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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材典型，人物独特。
这是十分难得的海峡两岸题材，具有时代性。访谈对象刘德文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同胞，从2003年到

2023年的20年间，他往返海峡两岸，义务寻找、护送200多位大陆去台老兵骨灰回故乡安葬，因此被大
陆网友称为“灵魂摆渡人”。2023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刘德文的义举善行做出高度
评价，认为他“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不分省籍、不分地域，都是一家人”，并向刘德文先生表示敬意和感
谢。刘德文还受邀参加了海峡论坛，在主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记者辗转联系上刘德文，进行了深
入采访，用一个个典型故事展现刘德文20年来的感人经历和心路历程。

二、议题共鸣，感人至深。
访谈具有“人物平凡性、情感共振性、话题共通性”的特点。面对记者的提问，访谈对象娓娓道来，

真挚的感情润物细无声，平实的语言令人共情，感受到平凡英雄的大爱情怀。
三、家国情怀，意蕴深远。
访谈结构清晰，意义深刻。讲述一位平凡的台胞抚慰大陆去台老兵的离乱之痛，让他们如愿魂归故

里的亲情义举，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展现了一位台胞深厚的家国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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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咱们回家》以专访形式讲述了一位台湾同胞20多年送老兵魂归故里的故事，表现出三个特
点：

一、大处有政策。报道对象被国台办专门致谢，并参加了海峡论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两岸共
识所在。

二、小处亮人心。以访谈形式播发，突出了人物的情感和个性，整个访谈具有充分的交互性，沟通
了两岸血脉，读来感人至深。

三、全媒体传播策略深化海外传播。该作品在海外通过专门账号广为传播，体现了全媒体时代大传
播的创新策略，使得内容与传播渠道相得益彰，具有优秀的榜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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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咱们回家 

——专访“灵魂摆渡人”刘德文 

主持人： 

在台湾高雄市，有个里长叫刘德文。二十多年来，他往返海峡两岸，义务寻找、护送

两百多位大陆去台老兵骨灰回家，实现老兵落叶归根的心愿。因此，他被大陆网友称为“灵

魂摆渡人”。 

今年三月，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赞刘德文先生二十年来做了一件不

平凡的事。她说，正是这样的亲情义举，抚慰了老兵的离乱之痛，让他们如愿魂归故里，

向刘德文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也愿意积极支持他的善举，帮助更多过世的去台老兵实现

遗愿。 

每次启程，刘德文都会对着老兵骨灰说：“走，咱们回家！”让老兵魂归故里的背后

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十一月中旬，记者在厦门专访了这位“灵魂摆渡人”。 

 

记者：刘里长，您好。 

刘德文：嗨，你好。 

记者：您这次到大陆是送哪里的老兵骨灰回家？ 

刘德文：我这趟是背两位老兵回家。一个是福建籍的老兵，另外一个是山东省的老兵。福

建籍的老兵，当时老兵的儿子只三岁，父亲去台湾再也没回来了，母亲希望能够把自己的

另一半啊找回来，合葬在一起团圆，找了半年左右。青岛那个就更久了，经历的时间已经

八年，是因为当时这个老兵换一个名字了。 

记者：因为改过名字。 

刘德文：是，改名字，后来就是在台湾的新竹找到了。当我们要申请这个骨灰迁出，才发

觉这个老兵在台湾组成一个家庭了（记者：嗯）。但这个老兵于（19）69 年就病故了，他

的女儿是（19）68年出生的，所以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葬在新竹。只要台湾有家属的，

都要经过家属同意，我们才可以迁出，所以我又开始寻找这个老兵的家属。 

记者：一直在找。 

刘德文：在找，就一直不放弃。两个礼拜前才找到这个家属，这段期间我一直在跟她沟通，

我说你大陆还有亲哥哥，亲哥哥在六个月的时候啊爸爸就离开了，母亲叮咛一定要把爸爸

找回来，跟他们团圆。那小儿子都已经八十岁以上了，盼的就是把爸爸接回来。如果没有

接回来，无脸去见自己的母亲啊。前几天把他带回山东，这个老兵的儿子啊，在机场从我

这边接过爸爸的骨灰的时候啊，讲那一句我真的很感动，他说我第一次叫爸爸，我六个月

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我已经活八十几岁了，我第一次叫爸爸。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盼了一生，当时我们也都掉眼泪了。 

记者：您原来是在银行上班（刘德文：嗯），后来为什么决定去当里长? 

刘德文：当时是因为我老婆觉得买房子尽量不要贷款，所以才选择性地来社区买一套房子。 

记者：所以您买的这个社区并不是一个高端的小区。 

刘德文：不是，占九成都是老兵。当时还有将近两千多位的老兵是单身的。搬进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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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去帮他们整理环境，会去跟他们主动聊天啊，讲到家乡的时候啊很开心，讲到自己的

父母亲的时候啊很沉默。后来这些老兵就鼓励我出来选里长，当时因为我在银行工作，蛮

稳定的，我都拒绝。但是因为老兵说当里长可以更多服务他们，我就去登记。 

主持人： 

2001年，刘德文成为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社区里长，他也和老兵们走得更近了。当年，

这些老兵一直抱着回大陆跟家人重聚的念头，所以很多人在台湾都没有组建新家庭，但两

岸重启交流往来后，有的老兵家中老伴儿已经离世，有的担心回乡医疗负担太重连累子女，

不敢回家，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把思念埋藏在心底，不愿轻易吐露。 

刘德文：2003 年的时候啊，一个湖南籍的老兵说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我，叫我进去他的房

间，坐下来以后这个老兵喝了一小杯的高粱酒，跟我拜托：“里长，我死了以后啊，你可

不可以把我的骨灰带回家乡，葬在我父母亲的坟旁，让我尽孝道，让我跟我父母亲团圆。”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好好！伯伯，你只要把身体照顾好就好了。”相隔了四个半月

（记者：四个半月），这个老兵就亡故了。亡故以后，我觉得已经承诺这位老兵，要去履

行。当时送老兵回家的时候，第一次完全都不懂我们还要从香港再转机的。 

记者：那个时候两岸还没有直航。 

刘德文：没有直航。就背个老兵的骨灰从香港转机，问说这是什么？那我们就会讲这是骨

灰，家人要回乡落叶归根。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举证的？我说没有，询问的时间就会更

久。转到长沙的时候，机场也会说：“哎，这是什么？”我说是骨灰嘛，回乡落叶归根，

也是很顺利的。再去长沙坐绿皮火车啦，转到常德，常德再坐中巴，再进去桃源，把这个

长者顺利地下葬。回到台湾以后啊，我们社区的老兵呢知道说我把老兵带回家，就开始来

嘱托我。一次来了几十位老兵，我说你们一定要先做公证委托，后续以后，你们走了以后，

我就能够很快速地把你们的骨灰带回家。 

记者：你都怎么规划这个路线？ 

刘德文：地理环境我们都不懂，简体字我还看不太懂，第二趟我就去新华书局买那个字典，

回来研究简体字跟繁体字的对比，然后又去买那个地图册，看怎么用最节省的方式把这个

老兵带回家。所以我每一个省都有买一个地图册。 

记者:买字典、买地图。 

刘德文: 对，是。后来（20）09 年的时候啊，有一些从我们大陆来透过我寻找的，那这个

跟我们社区的老兵又不一样了，他们亡故时间都挺久了，我们要去寻找的。 

记者：那在台湾您都去哪里找过这些老兵的骨灰呢？ 

刘德文：全台湾省各县市我都跑过了。 

记者：在找这些老兵的骨灰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危险吗？ 

刘德文：啊，有！在乱葬岗里面是最危险的，杂草丛生，没人去上坟扫墓（记者：嗯）。

有一些乱葬岗被取骨了，墓穴就没有回填，但是杂草把它覆盖住了。所以我（20）16 年的

时候在寻找中啊，摔到那个墓穴里面，又爬起来，然后又摔下去，断了两根肋骨。 

记者：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肋骨断了是吗？ 

刘德文：对，因为当时就觉得还是赶快去把那老兵找回来嘛，下午五点多就被我找到了，

我是四点多摔的。下山的时候呼吸很不顺，背后一股阵痛，我就赶快去医院挂急诊。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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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跟我讲：“刘先生你很幸运啊，你的肋骨啊是从你的脾脏刮过去，如果直接插到你的

脾脏啊，你自己都没办法下山来就医呀。” 

记者：听说为了送老兵的骨灰回家你也睡过天桥？ 

刘德文：最初的时候从香港转过来都已经晚上了，快十二点了，那我就抱着一个老兵的骨

灰呀，在一个酷寒严冬中啊撑着，在那边等到隔天，到台湾以后就住院住了五天。 

记者：您每次送老兵骨灰回家呀，都要乘坐这个飞机，那飞机同机的人有没有过不理解？ 

刘德文：嗯，没有。我用一个书包包起来，这也尊重长者，也尊重邻座的旅客，我是多买

一个位置。这些年来媒体网络啦传播以后，有一些人就知道我是刘里长，然后就过来说：

“里长你真伟大，背老兵回家，我给你按个赞。”是一种认同，完全是没有遇到旅客在反

弹的。 

【片花】 

（刘德文）“伯伯，到家啦，到家了啊！”（老兵亲人哭声） 

二十多年来，刘德文的脚步几乎踏遍了大陆所有的省份。每当看到老兵的亲人们双膝

跪地颤颤巍巍地接过老兵的骨灰盒，哭得撕心裂肺时，他的泪水也会抑制不住夺眶而出。

2018 年 10 月 18 日，送漂泊在外七十多年的陈必寿老人回家的情景，是让刘德文最难忘的

一次。 

刘德文：送陈必寿回家，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它那个老兵的系统查无此人。我们在透过民

政系统查询的时候啊，陈必寿这个名字差不多四十几位都是同名同姓的，但就是没有江苏

籍射阳的这个老兵。后来我们无意中在殡仪馆里面的一个骨灰楼才知道有这位陈必寿。但

是我们急的是一定要在十一月以前送回家，因为陈必寿的妹妹，她的生日。 

记者：所以当时是在她生日之前就把…… 

刘德文：就把她的哥哥带回去，我们到的时候啊，都在外面等啊。当时就抱着骨灰坛哭啊，

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哥哥总算回来了。爸爸妈妈的心愿嘛，也是他们几代人最大的

心愿嘛。因为陈必寿是老大，陈必珍是老幺，隔了好几个兄弟姐妹，最后剩下陈必珍还健

在。哭啊，哎呦，掉眼泪啊，看到当时的场景我也心里很难过，我也跟着哭，我也一直在

安抚着。后来，她说让我当儿子多好，我说啊，干妈，又是一个亲人了。今年的七月份我

又送一个江苏的射阳的，我也去见干妈妈，在那边多住了三天，陪干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啦，

陪她去逛市集啦，哈哈哈……所以我都说做这个事非常有意义，让我在大陆各省都有亲人。 

记者：您今年是五十六岁（刘德文：是），您三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刘德文：

是），您那个年纪需要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照顾妻子。 

刘德文：当时是辞掉这个工作来投入送老兵回家，因为我自己感触很深的是老兵到台湾单

身，没有后代没有亲人，每天思乡，特别是在节庆的时候，一个人落寞地往自己的家乡看

着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第一次看八十岁的老兵想家哭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我

自己用什么方式能够帮助他们？后来才知道老兵有想要回家落叶归根，远在外的游子啊要

回家。看到这些老兵呢思乡的情怀，我愿意放弃这个工作，让这些漂离几十年的老兵回家，

搭起桥梁来帮助这些老兵回家，从我们心理上用物质是没有办法去做比较的。刚开始时，

我家人都不能理解。 

记者：家庭矛盾肯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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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文：哎呀，吵得快离婚了。（20）05 年的时候就邀请她跟着我到大陆来，她也见证到

一个九十岁的大叔啊在村口等着自己的哥哥回来，当时这个大叔也哭得很厉害。他的父母

亲生前就叮咛说一定要把哥哥找回来，不管生死一定要找回来。这位大叔啊跟我说：“里

长，谢谢你。你圆我父母亲的遗愿了，你是我们三代人的恩人。” 

记者：所以您妻子看到了这种场景，经历了这种场景，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刘德文：是，对，就一直在背后支持我，也成为我后面的一个动力。所以只要我在台湾，

我都会分摊太太的工作，洗衣服啦、煮菜啦，家务事都是我做。 

记者：您做这个事情都是一个人在做，这都需要花钱的。 

刘德文：当然是压力挺大的（记者：嗯），因为交通不是一趟就能解决的，有时候跑了七

八趟啊十几趟都有的，投入多少金钱在里面是没办法去计算的。 

记者：没办法去计算出来。 

刘德文：人家说你花这个钱有统计吗？我如果统计，我就做不下去了，我们就是按照这种

的欢喜心呢，开心地去做，没必要记录花费多少。 

记者：您为什么不收别人给你的捐助呢？ 

刘德文：其实我也知道大陆这边很多的网友啊想要帮我做捐助，但是我希望的是一种单纯

化，自己的力量多少就做多少事，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你越多来赞助我负担越大，越有

压力，人家赞助这么多费用的时候，你送的老兵的数量没办法跟他们对等，这些钱怎么办？

所以我们宁愿不要。 

记者：为了做这件事儿，您专门把烟也给戒了。 

刘德文：嗯，为什么会戒烟？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些钱我可以多带两位老兵回家啦，我就

是这样的想法。 

记者：身边的人都怎么看您？ 

刘德文：一件事情一定是有正负的嘛，觉得说我们怎么可能去把这个老兵的骨灰带回家，

他自己是不是在用这个来做生意的？我们也没必要去跟他解释啦，他们不能感受到，所以

我还是鼓励自己，这是好事，我们就坚持做下去。 

记者：为了帮助更多老兵骨灰回到家乡，你也在不断地整理资料。 

刘德文：既然我们在寻找中，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建档起来，所以我就会拿手机一一拍，建

立自己的数据。 

记者：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您的事迹之后，现在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更方便了？ 

刘德文：方便是有，人家看到走过来，哟你是台湾的刘德文里长？我说是啊，都会给我一

个鼓励加油嘛，受到肯定当然心里面是最快乐的，这种是用金钱没有办法去买得到的快乐

感。还有互相加个微信、留个电话说，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马上会帮

你解决一些事啊。我在大陆真的很受到大家的肯定跟认同，所以我自己都会跟大家分享说，

我到大陆各省都有亲人家人，我们虽然没有血缘，但是我们比血缘更亲。他们在春节的时

候啊，都一一地打电话跟我说叔叔啦，德文啦，舅舅啦，大伯啦，新年快乐，阖家平安。

过年接过两百多通的电话，节庆的祝福。如果遇到台湾有地震啊，他们都会一一地传个讯

息或是打个微信的电话，（问）平安吗？就是一种亲情。 

记者：在帮助去台老兵落叶归根的过程当中，你也找到了自己的根，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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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文：嗯，对，(20)17年的时候。 

记者：当时是送一位老兵回家。 

刘德文：对。 

记者：是沛县是吗？ 

刘德文：诶，是。这个老兵的家属贴一个讣告在村口，感恩我们台湾刘德文里长送我父亲

回家，是我们几代人的恩人，就贴在这个村口。乡亲啊说，刘先生你中间那个（“德”字），

我说是我的辈分，我是“德”字辈，他说他也是“德”字辈，所以才带我去看族谱。从族

谱里面我看，哎呦我爸爸的辈分也在上面。 

记者：当时像您的父亲啊在台湾，他都不知道自己老家在哪里？ 

刘德文：不知道。 

记者：父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刘德文：当然是很开心很快乐啦，特别是他们送我一本族谱带回台湾的时候，父亲还是很

珍惜的。 

记者：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吗？ 

刘德文：计划我们现在还坚持做下去，因为只要身体健康啦（记者：嗯），能够活到七十

岁、八十岁，有能力我们就尽量去帮助老兵，帮助大陆的亲人啊，这些老兵能够回到家乡，

所以我也乐意继续搭起两岸寻亲的桥梁。 

记者：您曾说有一天如果自己干不动了，让儿子来接替，他能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吗？ 

刘德文：儿子是很理解的，因为(20）16年我摔断了两根肋骨的时候，就是儿子跟着我背了

两位老兵回重庆嘛。儿子也跟同学分享说我爸爸真的是超人，背的那个骨灰坛，一背就这

么多年。儿子是对我很尊重，很认同。 

记者：毕竟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一岁。 

刘德文：对。 

记者：现在他读大四了。 

刘德文：是。 

记者：一件事情做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的生活习惯

了？ 

刘德文：嗯，对。好像是，这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记者：大陆的网友把你叫做“灵魂摆渡人”（刘德文：嗯），您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刘德文：其实我谢谢我们的这些网友啦，跟我称呼这个“灵魂摆渡人”，我心里想的就是

把这些长者啊带回家乡，还蛮开心受到我们这些网友的认同跟肯定。 

记者：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上面有着几行字，字写的是“少小离家，乡愁一生，送更多的

老兵回家和父母团圆，和最亲的土在一起。”这句是您的感悟？ 

刘德文：对，因为余光中诗人说，浅浅的海峡，父母亲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思乡思亲

情怀嘛。我们两岸本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样一个祖先，血脉相连这种的亲情没办法去做

区隔的。海峡两岸我们都是希望说多交流多互动，拉近更多的亲情。大家凝聚起来，大家

有这种的共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对身为中国人是一种光荣。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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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海峡论坛上，刘德文做了主旨演讲。他说，海峡浅浅隔不开两岸骨肉亲情，希

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利用高科技帮助大陆去台老兵骨灰回家。在刘德文的手机

里，有许许多多的墓碑照片，刘德文每次走进乱葬岗，都会用手机拍下墓碑，回来后交给

妻子和女儿帮他整理成资料档案。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寻亲者已经超过了一千四百人，

备注里记录着寻亲者和他们在台湾亲人的名字、祖籍地等信息。这些年来，刘德文靠着这

些模糊的线索，用自己的双脚走通了大陆去台老兵跨越海峡的归乡之路。 

走，咱们回家！跨过这一湾浅浅的海峡，“灵魂摆渡人”在两岸间摆渡的这艘名为“团

圆”的船正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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