平城牆上，無數的中國人如何被無辜殺害。

望年輕人從歷史中汲取力量
在鄭然心裏，「守橋」不僅是守護歷史遺跡，更要
守護「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精神，守護為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信念，以及代代相傳的紅色基
因。鄭然印象最深的是爺爺親眼目睹的「盧溝橋事
變」慘狀：「戰爭是殘酷的，鐵路兩旁的道路上，一
堆一堆的死人，大人帶着孩子們繞着屍體匆忙躲避戰
火……」每次鄭福來老人講述時都忍不住掉眼淚，語
氣沉重又帶着對和平的珍視，那神情至今鄭然都記憶
猶新。
雖然才上崗一年，鄭然已經接待過很多港澳和海外

遊客：「港澳和海外遊客更關注『盧溝橋事變』在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中國軍民抗戰的國際影響
等，內地遊客則更側重歷史細節、英烈故事以及當下
傳承的意義。」
從戰火紛飛到歲月靜好，鄭然在一次次的講述中更

加體會到今日生活的來之不易，也更堅定了傳承歷史
的決心：「大家因對歷史的敬畏、對傳承的責任感走
到一起，希望年輕人能從這段歷史中懂得感恩，汲取
力量，要讓後人永遠珍惜這份和平。」

橫跨永定河800餘年的盧溝橋，

曾是令馬可．波羅嘆為觀止的「世界

最獨一無二的橋」，也是「盧溝橋事

變」的見證者。打響全民族抗戰第一槍的盧

溝橋和宛平城，是首批入選的國家級抗戰紀

念遺址。宛平城牆上的纍纍彈痕，盧溝橋頭

的斑駁石獅，都在訴說着歷史的記憶。如今的

盧溝橋畔，活躍着一支由鄭然等當地人組成的

義務講解隊，經常免費為遊客講解。鄭然的爺

爺鄭福來是「盧溝橋事變」的親歷者，「爺爺

在這座橋上義務講解了73年，我也會一直講下

去，讓更多的人從這裏看到歷史，珍愛和

平。」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曉芳、李暢 北京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GROWS Together職場有你」京津冀創新文化交流團近50名
香港高中生參觀抗戰館。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香港高中生赴京交流 走進抗戰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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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7月23日，位於盧溝橋
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迎來了一群特殊訪客——
「GROWS Together職場有你」京津冀創新文化交流團近50名香
港高中生。學生們走進抗戰館各個展廳，詳細了解《為了民族解放
與世界和平》特展情況。京津冀創新文化交流團團長、北京政協常
委楊莉珊表示，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周年，在中華民族全民族抗戰爆發的起點之地，青年學子們踏
上了一場深植家國情懷的精神旅程，「希望學生們銘記歷史，不忘
國恥，共同守護今日和平生活」。

透過展覽感受歷史責任感
紀念館內肅穆莊嚴，同學們在專業講解引導下緩步而行，認真觀
看展品。從1937年日軍鐵蹄踐踏盧溝橋的苦難，到中國共產黨點

燃民族救亡火種的光影記錄；從浴血守衛長城烽火台的斑駁鋼盔，
到全民支援抗戰的泛黃家書，在1.22萬平方米的《為了民族解放與
世界和平》主題展廳中，擺放了3,237件抗戰文物與1,525張歷史照
片。這些珍貴的歷史實物與影像，為同學們打開了課本之外的歷史
維度。趙一曼家書、香港「一碗飯」運動照片等很多展品讓學生們
印象深刻，有學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展覽讓自己感受了更多歷
史責任感，要更加努力守護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
楊莉珊表示，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安排這次參觀具有深刻意

義，它不僅連接了香港與祖國內地共同的歷史血脈，更是一次直面
國家記憶的深刻交流，「我們要讓年輕一代認識到，今天穩定繁榮
的生活，都源自革命先輩們捨生忘死的抗爭」。有香港同學表示，
身為中國青年，我們要銘記歷史，珍視和平，今後更要以自己的專
業和熱忱為國家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據悉，該交流團由香港優質師友網絡與香港警務處東九龍總區主
辦。「GROWS Together 職場有你」已經成功舉辦三年，意在招
募香港青少年參與在香港和內地間展開的系列職場體驗活動，希望
幫助學員正確認知國家發展、感受真實職場並找到就業方向。

夏日的陽光灑在宛平城牆上，斑駁
的磚石間藏着歲月的印記。往來的遊
客們總會在彈坑遺址前放慢腳步，有
人俯身細看炮彈留下的凹痕，有人伸
手輕觸城牆的裂紋，在現代都市的喧
囂中，這些無聲的歷史痕跡總能讓人
瞬間沉靜，與88年前的烽火歲月隔空
對話。

宛平人都能講的「烽火家史」
像「守橋人」鄭福來一樣，不少土
生土長的宛平人都能講出幾段帶着烽
火烙印的「家史」。七十多歲的劉大
爺從小在宛平城長大，幾乎每天他都
會特意來到城牆下打太極鍛煉身體。
談及曾經的宛平城，老人停下鍛煉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家裏老人跟我
講過很多日本人侵略宛平城的故事，
兵荒馬亂中討生活的老輩人們怎麼也
想不到能過上現在的幸福生活。你瞅
這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炮彈坑，中國發
展到今天不容易啊！」
如今的宛平城，地鐵16號線直接通
到家門口，步行幾分鐘就能進站；十
餘條公交線路直達北京西站、五棵松
等核心區，出行便利得讓居民們感慨
不已。在這片曾飽受戰火蹂躪的土地
上，如今的生活為居民們帶來了實實
在在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定格彈痕 回望歷史 珍惜現在
在宛平城牆邊，剛結束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志願講解活動的三年級

小學生吳艾宸，手裏還攥着講解用的
小卡片。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抗
戰館裏大部分展品的故事她都能講得
清清楚楚。「老師說現在是和平年
代，但這些殘酷的歷史不能忘。」吳
艾宸說，每次看到宛平城牆上的彈
坑，都覺得觸目驚心。她又指向不遠
處的盧溝橋：「盧溝橋上，石獅子不
僅是裝飾，更見證了歷史的滄桑巨
變。」正因為有了這些感觸，她主動
報名參加了學校的講解隊，「我想把
這些故事講給更多同學聽，讓更多人
意識到現在的和平來之不易，我們更
要認真學習，將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
加繁榮富強。」
「盧溝橋的獅子 —— 數不清」，這

句俗語早已印在河北滄州父子倆的心
裏。他們來京的首站不是熱門景點，
而是直奔盧溝橋歷史博物館。還沒來
得及細數橋頭的石獅，父親就拉着孩
子在一幅七七事變戰鬥地圖前駐足良
久，「要讓孩子聆聽英雄們的故事，
了解他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不
惜拋頭顱、灑熱血的英勇事跡。」
暑期的盧溝橋畔，學生群體成了最亮
眼的風景線。他們背着相機、捧着筆記
本，在義務講解員的帶領下穿梭於石獅
與城牆之間。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着歷
史細節，鏡頭裏定格着彈痕與石獅的滄
桑。來自北京的初中生王梓桐在留言本
上寫道：「如今站在盧溝橋上回望歷
史，才懂『銘記』二字，是對過去的致
敬，更是對未來的承諾。」

細雨中拾級而上，從宛平城牆登高遠望，永定河、盧

溝橋、宛平城盡收眼底，不遠處時有高鐵從橋上呼嘯而

過，身後城內臨街商舖訪客遊人絡繹不絕。眼前這動靜

相宜的和平景色讓人不由感嘆：88年前，城牆上的守

軍們是怎樣屏氣凝神透過深沉夜色搜尋日軍逼近的動

靜；中國的將士們又是怎樣不懼生死與日軍隔橋對峙；

宛平城的居民又是怎樣在隆隆炮火中期待黎明的到來。

城牆依然挺立 過去從未遠去
原來，過去是那麼遠又是那麼近。遠到從 1937 年

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至今已經過去了 88 載，有很

多像鄭福來老人一樣親眼目睹日軍暴行的老人已經

遠去。近到盧溝橋的獅子和宛平城的炮彈坑依然如

舊，它們對歷史的見證，對戰爭的記憶如昨日般清

晰，絲毫未變。鄭然說，接續爺爺「守橋」是為了

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爺爺離去了，但他留下的盧

溝橋的故事應該被後人銘刻於心。

從盧溝橋上的坑窪石板路向東而行

就是宛平城西門。城內的老居民大多

已經搬到城外居住，但很多人還會習慣沿着城牆遛彎

鍛煉，對他們來說，老一輩關於抗戰的記憶從未遠

去，而今日來之不易的和平更需要全力守護。

從炮火攻城到日本戰敗，中國走過了八年血淚歷

程；從當年落後挨打到如今國泰民安，中國用80年的

時間逐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88 年的風雨沖

刷，盧溝橋的石獅們依舊抖擻，宛平城牆依然背負着

彈坑傲然挺立。

站在城牆上守望，過去是那麼遠又那麼近。在永定

河的淙淙流淌中，我感受到過去從未遠去，它就凝結

在那一塊塊城牆中，沉澱在一個個石獅上，見證着這

段歷史被一代代中國人銘記，被一代代挺直的脊樑扛

向和平美好的未來。

▲宛平城牆上的彈坑是抗戰的見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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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那麼遠又那麼近

●●抗戰親歷者鄭福來的孫女鄭然去年接棒抗戰親歷者鄭福來的孫女鄭然去年接棒，，開始在盧溝橋上作義務講解開始在盧溝橋上作義務講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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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福來不懼風吹日曬鄭福來不懼風吹日曬，，在在
橋上為世界各地的遊客免費橋上為世界各地的遊客免費
講解抗戰往事講解抗戰往事。。

●●鄭然和爺爺鄭福來舊照
鄭然和爺爺鄭福來舊照，，兩代兩代「「守橋守橋

人人」」共同講好抗戰故事
共同講好抗戰故事。。

掃碼睇片

記者手記

◀本報記者獨家登上宛平城牆，追尋抗戰印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