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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远征军的曝光度，不如飞虎
队声名远播，他们的故事尘封多年。
他们中有司机、技工，有富家子，有
工程师，有商人，他们是——南侨机
工，一群抗战中“特殊身份”的战
士。

轮盘日夜无停息

2014 年 9 月初，为参加纪念南侨
机工回国抗战75周年系列活动，李亚
留、苏荣稳、蒋印生、翁家贵、吴惠
民、罗开瑚几位老人，又一次相聚昆
明——这座对他们意义非凡的城市。

这里是昔日滇缅公路的起点。75
年前，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东南
山河尽陷敌手，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或
为日军封锁，偏居大西南的滇缅公路
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大量的外援
物资，需要从这条生命线上运入国
内。

当时的中国，汽车还非寻常物，
熟练的司机和技工更是紧缺。1938年
12月，国民政府正式电请南洋著名华
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代为招募机工回国
抗战。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
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
华侨热情响应，经严格选拔，3000多
名南洋华侨机工于 1939年分 9批回到
祖国参加抗日。

机工们在昆明经过短暂的军训，
便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
运输处分配与编队，投入到抗战运输
工作中。他们的主战场是滇缅公路，
武器就是手中的方向盘。

当时的滇缅公路，是抗战爆发后
紧急抢修的简易公路，上千公里的路
段 80%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深
谷、陡坡、急弯不计其数。车祸是南
侨机工遭遇的第一个杀手。1939 年 4

月到 7 月，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驾驶
的车辆就发生24起车祸。第二个杀手
是疟疾。南洋机工行经的路段瘴气袭
人，许多机工染上疟疾后，由于缺医
少药未能及时治疗而身亡。

行驶在滇缅公路上，日军飞机的
狂轰滥炸更是家常便饭。为了躲日军
飞机，他们常常要夜间行车，危险更
增几分，却无人退缩。

“海外归来志未酬，风尘仆仆群
山头。轮盘日夜无停息，不复山河誓
不休！”这是南侨机工第十一大队倪
鸿声 1940年 5月写下的诗句。1939年
到1942年，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万吨
军需物资、1.5 万多辆汽车及大量物
资，其中大部分是由南侨机工运送
的。据统计，将近一半南侨机工牺牲
在滇缅公路上。

生离死别多坎坷

1942 年 5 月，为了阻止日军推
进，中国军队炸毁了连接怒江两岸的
惠通桥。部分南侨机工被隔断在怒江
西岸的敌占区，许多人被日军抓捕杀
害。

畹町南侨机工纪念碑管理所所长
叶晓东是南侨机工的后代。他的父亲
陈团圆，为了隐蔽身份，和当地傣族
姑娘朗玉宝结了婚，但后来被人告
密，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刚出生
3 个月。朗玉宝带着儿子四处躲藏，
走投无路只能重新嫁人，叶晓东也随
继父改姓叶。他最大的遗憾，是手头
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没有，经多方找
寻却一无所获。“别人说，父亲可能
是改名参加了南侨机工。我现在最大
的心愿就是想看看父亲长什么样。”

少部分幸运者由当地老百姓掩护
下来，与傣族姑娘结婚，成家立业。

现居保山的翁家贵，与保山籍的妻子
相濡以沫超过70年。当年，翁家贵已
经办好回南洋的全部手续，却因为妻
子临时变卦而选择留下。罗开瑚的妻
子方德和是大理人，与他携手走过50
年，相夫教子、甘苦与共，直到去
世。罗开瑚和翁家贵在第二故乡云南
生活了70多年，讲话已带有浓重的云
南口音。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抗战胜利后
选择了返回南洋。1946 年 10 月到 11
月，南侨机工上千人终于挈妇将雏踏
上了南返的路程。然而，许多机工的
亲人却没能等到这一天。1942年，马
来西亚沦陷后，南侨机工的亲属被日
军视为“敌侨”，遭到残酷杀戮。

南返机工难忘他们抛洒了青春和
热血的红土高原。回到马来西亚后，
机工李亚留买了辆小巴士跑生意，车
子取名“昆明”。另一位南返机工给
两个女儿起名“昆明”“大理”。

“南侨机工”照汗青

“南侨机工的事迹，再不宣传就
来不及了！”昆明市人民政府外事侨
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是两部南侨
机工纪录片的主要“操盘手”之一，
这是他这些年最大的感触。

留在国内的数百名机工大多命运
坎坷。“文革”结束后，南侨机工的
历史功绩得到国家的肯定和弘扬。
1986年，侨务部门开始给健在的南侨
机工发放生活补助，并逐年调整提高
补助标准。1989年，云南省人民政府
修建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落成，底座上
刻有“赤子功勋”四个大字。

2009 年 7 月开始，昆明市外事侨
务办公室牵头，联合市侨联、市委宣

传部、昆明电视台等部门，分别摄制
了 《南侨机工》《我心中的生命线》
两部纪录片。

2014 年 7 月 7 日，中央电视台和
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摄制的六集纪录
片 《南侨机工——被遗忘的卫国者》
开播。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关清华
在首映式上说，南侨机工的故事是一
部壮烈的华侨抗战史，这里面有着太
多关于义薄云天、悲欢离合、同仇敌
忾、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章节，有
太多的残缺与圆满、苦痛和悲怆、执
著与坚守。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对南侨机工的
纪念活动从未间断。抗战胜利第二
年，南洋华侨捐款在吉隆坡广东义山
修建了最早的南侨机工纪念碑。1950
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又修建了一座南
侨机工纪念碑。昆明西山的南洋华侨
机工抗日纪念碑已经矗立了20年。

2005年底，南侨机工后人林晓昌
先生捐资 350 万元，在畹町修建了一
座南侨机工纪念碑。2014 年 9 月，南
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馆在畹町奠
基开建，预计明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时开馆。英雄不语，功勋永存。希
望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怀，给世人以启
迪。

南侨机南侨机工工：：

特殊身份特殊身份的抗日勇的抗日勇士士
本报记者 王 尧

题图：从昆明到腊
戌行驶全程需七八天，
机工们居无定所。图为
机工运输路途中的暂息。

右图：陈嘉庚率领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
团 ” 专 程 视 察 滇 缅 公
路，看望南侨机工。

（本文照片由昆明市
外事侨务办公室提供）

“华二代”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华二代华二代””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本报电（卢慧） 10月24日上午，中
国华侨历史学会、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
究中心、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和北京离
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在北京新落成的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萧玉灿
诞辰 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驻印尼
原大使黄镇的夫人朱琳、中国驻雅加达
原总领事徐仁、北京华侨华人历史学
者、萧玉灿生前好友、印尼归侨、印尼
留学生等8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驻雅加达原总领事徐仁，北京
大学教授周南京、梁英明，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学者巫乐华，退休侨务干部 《萧
玉灿传》 译者之一陈浩琦，原驻雅加达
外交官、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黄书海，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印尼硕士留学生
杨睿彦等作主题演讲。

演讲者从政治、经济、民族、宗
教、民主与法治建设等各个不同的角度
解读萧玉灿的思想理念，一致认为萧玉
灿的这些思想理念，在今天指导认识海
外华人社会，开展侨务工作，仍有很重
大的意义。比如：鼓励落地生根、融入主流社会、提倡
华人参政、建设和谐社会等提法，是希望华侨华人能有
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安居乐业，为居住国建设和发展贡
献力量，成为中外友好的桥梁和使者。

萧玉灿是印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人领袖，长期
为实现印尼民族的团结，反对种族主义，积极维护华人
的合法权益，反对执行取消华人特征的同化政策作出不
懈努力。

今年 3 月以雅加达共和大学校友会为代表的印尼华
人界和印度尼西亚华裔总会分别举办了萧玉灿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香港归侨界也将于11月22日举办纪念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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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前合影与会人员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前合影与会人员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前合影

近日，西班牙 《国家报》 发表文
章称，过去华人带给西班牙人的封闭
印象正在发生改变，“华二代”正在更
好地融入这个国家。

与老一代移民相比，“华二代”有
着独特的优势，他们走出封闭的小圈
子，努力融入到当地社会，在各个领
域和行业展现自己的风采。他们不仅
为自己赢得了新的生活，也展示了良
好的华人形象。

做IT办学校实现自我价值

在荷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
人也已经融入到各行各业中。他们受
教育的程度普遍较高，并且从事各种
受人尊敬的工作，出现了很多卓有成
就的企业家。

荷兰鹿特丹副市长 Ms.Baljeu 曾对
在荷华人形象做过如下阐述：“第三代

华人在积极的尝试创业，他们活跃在IT、传媒等各种行业。如果你去问荷
兰居民，他们对中国移民的印象如何，也许20年前你得到的答案会是餐馆
饭店，而如今他们会说，中国人是一群创业者。”

同样，西班牙华侨华人的子女们工作很多元，比如：在语言中心教华
人讲西班牙语，在驾校训练华人考驾驶执照，在大型金融企业担当经理等。

华裔女孩张凯梯在美国马里兰州长大，是第二代移民。她的第一份职
业是律师，然而一场大病让她坐上了轮椅。大病初愈后她辞去律师的工作
走上创业之路，开始跨界当起咖啡师、调酒师、纪录片导演，还开设厨艺
学校，教授烹饪技巧。她在华盛顿开了一家名为 EatsPlace的商业厨房，邀
请尚未拥有独立店面的厨师轮流担任驻店主厨，提供不同风味的特色美
食。厨房设备齐全，主厨只需支付食材费用，在餐点售出、创造收益后与
EatsPlace利润分成。对于张凯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家商业厨房，更是让年
轻厨师和自己共同实现梦想的基地。

组社团当议员维护侨胞利益

令人欣喜的是，年轻的二三代华人除了积极让自己融入当地社会，还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维护海外侨胞的共同利益。

烟台姑娘王伟华8岁来到德国，前不久她当选为Schwetzingen市最年轻
的议员。王伟华表示，因为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教
育与影响，所以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在世界上推
广、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包括促进中德两国间
建立更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

在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从父兄辈
手中接棒踏入政界。加利福尼亚州的库尼蒂诺市
是美国华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年轻的

“70后”华裔黄少雄目前是这座城市的第四任华裔
市长。帮助当地华人维护权益、满足需求和提升
地位都是闯荡政坛的年轻华裔所努力的方向。

第二代华人吴耿君在德国经营着自己的资产
管理公司，为了为在德国发展的华人提供一个交
流互助平台，2014 年他在当地成立了第一个以

“华二代”为主体的华人社团——德华青年联谊会
（下称“青年会”）。吴耿君介绍，青年会的宗旨是：

构筑青年的联络平台，增进青年人之间的友谊，提供交友和工作招聘信息。
他说：“协会主要聚焦于‘华二代’，我希望利用自己的经验更好地去帮助

他们。我身边就有许多华‘华二代’，已经完全是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
对传统的华人协会不感兴趣。我希望能用更加新颖的方式来吸引他们。”

三大优势助力“华二代”

从创业、组织社团到服务政坛，“华二代”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呢？
首先，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语言基础让年轻的华裔更加“本土化”。美国

华裔黄少雄认为，“像我们这样的第二、第三代移民，随着英语成为母语，
语言障碍消除，视野也随之更加开阔。”同为第二代移民，26岁的英格兰东
萨赛克斯郡议员成德仁也认为：“我参政时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上要比父亲那
一代小得多，因为我从小就通过学校和工作融入了英国社会。”

其次，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以及更为包容的心态让在海外土生土长的
第二、第三代移民更加“国际化”。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和
政治文化，思想的“国际融合”让他们也能够在参与公共服务、从事政治
活动时更加自如，更有底气。

此外，无论是在商场还是政坛，海外的年轻华裔还具有“创新化”的
特质，他们善用新理念、新技术，勇敢探索新领域。例如年轻华裔候选人在竞
选中更加重视利用新颖的传播方式争取选票，如在社交网络设置个人主页，
发表政治观点，并与选民进行互动。与老一辈的华人创业者相比，他们学习能
力强，善于观察和积累人脉，对于商机有准确的观察和独特的思考。

观点新锐、富有激情，再加上从老一辈移民身上继承的刻苦自励和勤
俭耐劳，年轻的二代华人正从老一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积极融入当地主流
社会，迅速发展自己。

﹃﹃
华
二
代

华
二
代
﹄
：
﹄
：

融
入
当
地

融
入
当
地
，，
活
出
精
彩

活
出
精
彩

吕
文
宝

本报电（肖列）“海淀区第三届
新侨乡文化节暨庆祝区侨联成立 30
周年文艺汇演”日前在北京海淀剧院
举行，为历时半年的第三届海淀区新
侨乡文化节系列活动画上了圆满句
号。海淀区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和
热心侨界文化活动的各界群众近10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现场，来自海淀园侨联和海淀
区11个街道的近300名侨界演员表演
了合唱、独唱、舞蹈、朗诵等 10 余
个节目，合唱《长江之歌》更是将整

场演出推向高潮，引起了在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

第三届新侨乡文化节吸引了驻区
高校、科研院所、新侨企业、街道和
社区等多家单位积极参与，极大地调
动了侨界群众参与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的积极性。据悉，此次文化节正值区
侨联成立 30 周年，区侨联与区各相
关单位，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开展了登
山、文艺汇演、征文等多项活动，吸
引了3000多名群众参加。

下图为侨界演员在演出中。

北京海淀区举办新侨乡文化节

本报电 （高桂钦） 总投资 4000
万元的福建常山华侨文化中心日前全
面完工，择日将验收。这是常山继华
侨文化广场、郊野公园、东南亚风情
一条街等一批“侨特色”的侨城项目
竣工之后建成的另一地标性建筑。

常山华侨文化中心位于福建常山
华侨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侧前方，总
占 地 面 积 约 20.86 亩 ， 建 设 面 积
10461.7 平方米。该项目于 2013 年 5
月动工投建，建成后是一个可容纳
1000 人的集音、艺、视、展、体为
一体的多功能文化“综合体”。

据悉，常山华侨开发区的前身是
中国规模第二大的常山华侨农场，是
海峡西岸经济区最大的归国华侨聚集
地，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座东南亚风情
与闽南民俗文化交相辉映的华侨精神
家园。

漳州侨务部门有关人士称，华侨
文化中心的建成，必将更好地弘扬侨
文化，发展旅游业，推动常山华侨事业
的发展，推动常山与海内外侨界在招
商引资、捐资助学、扶贫帮困、文化科
技交流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将成为常
山对外文化交流和服务的重要窗口。

常山华侨文化中心“侨”特色尽显常山华侨文化中心“侨”特色尽显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美国中文网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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