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0月，90后上海女孩张莎将再
度启程，第五次踏访古老的中东国度叙
利亚，执行她的跨国公益项目。
最初与叙利亚结缘，只因那句流传

已久的谚语：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
在其中。而将张莎的心留在叙利亚的，
却是2023年初那场土叙大地震。

2023年1月，张莎只身前往叙利亚旅
行，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拨动了她命运罗盘
的指针。灾难中，人类共通的情感让善良
的女孩从此与该国结缘。她一次次奔赴那
里，为战乱与灾难中的人民略尽绵薄之力，
成为一株在异域散发芬芳的中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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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结缘叙利亚

    年 月6日，土耳其南部近叙利亚边境
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在土造成逾 万人丧
生，在叙造成数千人死亡。地震发生时，张莎正
在叙利亚第一大城市阿勒颇。    年叙利亚
内战爆发后，阿勒颇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重点，
饱受战争重创，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繁华都市沦
为废墟。一场剧烈地震更是加剧了这座古老城
市的创伤。从没有经历过重大自然灾害的女孩
被吓懵了，国内的家人和朋友纷纷发微信慰问，
给她提供各种救援信息。震后第三天，张莎从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飞抵伊拉克，作为土叙地
震的亲历者接受了中国媒体的专访。

“其实，一开始我就想留在叙利亚做志愿
者，但情急之下来不及多考虑，专访时受到网
友提问的启发，让我重拾这个念头。”张莎从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读书时起，就投身公
益，做过自闭症儿童、白血病儿童救助项目，
在医院短暂工作辞职后，还去西藏支教过一
年。她喜欢环球旅行，在非洲、中东、印度等
地旅行时，对难民的生存状况也有所了解。

当她得知一支中国救援队即将抵达叙利亚
展开救援但缺少医务人员和翻译时，马上与其
取得联系并搭乘航班重返大马士革。机缘巧
合，在伊拉克停留的短短  小时里，她结识了摄
影师孟波。两人同为旅游发烧友，共同经历了
土叙地震，看到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残酷，也看
到叙利亚人民被苦难摧毁家园却仍然保持社会
的道德、内心的美好与爱。于是他们携手合作，
回国后共同发起叙利亚孤儿救助项目。

二 当地执行人

强震刚过，城市一片混乱。断壁残垣中，
到处是分离的伤痛。躺在废墟上的娃娃玩偶，
破碎的婴儿车，以及无助地站在废墟思念亲人
的人们……每天，她都能听到哭喊的小孩在寻
找已经失去的爸爸妈妈。

不久，中国救援队结束救援回国。张莎却
留下来负责发放救援队留下的物资。国内一些
基金会得知后也想方设法找到她，委托其做当
地执行人。一个美丽而瘦弱的上海女孩，就这
样承担了一支志愿者团队要做的全部任务。每
天，张莎从   机构集中居住的酒店出发，要么
蹭别人的车，要么自己想办法找车，去集中点拿
物资发放。有时，她还要到条件好一些的“富人
区”先购买食物，再运到偏远的地方发放。她不
懂阿拉伯语，但坚信“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时，总
有各种办法”。她举着发放物资的照片，和人比
划“有物资、要找车，我付钱”。渐渐地，有当地
人会帮她找车，有人用自己的车帮她运送物资，
很多时候都是免费。

每天，她的工作就是买东西、打包、发放，和
村长核实名单，确定老弱病残人员和贫困家
庭。发完物资后，还要走访十几户人家，确保物
资发放到迫切需要的人手中。做了一个多月志
愿者后，张莎成了当地的“名人”。每次她一出
现，一群人就会喊着“莎莎”拥过来。她在路边
买小吃时，对方也经常不收钱，还会向她连连道
谢。回国后到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办事时，工
作人员一听到张莎的名字就说：“我知道你，家
人告诉我你在那里给很多人发东西。一个中国
女性，又叫同一个名字，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三 美好的玫瑰

感动别人的同时，张莎也多次被当地人

的善良与坚韧感动。
在那里，她看到过的一幕震撼心灵：废墟

中摇摇欲坠的房子二楼，两位老人站在阳台
上，远远看到摄影师拿起相机时，他们面带微
笑相携。这是这片废墟中唯一一户人家。虽
然灾难接踵而至，但他们没有放弃，在阳台上
种着花草，在破败暗淡的画卷上绽放着希
望。废墟上，常常能看到一朵朵紫色的小花
悄然绽放。无论战火纷飞还是地震侵袭，它
们的生命力依然坚韧。只要有阳光和水，就
能生长出花朵，就像叙利亚当地人民，在苦难
中依然包容美好、有礼有节。

无家可归的人们前来领取救济食物时，仍
会穿戴整齐，一些老先生把头发梳得一丝不
苟，把皮鞋擦得锃亮，哪怕皮鞋是开口的。一
次，张莎从包里拿出两块饼干递给一个小男
孩，但他只拿了一块。张莎说“两块都给你”，
小男孩却回答：“请把另一块分给别的孩子，这
种饼干我没吃过，他们也没吃过。”一位在救助
名单上出现过很多次的老先生，从未现身。有
一天他终于出现了，衣服上都是洞，但胡子修
剪得很整齐，裤子也干净平整。老先生说太太
生病了，确实饿了好几天，不然的话，他真的不
想来领取一份没有付出任何劳动拿到的食物。

走访期间，张莎遇到一位年迈的老奶奶，
几乎家徒四壁，不过仅有的家具被收拾得干净
整洁，床头还插着一束塑料玫瑰花。火红的玫
瑰点亮了她的屋子，也点亮了她艰苦的生活。

老人食不果腹，也没有家人陪在身边。张
莎给了她一些食物和日用品，为了表达感激，
她想要把仅有的那束玫瑰花赠送给她。那是
她对于生活的爱和希望，她在自己陷入困苦之
时，仍想将这份温暖分享给他人。最后，张莎
剪下了其中一朵，小心珍藏。

四 戒指与甜品

见过太多眼泪与失去，也见过动人的珍
惜与感恩，这对于张莎同样是一种洗礼，也更
加坚定了她的选择。

一天，张莎刚结束物资发放工作，一名叙
利亚妇女抱着男孩走了过来。张莎以为她是
来领取物资的，遗憾地摆了摆手。女人没有离
去，用叙利亚语大声地说着什么，表情诚恳热
切。翻译告诉她，女人不是来领物资的，她只
是想说声谢谢，如果可以的话，想和志愿者们
合个影。张莎每天会听到很多很多“谢谢”，但
这样专程、郑重地前来致谢，仍使她感到惊讶。

交谈中，她得知这位容颜沧桑却不失美丽
的女性原本是位知名演员，拍过许多电影。她
告诉张莎，她抱着的是她的儿子，一个脑瘫患
儿。在这次地震里，他们失去了家园，如果没
有志愿者们发放的物资，她不知该如何解决她
和孩子的温饱。愈说愈动情，女人的眼眶里逐
渐蓄满了泪水，她从手上摘下了一枚戒指塞给
张莎。“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谢谢你们中国志
愿者能到叙利亚帮助我们，希望你能把这枚戒
指，连同我真挚的感谢一并带回中国。”女演员
的面孔与这枚宝石戒指交叠在一起，成了张莎
在叙利亚最难忘怀的美丽与哀愁。

张莎还曾看到，卖传统阿拉伯甜点“库纳法”
的老板在生意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仍免费给前来
乞讨的老人们提供食物。张莎留给老板折合约
   元人民币的钱，告诉他“这点钱就当是为更多
饿着肚子、但是没有钱的可怜人而存在”，那个身
材高大的叙利亚男人突然留下了眼泪。地震后，
许多叙利亚人民失去家园、亲人和经济来源，
但孤独和饥饿中，依然有温暖的爱在传递。

五 重返叙利亚

张莎回国后四方奔走募款，并与北京的
一家基金会合作，设立叙利亚项目专项基金，
取名“大地 · 玫瑰”。

在叙利亚的难忘经历，令张莎和那片土地
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连接。不久，她又返回故
地，和当地助手一起在大马士革四处寻找孤儿
院，确定捐助对象。从被怀疑到被接纳，她成
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莎莎姐姐。刚开始，孩子们
对走进孤儿院的东方陌生面孔好奇和害羞，慢
慢地一些大胆的孩子会接近她。去的次数多
了，孩子们围着张莎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她
扎辫子、夹发夹，抱来洋娃娃或者小妹妹给她
看，问她“这次会来陪我们多久，下次什么时候
再来”。每次分别时，孩子们恋恋不舍。孤儿
院还曾为张莎特别做过一顿超级“豪华”的早
餐，很多孩子和她一起吃，吃完以后还为她表
演了节目。“我享受到了最高待遇的家宴。”

每次去，张莎都会自己掏钱给孩子们带上
许多小礼物——印有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的
卡通形象的小内裤、小袜子，或者是小熊猫耳
钉、小熊猫项链。收到礼物的孩子们欢天喜
地。她也会给孤儿院的妈妈们准备礼物，传统
的中式发簪、耳环等，有一次她还背去了一台
缝纫机，因为孤儿院有一项缝纫课程，但院里
只有几台老旧的缝纫机，买新的又非常贵。

张莎一直认为，捐钱固然重要，但捐赠者
带着爱意来和这些孩子相处更重要。“孩子们
并不明白给他们捐了多少钱，他们只会觉得，
有一个长得不一样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跟
我们玩，给我穿上一套我很喜欢的衣服，送给
我漂亮的礼物。”张莎相信，这将是他们一生
中永远不会磨灭的美好记忆。

一次，她给孩子们捐完运动服之后，一所
孤儿院院长给了张莎大大的拥抱。通过翻
译，她才知道院长的道谢真挚动人：“感谢你
从万里之外而来。不是因为你给我们的孩子
捐了衣服，而是让我们有了很快乐的一天。”

六 文化的使者

语言不通，却心灵相通。在叙利亚，张莎
不仅是国际人道主义志愿者，也成了文化交
流的使者。她喜欢看着孩子们嘴里嚼着自己
小时候吃的大白兔和喔喔佳佳奶糖，糖纸在
他们手中被折成各种样子；孩子们带着她跳
摆在地上的呼啦圈，就像她小时候喜欢跳格
子，表演前空翻、后空翻……“自然而然会有
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你会觉得没有国别，没有
战乱，那个瞬间很美好、很温暖。”她说。

孩子们也因为张莎的出现而喜欢中国文
化。“当你做的一些事满足了人类的共通性时，
对方就会对你的文化产生好奇，会试图了解你
的民族和文化。”孩子们会教张莎读叙利亚的
诗歌，读完后还问她，能不能教一首中国的诗
歌？于是张莎教他们念《咏鹅》，一群叙利亚孩
子们生硬地发着“鹅，鹅，鹅”的音调，努力念出
“曲项向天歌”，那认真的样子，天真可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为叙利亚创作了歌
曲《心跳》，向全世界传达叙利亚儿童的希望。
中英文版本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翻
译填词，上海“爱作剧”剧团制作，  个孩子用
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张莎把演唱视频带到
叙利亚的孤儿院中，一起带去的还有上海惠灵
顿国际学校的学生在黑板上写下的祝福，张莎
把它们拍成照片贴到孤儿院的墙上，孩子们非
常开心感动。“当时，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打了个
响指，那些低年级小孩子就默契地集体起立
——他们开始唱歌，示意我拍视频。”后来，上
海惠灵顿国际学校将收到的视频和孤儿院孩
子们在作业本上写下的祝福和画作，做了一次
展览。有个  岁女孩看了展览后，用英文给
叙利亚孩子们写了一封信：“如果你觉得现在
的生活像柠檬，我希望你可以把它加一些水，
把它做成一杯可口的柠檬水。”

回国后，张莎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宣讲会，
将她从叙利亚废墟上捡回来的  公斤铁皮带
到现场，铁皮上遍布弹孔。听众将她精心准
备的玫瑰一枝枝插进弹孔，寄寓着人们对和
平的渴望，和跨越国界、超越民族的爱。

这些天，张莎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旅程作
准备。除了公益援助，她还计划在大马士革
种下一片橄榄树，让和平的种子在战争的创
伤和深重的灾难中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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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放下尊严来领取食物

的叙利亚老人

■ 张莎将当地一些流浪儿接到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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