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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关于一位名叫黄炳兴

的厦门籍菲律宾华侨的故事。1941年12月8日，日本
侵略者南进菲律宾。菲岛人民和侨居菲岛的华侨华人
纷纷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投入抗战，闻名于世的菲律宾
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应运而生，黄炳兴就是
其中的一名战士。

据记载，黄炳兴作战英勇，1944年，在一次抗击日
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受伤，最后因伤势过重而英勇牺
牲。他的英勇事迹永远铭刻在菲律宾人民和旅菲华侨
心中，他的英名永远留在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的
烈士名录中。

黄炳兴祖籍厦门何厝。
时光飞逝，黄炳兴的继孙、侄孙们都已步入中年，他

们虽没见过黄炳兴，对他也不了解，但一刻未忘他们家
族的心愿——寻找族裔长辈黄炳兴。

几十年来，他们费尽心思多方寻求，苦于两地相距
万水千山，寻亲始终未能如愿。

今年，黄炳兴族亲求助厦门市侨办。厦门市侨办马
上联系厦门市菲律宾归侨联谊会，在菲华抗日纪念册上
和华侨抗日纪念碑上发现了黄炳兴的名字，寻亲终于有
了眉目。

为了更准确地认定黄炳兴是否为厦门籍华侨，热心
老华侨吕水涯用半个月的时间翻阅大量资料，功夫不负
有心人，终于在《菲律宾华侨与抗日战争》一书（仅存一

本）中查阅到，黄炳兴祖籍福建厦门，牺牲于1944年，时
年25岁。这一线索让后裔们既感动又激动！

每年5月19日是华支成立周年纪念日，华支退伍军
人总会和华支后裔联谊会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以传
承华支抗日精神。今年5月19日，应华支退伍军人总会
和华支后裔联谊会之邀，我带领黄炳兴族裔一行6人参
加纪念活动，同时参加华支后裔联谊会换届会长、理事
就职典礼。

厦门赴会代表在华支退伍军人总会和华支后裔联
谊会的安排下，抵菲第2天就前往菲律宾华侨义山，穿
上华支服装，庄严地为反法西斯战争光荣牺牲的烈士们
默哀致礼，敬献花圈。族裔们在黄炳兴英名下三鞠躬，
久久不愿离去。他们还参观了烈士纪念馆，观看了陈列
在馆内的烈士遗物和抗日志士们留下的宝贵照片，他们
将仅存的一张黄炳兴的遗像献给纪念馆。第3天，我们
在华支后裔联谊会的带领下，一起到内湖省仙沓古律士
市，向华支纪念碑敬献花圈，并参观了菲律宾当年比较
大的一场战役的遗址（已列入菲律宾的文物保护单位）。

在5月21日召开的纪念会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参赞兼总领事王悦在讲话中赞扬华支为保卫世界和平
作出的杰出贡献，希望大家永远不忘华支精神，传承华
支精神。黄炳兴的孙子黄家强表示一定要和族人及后
裔们沿着先辈的足迹，为中菲友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作者黄忆儿，厦门市菲律宾归侨联谊会副会长。）

翡翠青瓷，那一抹纯粹的美，或鲜艳欲
滴，或奔流而下，瞬间凝结、永恒，散发繁星点
点的晶光、滋润细媚的荧光，清雅明亮。

6月 30日，为期一个月的一场题为“天
地炼翠·中华传情”的艺术展在福州开幕。此
次展出的30件作品由中国台湾当代陶瓷艺
术家何志隆几十年潜心研究创作，于2018年
得到国家文物局认可，收录在《翡翠青瓷》一
书中。

据介绍，何志隆创作的翡翠青瓷被编入
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作品相继被中国国家
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院收藏，
备受专家学者认可与赞誉。

展览会上初次见到何志隆，从他身上感
受到一种钝感力，或许就是这种钝感力让他
在长达二三十年的陶瓷烧制生涯里摸索出翡

翠青瓷。
何志隆说，每烧一窑翡翠青瓷需要经历

400个小时左右，烧掉40多吨的漂流木，仅
约2年时间就13次重建或修改窑洞。经过
不懈努力，他在柴烧自然落灰的基础上发明
了“自然落灰上釉法”，即胚体不上釉，色泽完
全来自土胚、火候和窑内灰烬、落灰的交融，
在胚体表面形成一种自然釉，烧制过程留下
的火痕，也构成作品独一无二的美丽纹路。
这种“土胚入窑、满釉出窑”烧出的青瓷，釉质
清透，釉色丰富，在光线照射之下，通体晶莹
剔透，冰裂开片流光溢彩，美不胜收，业界称
其为“翡翠青瓷”。

但柴烧高昂的烧制费用，让他曾经一度
山穷水尽。好在他的妻子方桂陈无条件支持
着他，甚至回到老家
福清卖掉房子，继续
支持他把柴火烧得更
旺。何志隆说，在他
的一生中，两个福建
人对他至关重要。一
是他的母亲，教导他
永不放弃；二是他的
妻子，无怨无悔地热
爱着他的热爱。“如果
能够透过翡翠青瓷，
将两岸联系在一起，
是我的荣幸。这次我
和爱人一起回到福
建，也是抱着想把翡
翠青瓷奉献给祖国大
陆的想法。”

何志隆说，在翻
阅史料时，他惊奇地
发现自己与古人产生
了思想上的共鸣，原

来，自然落灰成釉技术在几千年前就已被使
用。自商代原始青瓷产生后，贯穿发展于中
国几千年历史之始终，但是柴烧自然落灰釉
技术因其繁琐的程序、高昂的费用，逐渐被替
代，在一千多年前失传。

何志隆因循古法烧制的翡翠青瓷源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洞
见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同脉、同文同种，血脉相
连、水乳交融。

现在，何志隆又有了新目标——要让世
界看见中国的翡翠青瓷。他带着作品走出国
门，陆续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展出，还收了一
个来自越南的学生。这抹来自东方的“青
绿”，将在世界舞台绽放。

（李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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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志隆 （方桂陈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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