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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實習記者
陳展康、李嘉韻、黃璟瑤阿爾山報道

南興安隧道位
於內蒙古自治區阿

爾山市白狼鎮西北10公里，全
長3218.5米，鋼筋混凝土結構
。 「九．一八」 事變後，日本
帝國主義為掠奪南興安地區豐
富的林木資源，實現所謂 「以
戰養戰」 目的，於1935年6月
開始修築南興安隧道，修建隧
道的所有勞工均為中國人，史
料記載和幸存者講述，建造隧
道中國勞工全部被殺害。隧道
建成後，日軍在隧道東西兩側
各修築了一個碉堡，用於守護
隧道。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
「盧溝橋事變」 標誌抗日戰爭全

面爆發。八十年來，硝煙雖已遠
去，國恥永難忘懷。15日， 「范
長江行動─2017香港傳媒學子
內蒙古行」 參訪團來到內蒙古興
安盟阿爾山市南興安愛國主義教
育基地，對當年日軍修建的碉堡
遺址進行實地探訪。陰森可怖的
層層壁壘、慘遭虐殺的中華同胞
、不堪回首的慘痛記憶，所有這
些不僅與遺址周遭的秀美風光形
成強烈對比，更給港生們的心靈
帶來空前的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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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外牆

虐殺數萬華工 掠奪木材資源

南興安二戰遺址控訴日軍暴行
鬱鬱葱葱的樹林，啁啁啾啾的鳥

鳴，如果不是 「南興安二戰遺址」的
大牌子突兀地佇立在這裏，人們一定
會沉浸於大自然魅力無窮的造化。在
環綠之中，一樁灰白色的碉堡顯得分
外扎眼，透着狡黠的射擊孔、窄小眼
似的觀察窗、陰冷的地下室、煞白的
外立面，所有這些無不向人們述說着
一段段慘痛往事。

遺址中有一段長度超過3000米的
隧道，隧道兩端各建有一座堡壘。堡
壘面積為600平方米，共有五層，裏面
有執勤室、彈藥庫、宿舍、衛生間、
倉庫和浴池等。特別的是底層有一間
發電機室，地下暗藏着一個棺材長度
的水役間，用來奴役不勝勞力逃脫的
勞工和嘗試抗命的勇者。

地下室氣溫極低，夏季時的溫度
在零度以下，冬季更會達到零下五十
度的極低溫。遺址管理員告訴記者，
當年，日軍先是把勞工放在噪音極大
的水役間中，待勞工不勝負荷時才把
他們拉出去，繼續無盡的伐木和建鐵
勞作。

日籍老兵曾至此灑淚致歉
堡壘外層設有100多個瞭望孔和射

擊孔，用來監察勞工的一舉一動。發
現異常時，日軍的處理手法是直接一
槍打過去。當時的中國同胞每時每分
都處於死亡的威脅下。身處堡壘中，

雖然已然遠離歷史，但只要閉上眼，
彷彿就能看見堡壘外河流裏流淌的鮮
血，聽到地下水牢裏傳來的陣陣哀嚎。

管理員介紹，侵華戰爭時期，日
本人侵略阿爾山的主要目的是掠奪天
然資源。由於日本較少生產木材，具
有豐富生態資源的阿爾山便成為日本
人侵略的目標。

基地附近可看到當年被日軍砍伐
過的樹樁，高約80公分，而遠處中國
政府砍伐後的樹樁只有大約30-40公
分。原因在於截取較短的木材方便日
本人盡快運回日本作建築用途，而士
兵亦可站立砍伐，方便快捷。相反，
中國在建國後為保育阿爾山森林資源
，在樹身較低處開始砍伐，這樣有助
減少浪費木材，具一定的保育作用。

自90年代起，南興安二戰遺址開
放予公眾參觀。當被問到什麼時候開
始了解到日本侵華的歷史時，在白狼
鎮土生土長的孫先生表示，自己長大
後才透過遺址裏面的文字、設備以及
遺留下的工具切身地了解到日本侵華
的事件。孫先生說，每逢抗戰紀念日
，當地官員、黨員以及民眾都會在遺
址內舉辦悼念活動。

孫先生回憶，1998年曾有一位曾
經參與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帶着多年
前遺留下來的軍事地圖，來到了南興
安二戰遺址，向當時死去的中華同胞
留淚鞠躬，誠意致歉。

【大公報訊】實習
記者黃倩婷、田磊、吳
長清阿爾山報道：抵達
南興安二戰遺址後，不

禁被其外觀所深深吸引。殘破的外牆
、生銹的鐵柱、密布的射擊孔似乎都
刻畫着歷史的印記。懷着強烈的好奇
心走進建築內部，封閉的環境讓人產
生一種強烈的窒息感，加上沒有燈光
，四處十分陰森昏暗。本來以為這是
一個普通的日本軍營，但經過管理員
的詳細解說後，我們對碉堡中各項道
具的應用、建築歷史及當年日軍對國
人進行的殘酷迫害有了深刻的認識。

一直以來，我們對日本侵華歷史
的了解，都停留在香港中學課本以及
零星的新聞片段中，很少有機會親身
接觸這段歷史。這次體驗讓我們有很
深刻的認知與感受：日軍為了佔領土
地，不斷掠奪中國的資源，甚至用不
法手段不斷勞役中國人民，逼迫他們
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之下，完成目的後

更將勞動人民全部屠殺以隱瞞罪行。
這一切都讓我深感震驚，同時也為當
時被虐待的同胞感到痛心。再看着碉
堡周圍靜謐的環境與綠草如茵的土地，
想像日軍當年的殘酷暴行，這一強烈的
對比使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我們很幸運生活在一個和平安穩
的時代，不用飽受戰火摧殘、不會畏懼
侵略者虐待。雖然日本侵華歷史早已
遠去，但我們必須要引以為鑒，同時
也希望更多香港同學有機會親身踏足
遺跡，在所見所聞中感知祖國歷史。

蒼茫葱翠的大興安
嶺上，有一個特殊的機
器，雖然它既不是 「大
黃蜂」，也不是 「擎天

柱」，但其強大的動力和實用性卻讓
它成為了超級 「金剛」。它就是大興
安嶺上的木料運輸車─ 「德特德」
（當地人語）。

「德特德」的駕駛艙有兩個位置
，輪子類似於坦克履帶，車上安置了
一台 「絞盤機」來釋放纜繩，車後方
掛載一個載物台。運輸木料時，只需
將纜繩牽出後捆綁在木料上，就可以
輕鬆運輸。以往人工運木只能單根運
輸，在冬天的沒膝大雪之上行動更是
步履維艱。而有了這樣的車輛，一次
性可以運輸20噸木料，雪天還可以隨
意開進，極大的節省了人力，提高了

工作效率。
如今，大興安林區早已禁止採伐

樹木，木料運輸車也就此退出歷史舞
台，但其獨特造型和巨大貢獻，卻成
為了大興安嶺上的不滅印記。

（實習記者田磊、黃倩婷）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趙旭
冉阿爾山報道：巍巍大興安，資
源用不完，除了綠水青山，這片
土地也賦予了當地人心靈手巧的
稟賦。15日， 「范長江行動─
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參
訪團來到內蒙古阿爾山市白狼鎮
林俗村，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
人李淑英的工作室第一次接觸到
樹皮畫。

樹皮畫是利用樹皮所具有的
天然形態、顏色與紋理，經創意
巧妙組合黏貼出的各類半浮雕式
圖畫。 「樺樹皮有油脂，可以作
為引材，燒火做飯、取暖都離不
開它。」當地居民介紹道。李淑
英去撿樹皮，在燃火之前，她總
會挑選一番。那些經過山火燃燒

過後的樹皮，剝去粗糙的表皮，
留下柔軟的內部層理。 「仔細辨
認，白樺樹樹皮有48種顏色。取
樹不同的地方就會有不同的顏色
。」李淑英告訴記者，樹皮畫的
製作就是靠着深淺不一的48種顏
色作為基礎，在圖畫上認真推敲
配用，完成純天然的精品畫作。

一張張宛如油畫又非油畫的
工藝品掛滿了牆面，遠看栩栩如
生，近看層次鮮明，不用任何顏
料，不用任何毛筆，讓學子們不
禁稱讚。 「我之前見到過的木製
工藝品就只有根雕，但這個樹皮
畫卻是第一次見到。它從本地取
材，製得栩栩如生，又蘊含着獨
特的文化，真是了不起。」來自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的陳展康說。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阿爾山報道
：自然界的紫荊花只有一種，但它的藝術
表現形式卻多種多樣。在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之際，內蒙古樹皮畫製作非遺傳承人
李淑英向 「范長江行動─2017香港傳媒
學子內蒙古行」參訪團贈予了一幅現場製
作的樹皮畫 「紫荊花」，表達內蒙古人民
對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祝賀和對香港學
子未來成長與發展的良好祝願。

打出畫樣、精細對比、遴選樹皮、悉
心裁剪……大約不到半個小時，一幅透着
大自然芬芳與質樸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紫荊花」便從李淑英的手裏誕生了。隨

後，李淑英親手將這朵特殊的 「紫荊花」
送到香港學生代表手中。李淑英說，香港
回歸祖國20周年，是全體中國人為之慶幸
的大事，這幅樹皮紫荊花所寄託的正是內
蒙古人民對香港同胞一份濃濃的祝願。

現場，港生們紛紛爭相一睹樹皮紫荊
花的芳容，忍不住都用手指輕輕摩挲。香
港大學的李熙韜說，相比於電腦製作的各
種精緻完美的紫荊花，自己更喜歡這個帶
着毛邊、透着植物氣息的樹皮紫荊花，它
不僅是一件藝術品，更象徵着蒙港兩地同
胞間深深的情誼。

親身體驗歷史 倍惜今日和平

大興安嶺上的變形金剛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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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爬梯

▲「范長江行動─2017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參訪團來到南興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探訪當年日軍修建的碉堡遺址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碉堡外部可見斑駁的彈孔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碉堡遺址管理員向學子們講解碉堡的歷史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南興安二戰遺址碉堡內部的爬梯，內共有五層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傳媒學子在南興安碉堡內採訪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鳴遠攝

▲南興安二戰遺址碉堡內部的通話
筒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李淑英現場製作紫荊花樹皮畫贈予港
生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栩栩如生的樹皮畫作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暢攝

▲學子們近距離觀察樹皮
畫的製作過程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鳴遠攝

▲大興安嶺上的木料運輸車─ 「
德特德」 大公報實習記者田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