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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任何有血性的人，
面对日本入侵，都会抗战

今年 75 岁高龄的李翠英 9 月 2 日将从旧金山飞抵北
京，参加“9·3”大阅兵。本来她应该陪同的，是抗战名
将詹道良。不幸的是詹道良将军已于去年离世，享年104
岁。

作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本身就是历史，李翠英的抗战
记忆来自詹道良的身体。

“他身上有11个枪洞，一块弹片还留在右大腿压住坐
骨神经。”李翠英记得，“他恨透了日寇，70 年来，小日
本的东西不吃，不买，不用。”

詹道良将军 1911 年出生于湖南益阳，黄埔军校八期
炮科毕业。“他参加了八一三松沪会战，担任重弹炮手，
第一营中尉，观察军官，第一炮打毁了日旗舰出云号。”
李翠英说。

旧金山华侨董阿哥的记忆来自父辈：“大伯是当地李
向阳式的人物，1935年的党员。父亲是八路军，冀中八分
区老五团的。”

“大伯长父亲14岁，在深县地区人称董老魁，因大伯
抗日，弟弟也就是我父亲自然就加入了。”董阿哥当时问
过父亲，“‘你为什么不跑？’他讲，小鬼子占领着，回去
就是奴隶，所以必须留在部队上。”

“当年，只要有血性的人，广大的农民如我父亲这样
的千万大众，因日人侵犯，中断学业，都义无返顾地加入
了抗日运动。”董阿哥说。

张新德心目中父亲张本厚的形象与 《永不消逝的电
波》 中李侠的形象类似，且两家真有交集。“他太太叫裘
慧英，她的哥哥是裘益钟，上海交大的资深教授，与我父
亲是同学。”

八一三后，“父亲经友人介绍到国民党军队从事技
术工作十余年。1942 年，黄埔校友介绍他去培训电讯
人员，担任无线电工程教官。父亲将原来小功率的电
台进行改进，扩大到可指挥全国和各地。”张新德回
忆。

先辈说了很多，自己看到
了更加感到其伟大

一个机缘巧合，美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学会会长周媄
媄走上了寻找祖辈和父辈抗战事迹的道路。

“外公叫曹震，官至国民政府中将。”在家中，母亲的
回忆让外公的抗战事迹延续了下去，但周媄媄还是觉得没
法和那个时段的历史产生交集。

有一次，外公生前的好友来到家中，说如果要想查到
外公的资料，可以去台湾的档案馆试试。

“我们就试了试，没想到这么多年，档案馆里的资料
还保存得这么完整。”周媄媄惊讶。“我们想弄清楚外公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查到了外公的很多材料。”

抗战伊始，曹震时任 22 集团军驻京 （武汉） 办事处
处长，其工作是负责协调、联络集团军与中央国民政府之
间有关的军事、政治和军需等事宜。这一系列工作确保了

22集团军顺利对日作战。
更多的电文显示，曹震利用其工作关系，为邓锡侯和

该部其他重要将领，提供了大量的淞沪抗战作战态势、日
我军攻防、日军进攻路线等情报。

在周媄媄的家族中，舅舅曹帅英也是值得书写的一
笔。“在日寇攻陷南京前撤离南京，（舅舅） 与高中的众多
同学一道辗转经安徽到达武汉。1937年底在武昌右旗考入
黄埔军校 15 期一总队辎重科。毕业后积极参加抗战，做
军需运输工作。”

“以前妈妈也讲他们的故事，但是自己看到了，更感
觉到他们的伟大。”周媄媄说。

父辈们在国家危难之时尽职，
我们后人不应该忘记

詹道良将军生前已将自己的戎马生涯集结成册，让后
人铭记那段历史。

“小的时候最爱听父亲唱军歌，八路军军歌带着行军
节奏，和着乡音，雄壮豪迈有力。我童年时特别印象深
刻。”父辈的血性在董阿哥身上也留下印迹。

2012 年，董阿哥带领旧金山 20 多人参加了“保钓”
运动。“我坐在轮椅上调度，一天不敢喝水，从早到晚，
之后在床上躺了4天。”董阿哥回忆，“只想着父辈是用命
抗日，我是忍痛抗日，这是应该的。”

张新德手头保存着父亲大部分的证明、证书，嘉奖
令。翻看着父亲的回忆录，再反复回忆父亲在病床上对往
事的眷恋，所有的历史人物已经有了不同的生命力。

“父辈们在国家危难之时尽职，我们后人不应该忘
记。”张新德说。

从事文艺工作的周媄媄虽然身在美国，可是心在中
国。由她发起的 5 月鲜花献母亲的大型音乐会至今年已
经举行了 11 届。“今年我的主题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与抗战有关的人正在逐渐逝去，这种抗战记忆能否
持续下去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国家，历史教
育本身就注重西方战场，而对东方战场很少顾及。“走
一步看一步吧，我们这代人就是先把这代人的事情做
好。要想维系这段抗战记忆，还需要系统的历史教
育。”董阿哥多少有些伤感。

“不会断下去的，妈妈不会断掉对父辈的记忆，我也
不会断掉妈妈对我讲的东西。况且老人也在集结成书，让
一代代传下去。”周媄媄很乐观。

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改写了我们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也给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6000万海外侨胞，身处异国他

乡，身上担负的传承历史记忆的责任更重。

在海外延续的抗战记忆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在海外延续的抗战记忆在海外延续的抗战记忆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据 澳 大 利 亚 新 快 网 报
道，近日一项新研究显示，
澳大利亚民众的“社会归属
感”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和
社会脱节，新移民受歧视的遭
遇逐年增加，因而出现了加强
移民入籍重要性的呼声。那
么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呢？为
求证真相，笔者独家专访了分
别从事媒体、贸易和移民中介
业务的4位在澳华人。

报告说得有点夸大

这项研究指的是澳大利
亚斯坎伦基金会最新推出的

《社会凝聚力测绘报告》。据
了解，该报告的调查工作开
始于 2007 年，由斯坎伦基金
会与蒙纳士大学和澳洲联邦
政府合作推动。

报告指出，这些现象部
分归咎于社会歧视。2013 年
的报告表明，每5名澳人中就
有1人曾经受歧视。而最近一
期的报告则显示，在受访者
中有近三成的人宣称每月至
少有1次被歧视的遭遇，而因
肤色、种族或宗教信仰遭遇
歧视的受访者数量则在7年间
增加了一倍。

报告主笔人认为，该调
查凸显了公民入籍和社会融
合 之 间 的 联 系 。 报 道 则 推
断，澳大利亚的社会歧视问
题导致了移民无归属感、不
愿入籍。但这一结论并未获
得旅澳华人的认同。

“它的目的可能是让政府加大反歧视的宣
传”，澳中商业峰会主席杨东东说，“但这么提好
像有点夸大。”“不管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对澳
洲的归属感“还是比较强的”，种族歧视还“不成
问题”，杨东东认为。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新报社长王进科也认为该
报告有“刻意引导”舆论之嫌，是否入籍和社会
歧视并没有直接联系。

并不是歧视的问题

作为一个以多元文化著称的移民国家，澳大
利亚很少在种族歧视方面受到指摘。相反，在反
对种族歧视方面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反歧
视法》，且这项法律在澳“家喻户晓”。不仅如
此，每年的 3 月 18 日澳大利亚全国各地还会举行

“民族和谐日”的庆祝活动，并举办新移民的公
民入籍仪式，“这是每年的固定活动”，杨东东介
绍。

“在过去20年中，在从中国过来的高端企业家
圈子里，受到社会歧视的情况很少。”澳大利亚
ABC环球集团总裁袁祖文坦言。“周围不管是华人
还是其他族裔的人”，对澳的公正程度和社会秩序
方面“应该还是认可比较多的。”杨东东说。

但是种族歧视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从前
不久发生在悉尼火车和巴士上的种族歧视事件中
肇事者的言行来看，事件发生的主因便是“他们
的工作被抢”，澳大利亚媒体人王冠仑分析。

社会歧视往往源于经济因素给社会底层带来
的负面情绪。“外来人口的增长导致了本土人的失
业和物价上涨”，再加上文化的冲突，给“那些生
活不太好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王进科
分析说。“目前失业率应该是21年来最高的，特别
是制造业。”王冠仑说。

但是“大环境还是很包容、和谐的。”王进科
说。移民不入籍和社会歧视可能并无太多关联。
根据现行法律，移民者在获得绿卡后的两个5年后
必须选择是否入籍。关于入籍与否，大多数人考
虑的是“国内资产在全球处置的问题，而不是归
属感的问题”，袁祖文分析。

入乡随俗才能融入

尽管社会歧视问题在澳大利亚并不突出，但
是报告的内容还是凸显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趋
势。这提示广大在澳华人：赴澳移民，尤其是入
籍，依然要考虑如何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尽量避
免民族冲突的问题。

首先，入籍前最好先学好英语。一方面根据
现行法律，入籍必须通过英文考试。另一方面如
果不懂英文，与当地人沟通不畅，可能会引起族
裔间不必要的摩擦。

其次，了解澳大利亚法律也是移民的当务之
急，尤其是中澳两国规定不同的地方。比如父母
不能留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在家，否则可能会遭到
邻居报警——要“避免因无知而犯错”，袁祖文说。

而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入乡
随俗。“澳大利亚人非常重视生活质量”，工作日
努力工作，周末则一般都会出去旅游。选择和当
地人一样的生活节奏，才能“在生活方式上尽快
融入澳大利亚”，袁祖文建议说。

在悉尼、墨尔本等多种族文化的城市，文化
差异可能是问题的焦点，“保持宽容的心态，可能
会相对减少一些族群间的摩擦”，袁祖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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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侨爱医疗服务队首次赴藏义诊

中新社电 8月26日，北京侨爱医疗服务队（左图）赴
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正式启动为期5天的义诊，医疗服务
队除了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面诊服务外，还将在各医院举
办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业务指导、健康咨询等活动。本次
活动是国务院侨办发起的“侨爱工程”系列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侨务办公室、北京援藏指挥部、
西藏外事侨务办公室主办，专家队伍涵盖了心内科、妇
产科、口腔科、骨科、内分泌科和眼科6个科室，均为
日常就医科室，可解决实际问题。

北京侨爱医疗服务队义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 7
年，已经成为侨务工作的品牌项目，受到了各地民众和
医疗机构的欢迎。

中国赴澳工作度假签证9月开启

中新社8月27日电 据澳大利亚 《星岛日报》 报
道，澳大利亚与中国已达成工作度假签证的安排，由 9
月1日起生效，每年将有5000个名额给中国青年人到澳
大利亚打工度假。

申请人的资格，必须在申请时满 18 岁，和未满 31
岁，持有效中国护照。申请人在澳大利亚不得与需供养
的子女一起，要有足够的金钱支持工作度假 （约5000澳
元），并且有足够金钱买回程机票。

申请人要持专上教育资格或成功完成至少两年本科
课程，具备功能英语 （相等于雅思4.5分或以上），符合
品格及健康规定。有关申请详情，将于不久贴在澳大利
亚驻北京大使馆网址上。

美国纽约州打击非法民宿的力度日益加大，房东
和房客都是战战兢兢，华裔李小姐就因为在 Airbnb 上
出租公寓，差点无家可归。

李小姐和其男友租住了曼哈顿中城一栋公寓楼的
一套 2 房公寓，每月租金 4500 美元。前段时间，他们
以单间每天 160 美元，客厅沙发每天 45 美元的价格将
公寓内的剩余空间在 Airbnb 上进行短期招租。上周，
房东突然找到他们，以经营非法民宿，违反纽约州法
为由，要求其立刻停止短租行为。李小姐第二天便将
房客赶走，谁知 5天后，房东却出示了终止租约通知：

“他在里面提到说，我们做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他们，所
以要我们提早搬离公寓，但是我们提早搬走后，我们
还是必须把剩下的合约租金交完。”

自己上学、男友工作，李小姐最害怕的就是被房

东赶走，要支付13500美元的罚款，又要找新住处，经
济压力太大了。而且铺天盖地的 Airbnb 广告，为什么
其他人可以做，他们做却违法了呢？

李小姐：“我们一直以为这件事是没有问题。所以
另外一个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除了违约，有没
有违反纽约州的州法。”

纽约州法规定，不得将整间公寓以短于 30天的形
式出租。然而李小姐和其男友也住在公寓中，并未出
租整间公寓，实际上并未违反该法律。律师朱益民表
示，法律上，房东要经过法庭程序才能驱赶房客，且
必须由法警执行，耗时颇长。如果李小姐不打算续
租，可不理会房东，但未来退房时恐怕拿不回押金。
他建议李小姐写信告知房东自己并无违法或违约行
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同时也对房东起到威吓作用。

华裔女子分租公寓获罚上万
王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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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道良将军詹道良将军

张新德保存的父亲张本厚的照片张新德保存的父亲张本厚的照片张新德保存的父亲张本厚的照片

董阿哥的父亲和大伯董阿哥的父亲和大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