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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知

经历抗战的老兵多已年过九旬
大量史料的散失留下很多历史的空白。

历经岁月留存的纸质档
案，固然是记录历史的重要依
据。但大量史料的散失留下很
多历史的空白。

省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
“口述档案”是把相关人员的回
忆陈述（口述）系统地收集、整
理所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
始口述记录。口述档案形象、生
动、直接，能够弥补纸质、实物

等其他类型档案的不足 ,重现
一个难忘的历史瞬间、追忆有历
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亲历过抗日战争血雨腥风
的老兵们多已年过九旬。因此，
搜集、整理和保留口述档案史
料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在省
档案局启动的口述档案建档工
作中，经历抗战中重大事件的
亲历者将成为第一批口述档案

讲述人。
那么，即将馆藏的口述档

案如何制作？征集处工作人员
介绍口述档案建档的流程，首
先确定列入口述档案的当事
人，通过口述的方式，采用现场
录音和录像等方法记录。把讲述
人的口述内容整理成文稿，并对
其中的重大事件、地点、人物进
行核实、更正，形成最终文字稿。

互联网时代的

慈善新趋势

没没有有故故事事的的白白血血病病男男孩孩
配型成功，40余万的费用挡住手术路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记
者 陈晓丽） 23岁的年纪，
有人每天奋斗在大学自习室
里，有人在花前月下甜蜜地谈
着恋爱。然而，这些最常见的
场景对于来自威海的丛慧彬
来说，只能是奢望，身患白血
病的他现在每天只能躺在无
菌病房里。

去年三月份，就读于大连
海事大学三年级的丛慧彬和
往常一样，跟同学一起跑操。
但是，回到教室没多久，丛慧
彬发现腿部肿了起来，大腿上
也开始有拳头大小的泡，随之

肩膀上也开始起泡。经过检
查，最终被诊断为脂膜炎T细
胞淋巴瘤。

其实，对于年轻的丛慧彬
来说，这已经不是命运的第一
次沉重打击。八年前，丛慧彬
还在读初中时，因为反复发
烧被送到医院检查，就被确
诊为死亡率高达 5 0% 的“噬
血细胞综合征”。经过多地求
医奔波，试过了种种治疗办
法，近3 0万的治疗费用终于
换回了丛慧彬的生命。

2012年，丛慧彬高分考入
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学院。

然而这个普通的家庭还没来
得及从第一次治疗的经济困
境中缓过来，巨额的治疗费用
又接踵而至。据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的主治医生介
绍，丛慧彬的母亲已经与他配
型成功，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
移植，有很大的治愈希望，不
过需要40多万的手术费用。然
而，这对于丛慧彬的家庭来说
近乎是天文数字。

丛慧彬的父亲是个普通
工人，每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
元，母亲则没有正式工作。为
了更好地照顾丛慧彬，父亲辞

去了工作，一家人没有了任何
收入。为了帮助丛慧彬筹集治
疗费用，大连海事大学的师生
在校园里发起了广泛的募捐
和义卖活动，目前已经筹集到
近20万元的善款，正是这笔费
用让丛慧彬有机会从威海来
到治疗条件更好的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个不
幸的家庭，可以联系丛慧彬的
妈妈：13153319592。开户行：
中国银行大连黄浦路支行，账
户 名 ：丛 慧 彬 ，账 号
6216610500012694995。

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作用愈
来愈加彰显，在将来，个人在公益事
业中也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个人捐赠将是主流

去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
学院教授德怀特·F·伯林盖姆在北
京师范大学的一次公益讲堂上曾介
绍，如今在美国，非营利性公共慈善
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服务性
收费、私人或公司捐款以及政府捐
赠这三大方面。数据显示，2014年全
美来自各地的服务性收费占到了非
营利组织总收入的一半，政府的物
资捐赠约占25%，剩余的部分则由个
人、公司及其他方式补充。与中国不
同的是，美国企业在捐款活动中并
没有扮演“主角”，相反个人遗赠却
发挥了相对巨大的作用。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每年都会
举办大型年度筹款活动，以专题挑
战、建筑物募款等形式，调动起社会
志愿者和公众加入其中，完成资金
的筹措和募集。伯林盖姆说这样做
的好处在于可以将个人、组织与社
会很好地连接在一起，既增强了社
会凝聚力又加固了个人的捐款意
愿。

网络捐赠潜力巨大

网络捐赠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专
题网站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的捐
赠行为。通过手机终端进行捐赠成
为了时下流行的捐赠手段。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为当今社会搭建起一个
以良好关系为前提的“捐赠网络”，
在这个网络的辐射范围内，人们拥
有更多的机会奉献自己的爱心，同
时那些具有志愿活动倾向的人也可
以更简单地接触到NGO组织，参与
到互动中来。以美国为例，2014年，世
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网上捐赠网
站www.globalmedia.org所募善款占
募款总额的6 . 4%，这一数字比2007年
增长了12倍，可见网络平台、社交媒
体在慈善捐款中发挥着无法估量的
作用。

在美国，社交网络和电子邮件
仍为各类社会组织与公众取得良好
沟通的两大方式。调查显示，美国使
用社交媒体的用户中，55%获得捐赠
信息的受众会选择捐款。另一项调
查显示，公益组织每发送1000条筹款
邮件，都会获得17美元的捐款。按月
份定期捐款的人每年总捐款额较一
次性捐款人高出42%。

线下活动———

另类的捐赠新选择

青年人对于新鲜事物和社交活
动往往有着天生的洞察力和偏爱，
因此通过举办各类线下参与的活动
召集青年人将热情转化为行动力无
疑是最容易被80、90后接受的捐赠方
式。在跑步和骑行活动中，收到活动
邀请邮件的参与者比未收到邮件的
参与者参与捐赠的概率高出76%。

未来，全球财富仍会保持持续
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资金也会
流向公益领域。因此，如何将传统与
创新化的捐赠活动进行有机整合，成
为了互联网时代捐赠效率最大化的关
键所在。无论是线上捐赠还是线下活
动，清晰地阐述捐款目的、坚定捐款
人捐款信心，同时调动越来越多的
社会公众关注公益领域都是日后非
营利性组织运营的核心要务。

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

首首份份口口述述档档案案记记录录南南京京大大屠屠杀杀
留住“活历史”，再访老兵孙晋良

“南京城车站
北，有个杀人坑，四
十米见宽的坑里，
横着几十具死尸，
刺刀刺的伤口不断
往外淌着血。”面对
镜头，95岁的孙晋
良搜刮着脑海中关
于南京大屠杀的记
忆。近日，山东省档
案馆启动抗日战争
口述档案建档工
作，再访抗战老兵、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孙晋良成了记录口
述档案的第一站。

三小时录像记下口述档案
面对镜头，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打开了话匣子。

在济宁市微山县韩庄镇小
房头村，当省档案馆工作人员
表明来意后，抗战老兵、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孙晋良毫无保留地
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南京大屠
杀，留下了抗战老兵在山东省
档案馆的首份口述档案。

“国难当头，我一心想参
军，但是个儿不够。1937年11
月底，就和几个同学去了南京，

投靠当时三十七陆军医院医务
主任的孔德刚，他以前是学校
的校医。到了南京之后，先从照
顾伤员做起。直到12月10日，
敌军对南京中华门和光华门猛
烈进攻。第二天我就跟着杜院
长去抬伤员，中华门前横七竖
八地躺着中国守军的尸体。”孙
晋良闭着眼睛努力回忆。

面对镜头，山东唯一健在的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孙晋良打开
了话匣子，足足讲了三个小时。

“日军进城后，我和5个同
学跑到原陆军大学的教学楼
里。三层的教学楼能容纳几千
人，逃难的人打地铺挤着住。但
我最终还是被日军以搜查名义
带走……”随着摄像机在孙晋
良的堂屋运转，关于他的讲述，
都被记录下来。

未来将建“口述档案库”
“我的记忆也是国家的，让子孙后代能够听到、看到更有意义。”

作为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
“活档案”，孙晋良还讲述了他
从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后参加
的洛阳保卫战，并捐赠了他与
台湾同期同学的往来书信。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到
十五军六十五师炮兵营任职。保
卫洛阳那会儿，我已经是炮兵营
的连长了，负责守卫洛阳西北的
邙山。炮兵的主要任务是鼓舞
士气，所以我们白天作战，晚上

再挪窝,整整守了18天。”
从乡师上学、投奔南京、加

入正面战场到解甲归田，孙晋
良将自己抗战时的经历事无巨
细地讲述出来。

自己的讲述将成为山东省
档案馆的口述档案，孙晋良很
激动，“这些话，恐怕我现在不
讲，以后就没机会讲了。我这些
记忆也是国家的，作为档案资
料永久保存下来，让子孙后代

能够听到、看到更有意义。”
征集处工作人员表示，此

次孙晋良老人的口述将作为山
东省档案馆口述档案建档工作
的开始，未来将对更多亲历战
争的老兵们进行口述记录，逐
步整理并建立“口述档案库”，
把这些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

“活历史”永久保存。在适当的
时机，这些口述档案将对公众
开放，发挥其历史价值。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郭汇安

▲对着摄像机，
孙晋良讲述着曾经
的抗战经历，他的讲
述将是省档案馆创
建口述档案的开始。

本报通讯员
郭汇安 摄

民族记忆·纸上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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