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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目 前 ，陈 仲 濂
掌握的线索有以下
几点：首先，孩子被
送走时的名字叫陈
福 星 ，他 是 在 1942
年冬天被寄养到丽
水市莲都区碧湖镇
的 一 名 农 户 家 的 。
若 其 在 世 ，如 今 已
经 78 岁。林希韫一
家 人 偏 瘦 ，陈 福 星
有 明 显 的 兔 唇（偏
左）。各位读者，如
果 您 有 相 关 线 索 ，
就 请 与 陈 仲 濂 联
系 ：18072472305，
或 者 拨 打 晚 报 热
线：2151666。

□ 记者 朱剑

昨天，晚报收到了一封来自金华的邀请

函：晚报此前曾报道的抗战老兵林希韫老人

即将迎来 104 岁生日，特邀请本报记者参加

寿宴。她的生日愿望：还是寻找儿子陈福星。

昨日，记者将此事反映给碧湖镇民政工

作人员，并发动乡镇网格员寻找 78岁的兔唇

老人。现晚报呼吁您帮助这位抗战老兵找到

骨肉至亲。

军医伉俪战场生子
含泪寄养在碧湖一农户家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线伤员数量骤

增，军医严重不足。19 岁的林希韫从父亲寄

来的一张剪报中得知省里正在招考抗战军

医，她便毅然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

江省抗战自卫总司令部军医训练班。

在班上，她认识了来自杭州的陈士傑。

毕业后，两人向上级提出申请随军奔赴前

线。在学习和抗战中，林希韫和陈士傑两人

日久生情，结为伉俪。

1942 年，他们迎来第一个孩子——是个

男孩，但是兔唇。战友给他起名叫福星，寓意

幸福快乐，福星高照。初为人父人母的陈士

傑和林希韫对儿子诞生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

久，战事却愈发激烈起来。他们跟随部队四

处奔波。

为了能让孩子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夫妻

俩含泪商量，决定把孩子先寄养到别人家里。

当时，队伍里有一个叫“吴汝民”的后勤

兵，丽水人，是个热心肠，他帮忙张罗寄养的人

家。没过多久，“吴汝民”将陈福星送到碧湖的

一个农户家里。“当时战况紧张，孩子被抱走时

非常仓促，收养人的信息都没来得及问清

楚。”陈仲濂说，母亲林希韫为此非常懊悔。

多次来丽寻子均无音讯
母亲独坐江边深情呼唤

谁都没想到，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

抗战胜利后，二人放弃晋升的机会离开部

队。他们退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到碧湖

寻找儿子陈福星。可是，他们四处打听，却一

点线索都没有。

之后，他们的二儿子出生了。

但林希韫夫妻一直都将寻找儿子陈福星

一事挂在心上，还去当地政府和派出所问过、

登记备案，但都没什么线索，满城张贴的寻人

启事也都石沉大海。

几次搬家，林希韫都会为大儿子留一间

房，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往里添置东西，换

新的床单，定期为房间打扫。“那段时间，母亲

总会独自走到住所附近的溪边，坐在石头上

望着江水，呼喊：‘福星，你在哪儿？今生今世

我还能见到你吗？’”二儿子陈仲濂那会儿年

纪还小，但母亲伤心的模样，他至今难以忘

怀。

1995 年，82 岁的陈士傑带着遗憾离世。

临终前，他拉着孩子们的手，“今后有机会一

定要争取找到大哥陈福星，他是你们的同胞

手足，如果能找到，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能瞑

目了。”

陈仲濂接过了寻找大哥的重任。

“一直在寻找⋯⋯母亲一直充满了希望，

但结果却总是失望。”如今已经 70 多岁的陈

仲濂泪流满面地说。

2013年，陈仲濂为了寻找自己的亲兄弟，

找到晚报求助；2016年 7月，陈仲濂再次向晚

报求助，晚报随即刊登了金华抗战女军医林

希韫寻找失散儿子的故事，当时莲都区多个

部门与碧湖镇工作人员，以及热心人士组成

了帮帮团帮忙寻找，但均未果。

女军医含泪寻子的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

后，感动了许多人。去年 8月，央视综合频道

《等着我》栏目组发布寻人信息《转发！帮助

103岁抗战女军医寻找骨肉至亲》，9月 18日，

央视军事微信公众号也报道了相关信息。

后勤兵“吴汝民”已去世
线索中断，一切回归原点

大哥那里没有线索，找“吴汝民”吧！抱

着这样的想法，去年 10 月 11 日，陈仲濂再次

来到丽水，在莲都区人民武装部的档案室中

找到了最老的档案，里头有一九二几年、三几

年的老兵信息，但没有后勤兵“吴汝民”的资

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建

议：“还是去当地派出所找找吧，所有人的户

口，哪怕是已故的，派出所应该都有记录。”

陈仲濂随后来到碧湖派出所，在派出所

的检索系统中输入了“吴汝民”三个字，结果

跳出来一位“吴如民”，出生于 1923 年。“没

错，年纪对得上！很有可能就是他，同音字极

有可能。”陈仲濂兴奋极了，但民警后来的一

句话却将他的希望之火再次浇灭。“根据电脑

显示，吴如民已经去世了。”“那他有后人在

吗？”沉默半晌后，陈仲濂满怀期待地说，像是

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有的，他有个儿子

叫吴松平，这里有他的电话。”

陈仲濂激动地在手机上按下这串号码。

“喂！”电话接通了，陈仲濂有些颤抖地问

道：“您父亲吴如民以前有当过后勤兵吗？”

“是的，他以前在丽水和金华一带做过几

个月的后勤兵。”吴松平的话让陈仲濂心中的

一块石头落了地⋯⋯

陈仲濂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吴松平的住所

询问吴如民的情况。“父亲已经去世七八年

了，以前确实当过后勤兵，还跟我说起过给部

队运输食盐的往事，但丝毫没有提及过把孩

子送给他人寄养的事情啊！”陈仲濂的叙述让

吴松平感到疑惑。不甘心的陈仲濂随即来到

吴松平父亲的老家——水阁张村，寻访其邻

居，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线索，但结果让陈仲

濂失望了。

“找到失散多年的大哥是母亲此生最大的

愿望，我也不希望她像父亲一样带着遗憾离

开。”陈仲濂说，如今快要 104岁的林希韫对当

年的烽火岁月已不记得那么真切了，体力、记

忆力开始衰退，慢慢忘却了一些事情。语言的

表达上也有了一些障碍，只能通过肢体语言等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只要一提到陈福

星的名字或无意间说到丽水两个字，老人的眼

睛就会瞬间放亮，然后潸然落泪。

“妈，福星回来了，福星回来了。”每次林

希韫不开心的时候，陈仲濂就会把一个布娃

娃抱给她。她总是紧紧抱着布娃娃，默默垂

泪，还不时把吃的喝的往布娃娃嘴里塞。在

老人即将过 104 岁生日之际，陈仲濂希望通

过晚报的再次报道，能得到好消息。

因为今年本报记者在金华的一次采访活

动，林希韫老人的儿子陈仲濂意外看到了金

华晚报对本报记者的采访，联想起此前几次

晚报协助寻人的经历和颇深的缘分，陈仲濂

特地寄来邀请函，希望借此机会让晚报再次

帮忙寻找陈福星。

昨日，记者将此事反映给碧湖镇民政工

作人员，并发动乡镇网格员寻找 78岁的兔唇

老人。现晚报呼吁您帮助这位抗战老兵找到

骨肉至亲。目前，陈仲濂掌握的线索有以下

几点：首先，孩子被送走时的名字叫陈福星，

他是在 1942 年冬天被寄养到丽水市莲都区

碧湖镇的一名农户家的。若其在世，如今已

经 78岁。林希韫一家人偏瘦，陈福星有明显

的兔唇（偏左）。

各位读者，如果您有相关线索，就请与陈

仲濂联系：18072472305，或者拨打晚报热线：

2151666。

2013 年，抗战老兵林希韫的二儿子陈仲濂为了寻找自己的亲兄弟，找到晚报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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