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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桑榆·长寿

阅读提示

战场一别七十载，耄耋之年重“聚首”。“合影”让时空好像
穿越回 71 年前，只是当初的热血青年已变成耄耋老人，照片背
景上的富春江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新春佳节，万家团聚之时，一张特殊
的“合影”引发网友广泛点赞关注。照片
中，浙江富阳 88 名志愿军老战士身着军
装，胸前佩戴抗美援朝纪念章。他们平
均年龄 90 岁左右，虽两鬓斑白却昂首挺
胸、威风凛凛，精神气丝毫不减当年。

这张珍贵的“合影”是用 PS技术合成
的，有网友评论“这是现代科技成果最温
暖的应用”。为了完成这张照片，杭州市
富阳区志愿军老兵关爱基金项目的志愿
者们历时两个多月，前往 16 个乡镇（街
道）为老战士拍摄个人军装照，再通过后
期技术精心制作，让 88 名白发苍苍的老
战友在照片中“团聚”。

战场一别七十载，耄耋之年重“聚
首”。“合影”活动发起人薛余华、摄影师
何荣发与老战士们的讲述，还原了这张
珍贵照片背后的动人故事。

穿上军装
好像穿越回硝烟岁月

春节前夕，装裱好的一张张“合影”
被陆续送往志愿军老战士家中。“太神奇
了，做梦都没想到能跟战友们有张‘集体
照’。”拿到照片，92 岁的傅土全很惊喜，
他凑近照片仔细找寻自己的位置——最
后一排左起第三位。

照片中，身着军装的傅土全挺直胸
膛，咧开了嘴。他旁边紧挨着的，是曾经
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们。战士们身后，是
母亲河富春江。时空好像穿越回71年前，
只是当初的热血青年已变成耄耋老人，照
片背景上的富春江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再次穿上军装，我感觉自己还是那
个热血青年。”傅土全看着照片陷入回
忆，小时候他曾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
暴行，痛下决心要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21 岁时，他如愿成为志愿军第 20 军 58 师
的一名战士。

“合影”第一排正中间，两名女战士
英姿飒爽、十分显眼。88 岁的牟净尧就
是其中一位。“我参军时还是个 16岁的小
姑娘，扎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牟净尧告
诉记者，她是志愿军第 12 军卫生部的一
名医护兵，驻扎在防空洞内临时搭建的

医疗所里救治伤员。
“战争太残酷了，但我们的战士都很

勇敢。”牟净尧记得，当时每天都有新伤
员送进防空洞，有一位战士被炸掉四肢
却咬着牙忍痛不吭声，许多年轻的生命
永远留在了朝鲜⋯⋯

这张“合影”经网络传播发酵后，不
少人产生好奇，为什么要大费周折通过
后期技术合成这张照片？

故事要从一年前说起。去年年初，富
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民政局联合发
起成立富阳区志愿军老兵关爱基金项
目，富阳区正步公益服务中心创始人、退
役军人薛余华担任项目负责人。

在日常探访中，薛余华得知不少老战
士遗失了黑白军装照、入伍证等战争纪念
物。“有人提出想穿上军装拍一张彩色照
片，也有人说想见一见当年的老战友。”
薛余华考虑到老战士年事已高、行动不
便，便突发奇想，为何不给每人单独拍摄
一张军装照，再后期制作一张“合影”？

当晚，心急的薛余华拨通了富阳当地
资深摄影师何荣发的电话。“虽然我和年
轻的战士们素未谋面，但他们是我儿时的
偶像，也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星辰。”何
荣发感慨地说，如今“群星”想圆梦，他定
要出把力。第二天一早，他找到薛余华，
自告奋勇接下这件意义非凡的任务。

九死一生
和平年代深藏功与名

“ 合 影 ”行 动 正 式 启 动 这 天 ，正 值
2021 年 10 月 25 日，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当天上午，薛余华收到本地爱心企业
为老战士们量身定制的“志愿军服”。午
饭后，何荣发揣上相机，与薛余华等人马
不停蹄赶往第一位老战士家中拍摄。

穿上“军装”戴上“军帽”，88 岁的俞
官根小心翼翼地将珍藏的抗美援朝纪念
章挂在身上。

“老太婆，神气伐？”拄着拐杖的俞官
根在镜头前站定，乐呵呵看着老伴。“咔
嚓”，一张一个人的“合影”完成了。

由于老战士们居住分散，身体状况不
同，为了让最终的大“合影”更加真实自
然，何荣发随身携带着一张手写图纸。
纸上密密麻麻标注了每位战士的姓名、
位置、成像角度和拍摄顺序。一个多月
的奔走拍摄，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揭开了
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

据富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统计，富阳入
朝作战志愿军战士共1959人，66人牺牲在
战场。其中，现存在世老战士仅80余名，在
抗美援朝中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有近20人。

经历九死一生的老英雄们，在和平年
代却深藏功与名。为傅土全拍摄时，何荣
发发现他几乎没有鼻梁，说话时鼻音也很
重。反复询问后才得知，眼前的老人在战
场上曾在美军毒气弹袭击中死里逃生。

“当时一枚毒气弹打进防空洞，我逃
出去时不小心吸了毒气，当时感觉胸闷
喘不出气，没想到落下了后遗症。”傅土
全说，回国后因鼻子一直发炎去医院诊
治，后来通过手术取出了鼻骨。

“他们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依旧奋斗
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一线，有的前去支援
大西北建设，有的转业到地方成为医护人
员，有的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都
很低调，如果不去追问很少主动提及往
事。”薛余华感慨地说，这些老英雄是我们
今天幸福生活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无法起身
老英雄在定格照片中“站”了起来

薛余华将“合影”行动看作一场与时
间比拼的竞赛。“老英雄们年事已高，我
们尽量把身体状况差一点的排在前面，
争取以最快速度不留遗憾地完成拍摄。”
薛余华说。

尽管前期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拍摄
中还是遇到了意料之外的状况。10月 29
日轮到老战士王泉元拍摄，卧病在床的
他却遇到了难题——无法起身。躺在床
上的他焦急地看着志愿者们，眼中满是
期待。何荣发读懂了王泉元眼神中强烈
的拍摄愿望，为了不留遗憾，他决定让老
人躺在床上完成这张“合影”。

一张拍摄花絮照，记录下现场的感人
瞬间。照片中，王泉元已在家属的帮助
下穿好“志愿军服”，床上铺着灰色的背
景布。一如从前穿上军装时，他瘦削的
脸上神情肃穆，双手用尽力气摆出了立
正的姿势。在床的左侧，何荣发站在一
张板凳上，双手举着相机对准老人。“咔
嚓”声响起，老英雄在定格的照片中“站”
了起来。

拍摄过程中，老战士们不轻言放弃的
精神，让志愿者们肃然起敬。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身边的老英雄，志
愿者们还将“合影”放大制成展板，在富
阳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主题图片展”上
进行了展出。

“只有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薛
余华说，目前他正在与志愿者们抓紧整
理老英雄们的口述史。下一步，他筹划
成立“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纪念馆”，讲
述战士们在朝鲜战场舍生忘死的英勇故
事，让英雄精神在之江大地永流传。

据《浙江日报》

富阳 88 名志愿军老战士戎装再“聚首”——

一张“合影”背后的家国情怀

志愿者们为老战士穿上志愿者们为老战士穿上““志愿军服志愿军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