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华侨华人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1年12月21日 星期二

华侨青年踏上延安路

“……祖国正在风雨中飘摇，东三省
被出卖，日寇正在得寸进尺侵略华北，广
大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主张抗日。

我不愿在海外再当孤儿，下决心离开
南洋，离开第二故乡，辞别了亲友和同
学，回到了祖国，投入苦难母亲的怀抱。”

——白刃长篇小说《南洋漂流记》

1918年，父亲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晋
江永宁镇。那时，当地人多下南洋谋生，
父亲 14 岁时跟随前辈的足迹踏上了菲律
宾的土地，在当地商店做学徒。父亲年幼
时曾读过几年私塾，来到异国他乡也依然
渴望读书。于是，没过多久，他便放弃了
做生意这条路，来到马尼拉中西小学求
学，受教于华侨教育家颜文初老先生，并
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萌生救国思想。此后，
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马尼拉华侨中学，
免费读书。为赚生活费，他半工半读，每
天晨起卖报。那时他卖的报纸是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救国时报》，这份
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进步读物，给
了父亲很大影响。此后，父亲在中文报纸

《华侨商报》打工，积累了采写、办报的
初步经验。

在华侨中学，父亲遇到了中共早期党
员董锄平老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父亲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日寇进犯中
国东北。董锄平率领华侨中学师生成立

“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父亲参与其中并
担任宣传工作，和师生们一起出墙报、散传
单，呼吁广大华侨奋起救国。此后，“人人日
日抗日救国会”出版《救亡月刊》，父亲参与
月刊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父亲还加入
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中华民族武装
自卫会菲律宾分会，并参加马尼拉华侨业

余剧团，通过演出抗日戏剧为国募捐。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爆发，

《救亡月刊》1937年元月号刊登社论，支
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知国共合作
出现一丝曙光后，父亲再也无心留在南
洋，只想回国参与抗战。1937年，正当抗
日烽火燃遍神州时，父亲怀着保家卫国的
满腔热血，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

几经周折，父亲辗转南京、厦门、泉
州、广州等地，终于在 1938 年 10 月抵达
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编入抗大
四期五大队，开赴陇东庆阳；之后又和陕
北公学、青训班编为抗大一分校，开赴晋
东南。不久，日寇围攻晋东南根据地，抗
大搬到太行山上，父亲被抽调到宣传队工
作，积极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活
动，写标语、说快板、拉洋片、演活报剧、唱
抗日歌曲、召集群众会，宣传抗日救国，动
员群众支援抗日，抵御日寇扫荡。由于表现
突出，父亲于1939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年后，父亲从抗大毕业，分配到山
东八路军第115师工作。期间，组织上了
解到父亲在菲律宾中文报纸工作的经历，
于是把父亲从司令部调入政治部，承担

《战士报》办报等宣传工作。从此，父亲
正式拿起笔，与战地写作结缘。

战地磨练出的笔杆子

“这是一首动人的短诗呀！”他对自己
说：“他们用勇敢和机智，给我上了生动的
一课，我要把他们的英雄故事，写成诗篇！”

——白刃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

在山东八路军第115师，父亲随部队
征战。期间，他在前线采写了大量反映中
国军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战地
报道，并创作了许多诗歌、唱词、纪实文
学等作品，记录了指战员的英雄故事和敌
后百姓支援八路军的动人事迹。

父亲的原名叫王寄生，沿用至今的名
字白刃诞生于敌后抗战阶段。1940 年 2
月，八路军第115师部队向山东天宝山区
发展，一举攻克了位于抱犊崮山区与天宝
山区之间的要地白彦镇，全歼了据守该村
的日伪军。日军为控制鲁南山区，决定重
占白彦镇。1940年3月12日，日伪军出动
700 余人，分 3 路向白彦镇进行反扑。那
时，父亲跟随第686团也来到白彦，在山
崮上的观察所中，见证了八路军战士英勇
奋战的全过程。面对敌军的进犯，686团
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在白彦镇北部
遭受重击后，又会同梁丘出动的日伪军进
占白彦。当夜，第686团趁日伪军立足未
稳，进行突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
战。3月13日拂晓，日伪军残部向西北方
向逃窜，白彦保卫战宣告胜利。战斗结束
后，父亲根据亲身见闻，赶写了一篇战地
通讯 《在观察所》 并署名“白刃”。此
后，“白刃”的名字越叫越响，逐渐成为
战地有名的笔杆子。

那时，部队办报人员不多，父亲一人
身兼数职，当记者、当编辑，还要排版、
印报纸，日夜扑在新闻工作上。开始时，
报纸只能用铁版刻字油印，后来才有了手

摇铅印机。一旦发生战斗，父亲和报社的
同志们就要背起印刷机器随部队转移。但
即便如此，父亲也甘之如饴。

1943 年“精兵简政”后，《战士报》
停刊。父亲主动要求下连队锻炼，想要放
下笔，拿起枪，亲自和日寇作战。在连队
任指导员期间，父亲和日军打了几场轰轰
烈烈的战斗。此后，父亲调任滨海军区

《民兵报》主编，不久调回山东军区《山
东画报》任副主编。

父亲一直认为，要写东西，就要有生
活作积淀，要积累大量的一手素材。这些
只有到前线连队亲自参加战斗才可以获
得。因此，他始终注重深入战地，采访前
线将士，根据一手资料进行写作。正因为
这样，父亲的一支笔总能传递出最真实动
人的战斗心声。

到一线记录时代声音

“我不敢把这个集子，作为这个伟大
的暴风雨时代的反响，只把它当作屋檐上
滴水的回声，也许读者从这里能听见一点
时代的声音。”——《白刃文集》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随军到东北，
奉命接管安东（今丹东）日伪放送局，担
任广播电台台长。此后，又担任西满军区
和东北后勤部的宣传科长兼报社主编。期
间，父亲接触了许多苏联描写卫国战争的
小说和电影，萌生了为中国革命创作文艺
作品的想法。他说，中国共产党自南昌起
义以来，历经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
战、解放战争，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和可
歌可泣的故事，但通过文学艺术反映出来
的却十分有限。自己从事过战地新闻工
作，还上过前线打过仗，在文艺创作方面
可以一试。

于是，父亲访问了被俘后加入解放军
的“解放战士”，用一晚上的时间写了 1
万字的短篇小说 《谁是敌人》，刊登在

《东北日报》。此后又接连发表了《小周也
要当英雄》《三秃的冤仇》 等多篇小说，
均获得良好反响。

那时正值辽沈战役期间，父亲再次主
动请缨，要求到前线当记者，很快得到东
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的同意。为了证
明自己“能写”，父亲争分夺秒深入连
队，在行军的马背上构思，在战斗的间隙
创作。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父亲都随野
战部队行动，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战地
通讯，也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同时不
断构思反映革命战争的长篇作品。新中国
成立之初，父亲完成了长篇小说《战斗到明
天》。意识到当时工农兵的文化水平读小说
存在困难，如果能通过说唱演出，更容易为
他们接受，于是父亲开始试写多幕话剧。

1951年夏天，父亲创作的话剧《糖衣
炮弹》大获成功，在军内文工团和全国各
地剧团上演。此后，父亲又接连创作《白
鹭》《战火纷飞》等话剧。1959年，应沈
阳话剧团邀请，父亲执笔创作有关长春起
义的话剧《兵临城下》。为此，他多次访
问当时的起义官兵和地下党员，翻阅大量
有关文件，综合历次敌军起义的材料进行

创作。这部话剧此后又经父亲之手改编为
电影，至今是反映解放战争的经典之作。

父亲常说，写作必须继续深入生活，
汲取新的养料。除了根据以往参加革命和
战争的经历写作，还要记录轰轰烈烈的社
会主义建设，脑袋里的“存货”需要不断
充实。因此，壮年时，他几乎每年都要出
去实践几个月，到部队、工厂、水库、农
村和建设工地，与劳动者深入交流，有了
灵感便立刻提笔创作，由此写就许多通
讯、诗歌，同时酝酿了多部小说及剧本。

他的作品没有在词藻上下功夫，只有
真实的感情和质朴的语言。文如其人，父
亲一生都以做一名艰苦朴素的共产党员为
荣。下南洋、赴延安、上战场，几经风雨
跌宕，他始终笔耕不辍，初心不改，用笔
如实记录火热的年代。这种孜孜以求的精
神，无愧为一名坚强的文艺战士。

中新网兰州电（闫姣）“要汇聚省
内数字经济领域的先进技术、科研力
量、侨界资源合力共建丝绸之路‘科
学走廊’，进一步促进我省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技术交流，深
化转移协作。”12 月 16 日，甘肃省侨
联主席闫鹏勋如是说。

当日，“甘肃省侨联‘一带一路’
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数字经济委员会成
立大会”在兰州举行。

闫鹏勋表示，该数字经济委员会
应致力于构建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路
径。不仅要着眼于经济建设，还要注
重人才培养，加强与侨联工作的结
合，利用侨联联系广泛的优势，发
掘、引进数字经济领域高端人才、专
业技术人员；要加强与政府、企业和
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联合
成立数字经济相关研究、成果转化机
构，推动研企合作；要发挥技术转移
中心的特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展合作，建立数字经济人才培养
基地，夯实人才基础。

“政府要和大学多互动交流，觉得
项目不错就亲自登门聊，直接接触大
学里的具体项目、具体负责人。”闫鹏
勋说。

作为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兰州大
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杨裔
说，目前甘肃的社区治理、文化旅游
等都加入了数字力量。甘肃有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扎实的科研队伍，希望
各方多沟通交流。

该数字经济委员会主任侯建国
称，将为企业提供各种市场信息、经
济信息及培训咨询服务。组织各种形
式联谊活动、加强企业间交流，为企
业寻找合作伙伴、兴办事业提供服
务。加强委员会对外交往，加大与友
好商会合作力度。

闫鹏勋称，今后，数字经济委员
会还要不断助力“数字丝绸之路”建
设，不断深化数字经济与各领域的产
业融合。数字经济既要壮大电子商
务、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业，
也要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同农业、文化、医疗等深度融
合，才能创造出产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远程医疗等数字化产业新业态，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站上数字化高地。

甘肃省侨联“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成
立半年多来，立足甘肃资源、能源和产业优势，主
动“走出去、请进来”，深化与东南亚、中亚、西亚
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贸合作，在农
业、文化、能源、职业教育等领域积极开展技术交
流、进行转移协作，有效促进了产学研对接融合与
国际合作，树立起了甘肃对外发展形象，提升了对
外合作水平。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在白刃的文集中，他自嘲是“闽南海隅的

村野顽童”，但就是这样一名“顽童”，却在年少
时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闯过沂蒙山的日寇大
扫荡，上过辽沈、平津战役大战场，用一支铁笔

记录了中国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近日，白刃之女白安丹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回忆，父亲数十年从军创作，他质朴的
初心始终不变。以下是白安丹的讲述。

菲律宾归侨、著名军旅作家白刃之女白安丹回忆——

父亲的作品写在革命前线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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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8时30分，浙江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7号泊位，一只集装箱被吊装至“中远海运双鱼
座”轮。至此，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破3000万标准箱，成为继上海港、新加坡港后，全球第3
个跻身“超3000万箱俱乐部”的港口。图为梅山港区桥吊在紧张作业。 杨江琦摄（新华社发）

1963 年，白刃授衔后拍摄的
肖像。

1945 年元旦，白刃在山东八路
军第115师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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