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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华侨、留学生中的部分先进分子积
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不少中共党员在海外侨胞中进行革命宣传，组
织发动华侨支持国内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海外侨胞爆发了空前的抗日爱国热情，踊跃捐
款捐物，支援国内抗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
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
帜，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团结中国各党派、
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
人抗击侵略、救亡图存，党的侨务工作也由此系统
全面地开展起来。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
胞书》（即 《八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
奴的同胞们”和“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参加

“最广泛的反日民主统一战线”，并将保护华侨权益
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强调“保护侨胞在国
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此后，中共
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关于加
强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 等文件
中，强调做好侨务工作，争取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支
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面临民
族生存危机的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与
海外侨胞日益高涨的爱国民族热情相一致，获得了
海外侨胞的广泛认同，海外华侨逐步成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力量。

为了加强对侨务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38
年初组建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在海外
华侨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华侨群众抗日运
动，接受华侨捐款捐物；组织、输送众多华侨青年
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武装；支持
宋庆龄、何香凝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募捐活动
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
的两年半时间，共收到海外华侨汇款 220 万元和大
量物资。动员、输送了大批青年华侨和专业技术人
员回国参战，仅1938、1939年两年，回国的华侨青
年就达 600 余人，其中不少是八路军、新四军急需
的专业技术人才。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华
侨救国联合会”，以“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
传”，组织华侨归国参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举办
各种事业。1941年12月，成立由朱德担任领导的海
外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南洋抗日形势和侨务
工作，推动建立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
统一战线。这时期，我党对海外侨情有了比较全面
的了解和认识，建立了侨务工作机构和决策机制，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外侨胞中的影响，培养、锻
炼了一批侨务工作干部。

爱国华侨领袖对广大华侨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和
带动作用。争取爱国华侨领袖对中国共产党的理
解、认同和支持是侨务工作的重点。在此过程中，
中共中央坚持扩大华侨统战工作范围，强调争取

“有名望的有正义感的”爱国侨领开展组织动员工

作。1940 年，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
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抵达重庆后，对国民党当局
的纸醉金迷、奢侈浪费和消极抗战非常失望。当
来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同志以简朴、真诚、亲
切、民主的作风令陈嘉庚先生深为折服，延安清
新、向上的风气令他耳目一新，因此得出了“中
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成为海外华侨政治转向
的重要转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
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把海外侨胞视
为建立联合政府的基础力量之一。蒋介石悍然发动
内战后，中共中央号召建立包括华侨在内的民主
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1948 年中共发
布“五一口号”，得到了海外侨胞的广泛热烈响
应。毛泽东同志亲自电邀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
美堂回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新中国成立过
程中，中共真诚听取和采纳海外华侨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海外华侨成为新政协的组成单位。《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
权益和利益，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
益。”自此，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纪元，海外侨胞在

“站起来”中扬眉吐气，党和国家的侨务工作也进
入了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副会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中，海内外
侨胞始终与党和祖国命运与共、同心同
德。他们是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纽带，也
是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侨务
工作成为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
作。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侨务部门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动侨务工

作改革创新，加强涉侨法治建设，做好各
项为侨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凝聚侨心侨
力，紧密团结广大侨胞同圆共享中国梦。

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回望中共百
年侨务工作”栏目，约请侨务研究专家撰
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侨务政策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变迁发展进行阐释与解读。

陈铁军 （上图），原名陈燮君，
是广东一个归侨富商的女儿。为了
反对封建婚姻，她毅然外出求学。
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中共妇女运动
领导人蔡畅、邓颖超。1926 年，她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式改名为铁
军。从此，本可享受安逸生活的陈
铁军投身血雨腥风的革命洪流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陈铁军为躲避
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回到了佛山
老家。陈铁军的哥哥也是位富商，
见此情形十分担心，劝她说：“现在
外面风声很紧，你搞革命一旦被
捉，就没命了！你要读书，我供你
去香港或出洋留学都可以，你要为
自己的前途、幸福着想呀！”

陈铁军清楚哥哥的苦心，却没
有被亲情融化革命的意志。哥哥万
般无奈而又心急，让比陈铁军小四
岁的二妹陈铁儿去劝她。没想到，二
妹不但没有劝陈铁军回头，自己反而
在陈铁军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姐妹
俩在革命的洪流中意志更加坚定。

1927 年，邓颖超因病留在广州
住院。就在此时，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的国民党
反动派也开始搜捕共产党人。4月15
日，大批军警将陈铁军所在的中山
大学包围起来，陈铁军立即想到住
院的邓颖超可能有危险。她立即乔
装翻出学校院墙，躲过盘查的军
警，赶到医院通知邓颖超撤离。第
二天，敌人就对医院进行了搜查。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组织上决定陈铁军与周文雍扮作夫
妻，开展地下斗争。1928年 1月，由于叛徒出卖，陈铁军和周
文雍不幸被捕。在监狱里，他们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名
利诱惑，始终顽强不屈。在地下斗争中，陈铁军和周文雍的感
情日益加深，但由于地下斗争的残酷，两人都没有明确表达。
在得知敌人无计可施要判处他们死刑后，两人决定将爱情公布
于众。当法官照例询问他们在死前还有什么要求时，周文雍提
出要和妻子拍一张合影。摄影师就在监狱的铁窗前为他们拍下
了这张著名的狱中结婚照。

在被押往红花岗刑场的路上，陈铁军、周文雍高呼“打倒
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刑场
成为他们结婚的礼堂，枪声成为他们结婚的礼炮。

陈铁军、周文雍牺牲后的第二天，当时的报纸刊登了这张
合影。为避免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原来已是夫妻，报纸就在照片
旁以陈铁军的口吻附加了一句话：“我们俩过去在一块工作，一
直没有结婚，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照片和报道感人肺腑。
聂荣臻看到后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战友，那是刑场上的婚
礼啊！他们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今，广东江门建有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碑座正面镌刻
的碑文上记录着两位烈士的革命事迹。右面刻着周文雍烈士就义
前写的著名诗句：“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
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左面刻着陈铁军烈士的箴言：“一个革命
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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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
徽省淮北市濉溪
县百善镇道口村
探索“旅游+农
业”发展模式，
打造以荷花为主
题的生态旅游观
光产业，助推乡
村振兴。图为 7
月10日，游客在
荷塘月色趣园内
乘坐观光小火车
赏荷观景。

周方玲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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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是全国唯一的一位华侨抗日
女英雄，她是从漳州走出去的，是漳
州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福建省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陈
忠杰如是说。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笔者走进李林故乡，追寻这位华
侨女英雄的足迹。

“归国华侨的楷模”

1915 年，李林出生于福建漳州龙
溪县城 （今漳州市区大同路上）。4 岁

时，她随养母侨居印尼。1929 年，她
随养母回国，先后就读于厦门集美、
浙 江 杭 州 、 上 海 、 北 京 等 地 。 1936
年，她受命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晋
绥边区抗战中，她英勇杀敌，被贺龙
称为“我们的女英雄”。

1940 年 4 月 26 日，李林为掩护队
伍突围，壮烈牺牲，时年 25 岁。在她
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
会，称她是“归国华侨的楷模，青年
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国妇女的旗帜”。
她还相继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首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李林的事迹不仅在她的故乡漳

州，也在印尼以及她求学、战斗过的地
方广为传颂。”陈忠杰说，在侨居地寄人
篱下的生活，深深刺痛了学生时代的李
林的自尊心，让她萌生出朦胧、朴素的爱
国主义思想，产生了“振兴中华”的初心。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
休。”回国后，李林在中国人民抗日救
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条件下，逐步
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最终以
身殉国，实现“杀倭报国”的誓言。
在陈忠杰看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李林精神的最集中体现。

“向英雄致敬”

近年来，李林的家乡兴起弘扬李
林精神的热潮。在接受采访时，陈忠
杰一边介绍李林事迹，一边打开连环
画《李林》、读本《华侨抗战女英雄李林》
及《少年李林》等出版物，“这些文学作
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英雄致敬”。

“尊崇英雄、敬仰英烈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弘扬李林爱国主义精神
永远不会过时。”从事研究李林事迹10
多年的陈忠杰表示，英雄已逝，我们
沐浴在和平与幸福之中，需要讲好英雄
的故事，用英雄的故事唤醒心中的激
情，让李林的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从小就听家里人讲述我阿姨的故
事，她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骄傲。”李林
的外甥周文盛告诉笔者，李林在印尼

度过童年、长成少女，14 岁时回国就
读厦门集美中学，深受陈嘉庚先生的
爱国主义思想濡染。

如今，周文盛时常向孩子讲述李
林故事。他说，带着孩子重温那个硝
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希望孩子能学习
传承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

“讲好李林故事”

漳州市委党校教师郭雅斌在她的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中，以“百年
党史人物志：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
为主题，从李林的求学、抗战、抉择
三个层面探寻李林精神的形成过程，
弘扬李林祖国至上、对党忠诚、舍身
为民、敢于担当的精神。

谈及与李林的“结缘”，郭雅斌忘不
了一年多前第一次听人讲到李林抗战
经历、牺牲经过时的震撼与感动。她说，
后来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看到李林作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
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上了“缅怀墙”；
翻阅资料，了解到李林弃学从戎直至壮
烈牺牲的一生，无不令人动容。

“李林的故事丰满，李林的形象具
体，李林的精神动人。”郭雅斌说，作
为家乡人，有责任讲好讲实李林故
事，传承弘扬李林精神。

漳州是著名侨乡。漳州市侨联主席林
智勇认为，李林是广大侨胞的骄傲，她给
广大侨胞树立了爱国爱乡的光辉榜样。

（来源：中新网）

探访华侨英雄故乡：爱国精神薪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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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陈忠杰展示日前出版的李林连环画和读本。张金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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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海安市
水 稻 进 入 管 护
期，当地农民抢
抓时节，深入田
间清除杂草，确
保 水 稻 丰 产 增
收。图为 7月 12
日，海安市大公
镇星建农地股份
合作社农民在水
稻田间精准喷洒
药剂除杂。

翟慧勇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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