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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希望了解更多“新视
界”报道内容,欢迎关
注微信公共账号“新
民锦读”。

寻找相片中的!豆豆"

“来到中国参战前，我对中国人
民充满了同情和支持”，这是战后很
多年，拉森写在自己回忆录里的一
段话。

刚到中国时，拉森是一个 !"岁
的愣头青，“从小我就相信，只要在地
上挖一个很深很深的洞，就可以到中
国了，中国在地球的另一端。”除此之
外，他对于中国的了解仅限于美国媒
体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报道。
入伍前，拉森是波士顿大学文

学院的一年级新生，#$%% 年春，拉
森在接受短暂的军训和摄影技术培
训后，跟随美国陆军航空队来到中
国昆明，加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
#%航空队，随身带着的还有一部当
时使用最新彩色胶片的柯达相机
（&'()* +),-). /).01)）。

“那时我十分渴望参战，因为
2$%2 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引发所有
美国人的愤怒，当时我就想要加入
空军痛击日军，但没有到参军的年
龄。”
一抵达昆明空军基地，拉森就

奔到飞机跑道上，站在―架鼻翼上
绘着鲨鱼图案的 34%5战斗机旁拍
照，“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令人兴奋的
时刻。”
加入第 2%航空队后，拉森被派

到第 !照相勘测中队，他的工作是
为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测绘航空
地图。相机是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工
作中他用来执行空中拍摄任务，空
闲时，他和战友威廉·迪柏678998).

:; <8==90>一起，拍摄当时的中国社
会和中国人。
初到中国，昆明的一切对于拉

森都是新鲜的，他拍摄滇池大观楼
前的游人；拍摄插秧的农民；拍摄洗
衣服的农妇和嬉闹的孩子。

2$%%年底到 2$%?年，在太平
洋战场上，中美盟军反攻正酣。战争
进入尾声，破碎的生活正在慢慢恢
复，这也给拉森另一种视角去记录

当时中国社会的细节：瘦小的中国
人怎么能不用机械就能锯木？新娘
子为什么要用红布蒙住脑袋被人抬
着走？

2$%?年 @月 A日，拉森告别服
役近一年的昆明，跟着部队来到重
庆，2B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到处欢天喜地，拉森有了更多时间
去记录庆祝胜利的中国人。

在重庆驻地白市驿空军基地
的基地医院附近，他见到了一个穿
着白裙子、扎着羊角辫的中国女
孩，并且让威廉帮自己和女孩拍了
合影。“我只知道这个小不点小名
叫‘<''4<''’（豆豆），她的母亲姓
林，是空军基地医院的护士。”拉森
回忆道。

!B2B年 %月，拉森在中国拍摄
的影集《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
2$%%42$%?》出版，引起轰动，在接
受重庆媒体采访时拉森提出，希望
能找到照片中的中国女孩豆豆。

一个越洋的洋娃娃
重庆媒体登出“美国飞虎队员

的寻人启事”后，反响强烈，各种线
索如雪片般飞来，但 %年后，豆豆还
是一个谜，而拉森转眼间即将迎来
自己的 $B岁生日。
没人想到，当年的豆豆 CB年后

竟然居住在塞外明珠新疆库尔勒，
她名叫王智，已经 C?岁，是塔里木

油田的一名退休工作人员。
本周记者来到库尔勒，见到了

王智，当年的女童已经是年逾古稀
的老人，她第一次对媒体讲述自己
找到拉森的故事。
“!B2! 年，我二哥从成都来电

话说，他在《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
国》影集里，发现两张我的照片，其
中一张是与一个美国兵的合影”。
“怎么可能是我？”王智自己都

不敢相信。“当时我只有 ?岁，我只
记得那时家在重庆，妈妈在空军基
地医院当护士，唯一的记忆就是自
己经常在病房里和美军伤病员玩，
但记不得曾抱着一个娃娃和一个外
国人合影。”

王智的哥哥翻出家里的老照
片，其中有一张黑白相片，“我妈抱
着我，我抱着个洋娃娃，我穿的衣服
和手里的洋娃娃与影集里的那张照
片一模一样，这张照片应该是拉森
送给我母亲的。”
豆豆就是王智，谜底终于揭开！

远在美国奥斯汀的拉森大喜过望，
因为这张看似普通的合影背后，是
他关于中国战场和中国人最美的记
忆，那是战场上另一个温暖的故事，
照片中小女孩抱着的洋娃娃还有一
段故事。
拉森还在昆明时，他和附近稻

田里干活的农民渐渐熟悉起来，村
民对这些美国士兵都十分热情，“有

户人家的一个小女孩一直帮助我
们，于是我们向男主人询问，是否可
以为这个小女孩仿制一件和我们制
服一样的服装，这家主人同意了。我
们把制服送给了小女孩。”拉森回忆
道，他后来给这个女孩拍了一张拿
着棒棒糖的照片。

拉森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母
亲，母亲回信说她邮寄了一个玩具
娃娃要送给这个小姑娘，几个月
后，当娃娃寄到拉森手里时，他已
经离开了昆明到了重庆，为了让飞
机更近距离侦查和攻击日军军事
设施。
“棒棒糖女孩”已经很难再找

到，那么娃娃送给谁呢？拉森听说空
军总部附属医院的一个护士有个很
可爱的女儿，于是他就联系到这个
护士，把洋娃娃送到她女儿豆豆的
手里，也就有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拉森镜头下的中国
历史不能重来，但是亲历者能

够穿越时空，在一张张相片上告诉
我们什么是真实。
拉森说，这本影集，他想要献给

2$%% 年至 2$%? 年间及更早时候，
虽饱受侵略、艰难和痛苦折磨，却以
真挚的友情和无私的慷慨款待美国
军人的中国人民。
很多看过《飞虎队队员眼中的

中国》的读者都说，这是所看过“最

震撼的摄影集”。它不像历史课本中
反映抗战时期的黑白历史图片，它
没有血腥的战争镜头，而是再现了
基层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拉森的镜头中，可以看到战

争状态下普通民众的乐观，“中国人
都非常友好，也乐意让我们拍照，他
们相信战争马上就会过去，一切都
会好起来。”拉森回忆说。
在昆明，建于公元 @世纪的古

城墙外，集市非常热闹，老百姓生活
有序，通到昆明的滇缅公路街道两
旁，商铺林立，尽管城门上写着“还
我河山”、“盟军联合到底，共制暴日
死命”等战时标语。
在重庆，尽管等来了战争的胜

利，但这也并不能改变底层劳工的
生活，拉森说自己非常同情“饱受日
军不断空袭磨难的重庆市民”，他拍
摄重庆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
取配给用水；他拍摄朝天门码头拥
挤的巷道上抬着贵妇人的挑夫；在
庆祝抗战胜利的街头装饰背景衬托
下，一个黄包车夫在等待客人，座位
上方搭了棚以遮挡阳光。

2$%?年 2B月到了杭州，正值
秋收，拉森到杭州的农村拍摄农民
在田野里耕作，“我还记得 2$%?年
秋天的气候温和，农民收成都很
好。”拉森说。

2! 月 % 日拉森到了上海准备
登上军舰回国，他来到苏州河边，拍
摄抗战初期中日军队激烈交战的战
场———四行仓库；在虹口区提篮桥
监狱附近，拉森在红砖房子里访问
了从欧洲来上海躲避纳粹德国迫害
的犹太人。

昆明、重庆、成都、杭州、上海，
拉森的镜头由西向东穿越大半个中
国，既有在昆明看到的晚清中国的
影子，也有 2$%?年上海这座“东方
巴黎”的现代化景象。让原本感觉灰
暗而遥远的抗战末期，忽然像是近
在昨天，难怪看到影集的专家学者
众口一辞：“太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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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年的重逢

! ! ! !这是一个由一张老照片引出的
温暖故事，经当事人同意后由本报独
家报道。

2$%% 年 $ 月，!B 岁的美国小伙
拉森（E;D990, :)1F0,）到中国援华抗
战，加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 #%航
空队（原飞虎队）。一年后在重庆，拉
森与中国老百姓一起迎接二战胜利，
并且与一位可爱的中国女孩合影。

CB年后，美国德州，在拉森的 $B

岁生日宴上，老照片中的两个人重逢，
跨越大半个世纪、跨越大半个地球，再
见时，两人都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物是人非，唯有拉森 CB年前在
中国拍摄的 !BB 多幅彩色照片历久
弥新，集结成册后，静静地向后人讲
述那段中美人民携手赢得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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