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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籍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有很多事迹值得传
播。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展示的精
神，可以演变成为我们爱国爱乡的福
建精神。”近日，福建省侨联主席王亚
君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如是表述。

闽籍华侨的“一早三多”

作为我国第二大侨乡，抗战时期，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侨有将近
300 万人，占华侨总数的 1/3 强，南洋
华侨中大部分都为闽籍。

王亚君认为，闽籍华侨在抗日战争
中的特点，可以用“一早三多”来概括。

“一早”即救援团体成立早。1928
年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
案一发生，山东筹赈会就成立起来，之
后规模不断壮大，层次不断提高，最终
形成了南洋华侨的总集合——南洋筹
赈总会，会长就是陈嘉庚先生。

“三多”即人力多、财力多、投资
多。闽籍华侨参加抗战的人最多，财力
物力贡献最大，抗战时期在国内投资也
最积极，糖厂、矿场、药厂、橡胶厂等，为
国家维持经济运行、民生正常提供了直
接帮助，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组由福建省社科院提供的材料
为上述概括提供了注脚：

首先是捐款捐物，从抗战爆发到
1940 年年底，闽籍华侨共捐款近 1 亿
元，捐献飞机 217 架，坦克 27 辆，救护
车上千辆。

其次是成立了众多救国抗日团
体，包括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
南洋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
民委员会总会等。

第三是抵制日货，南洋各地闽籍
华侨专门成立了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
机构，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
动，不买日货，不为日商做工，不把军
需物资供给日本侵略者。

第四是航空救国，如菲律宾华侨
购买了15架飞机，组成菲律宾华侨飞
虎队回国抗战；缅甸华侨购买10架战
斗机，编成缅甸华侨号送给祖国抗战。

第五是回国参战，如“菲律宾华侨
救国义勇队”、“南侨机工”等。

第六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抗
战初期陈嘉庚先生针对汪精卫之流而
作的“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
言和即汉奸”，曾震惊海内外，给了妥
协投降派一当头棒喝。

“南侨机工”抗战事迹感人

“闽籍华侨除了广泛发动、全民参
与、同仇敌忾外，还体现出血浓于水这
样一种情怀，认识到祖国是他们的根，
只有祖国强大以后，海外的华侨才有
立根之本，”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李鸿
阶告诉笔者。

李鸿阶曾担任过省社科院华侨所
所长。在他眼里，除了被毛泽东主席
评价为“民族的光辉，华侨的旗帜”的
陈嘉庚先生外，闽籍乡亲抗战事迹中
最感人的首推“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
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战爆发后，中国
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
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在此背景
下，1939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就成为
战时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海

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物和世界
各国支援的军火物资均需依赖此路输
入。这条全长 1146 公里的公路地势
险恶，非有熟练的机工难以胜任。由
于当时国内机工十分匮乏，只好请陈
嘉庚先生与“南侨总会”代招华侨机工
以救燃眉之急。消息传出即得到了南
洋华侨的热烈响应，由此诞生了“南侨
机工”这一专有名词以及有关“抗战运
输线上‘神行太保’”的许许多多可歌
可泣的传说。

“3200 人几乎都是青年，他们经
受过的苦难跟磨练，实际上是难以想
象的，而且牺牲者达千余人，日死亡约
七八人，可以说整个滇缅路的运输是
依靠这些机工的壮烈牺牲维持下来
的。前些年我曾专门去实地，感动得
流下了眼泪。”

第二感人的是“毁‘家’买债”。当
时，为了筹集更多款项支持祖国抗战，
在缅甸的闽籍华侨将温陵会馆、安溪
会馆、惠安会馆、三山会馆、南安会馆
等全都变卖了。

“会馆本身就是华侨海外栖身的一
个‘家’，是漂泊异国多年、历尽千辛万
苦才建成的，现在说卖就卖了。这种舍
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还不让人感动吗？”

“还有，侨领李清泉病逝前，仍不
忘嘱咐家属捐献遗产作为抚养祖国难
童之用；被中共中央妇委会称为‘女共
产党员的光辉模范’的李林牺牲时仅

24 岁；新四军将领李子芳，牺牲时也
仅 30 多岁。抗战中闽籍华侨的感人
故事实在太多，可以说他们是从来不
乏爱国情怀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李鸿阶强调。

多种活动纪念抗战胜利

据悉，为弘扬华侨爱国精神，借助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时机，福建
省相关部门今年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包括出版《赤子情怀——福建华侨与
抗日战争》图册和《福建华侨抗日名杰
列传》；以《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
上的南侨机工》的书名修订再版了《陈
嘉庚与南侨机工》；在福建华侨文化展
示中心举办《赤子情怀——福建华侨与
抗日战争》图片展和《陈嘉庚与南侨机
工》图片展；赴香港、澳门携手福建社团
进行《历史不能忘记——陈嘉庚精神永
存》大型图片巡展；举行《华侨与抗日战
争》学术研讨活动等。

“从侨联的角度来说，我们这几
年一直在做的还有推动深入研究华侨
历史文化和建设华侨历史博物馆这两
件事，目的就是挖掘研究、传播弘扬
华侨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精神，其
中，闽籍华侨精神最核心部分就是爱
国爱乡，他们不仅为所在地作出贡
献，而且还心系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
故乡，这种情结一直都在，弥足珍

贵，”王亚君表示。
“今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我感

到纪念胜利不能忘记我们的海外乡
亲，当年，3000 多名‘南侨机工’毅然
回国参加抗战，是华侨史上轰轰烈烈
的一大壮举，尽管世事沧桑，岁月流
逝，但他们的事迹不能被遗忘，所以就
将这本20年前出版的《陈嘉庚与南侨
机工》进行了修订增补，以《烽火赤子
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的书
名再次出版，”福建泉州学研究所所长
林少川告诉笔者。

30 年前，正是这位归侨后代，只
身深入福建、云南、四川、贵州、湖南、
湖北、广东、广西、海南等9省，用近10
年时间对当时幸存的 100 多位“南侨
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专门采访，凭借
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版了《陈嘉庚
与南侨机工》一书，作为抗战胜利 50
年的一份献礼。

（据新华社福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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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重信的舒诚老人失约了，她曾答应
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再次
接受采访，却提前于今年 2月 6日走了。她
走了，她的那些曾感动过许多人的故事，却
并未随着她的离去被带走。

花季少女：榕城抗日青年领袖

1937 年 9 月，还在省立第一中学（今福
州一中）读书的舒诚，投身中共领导的福州
抗日救亡运动。同年 11 月入党，开始在中
共领导下发动群众抗日。

1938 年初，李铁出任中共福州工委书
记，舒诚出任组织委员，参与领导福州青年
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舒诚的努力下，当
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市队正式成
立，舒诚担任党团书记。

1939 年初，中共闽江工委指派舒诚和
项新（项南）等到闽清开展民众抗日救亡运
动，参与创立了闽清县战时民众教育流动工
作队，深入农村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发动

群众抵制日货，把县内店家的日货集中烧
毁。

北上投军：新四军再添一女将

1939年2月，舒诚来到新四军福州办事
处汇报工作。李铁告诉舒诚身份已暴露，组
织上决定送她去新四军军部学习。临别时，
李铁交给舒诚一本书并告诉她，她的组织关
系介绍信和福州市工委上报新四军军部的
情报，都用密码写在这本书里，并给她 5 块
银元做路费。

1939 年 4 月 2 日，舒诚离开福州前往
皖南新四军军部。在辗转去皖南的路上，
路遇周恩来和曾三。同年底，她随陈毅到
江苏开辟江南根据地，担任中共武进县委
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后升任武进县委书
记，带领县武工队浴血奋战，屡斩日寇。
之后，曾任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妇女部部长
兼民运工作队队长、中共路南特委妇女部
长。

虎穴密战：金陵城里斗日伪

1941年7月，舒诚脱下军装穿上旗
袍，进入南京。她住进中共党员、金陵
女子大学附中学生姜秀英家中，化名姜
秀琳，对外称自己是姜秀英的堂姐，在
外读书归来。舒诚在学校时业余曾学
过日语，她通过姜秀英一个任伪保长的
远房亲戚，成功搞到汪伪政府发的“良
民证”，以日语教员的身份作掩护。

舒诚进入南京后，争分夺秒开展工作，
她迅速将中共苏皖边区在南京的党员聚合
起来，组成中共南京特委，舒诚任书记。同
年 10 月，舒诚领导组织了秘密抗日团体
——“青年救国社”。

1942 年 3 月，中共重建南京特别支部，
舒诚任书记。1942 年秋天，中共南京市工
委成立，舒诚任书记。

1943 年冬天，舒诚在南京领导了针对
日本“鸦片毒化运动”的大规模“消毒运动”，

主持制定了斗争方略和具体行动方案。
南京学生的禁毒斗争轰动全国，给了沦

陷区人民极大鼓舞，公开的“消毒运动”和顽
强展开的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不断。

1945年，舒城随军北上山东，任中共烟
台市毓璜顶区区委副书记、中共黄县县委组
织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舒诚随四野解放武汉
后，先后在湖北、湖南、福建工作。1987年，
她从福建省医药局局长、党组书记任上离
休。 （据《福州晚报》）

“中国的贞德”

李林，原名李秀若，是福建漳州籍印
尼归侨抗日女英雄。周恩来总理曾称其为

“中国的贞德”，贺龙亦称赞她是“我们的
女英雄”。

“我们全家一直以为姑姑应该是在大
学里当教授，我父亲还留有念想，到全国
各个学校去打听。寻找半个世纪后，才得

知她在战场上牺牲了，成了抗日女
英雄。”李林的侄女李舟玲在漳州接
受采访时说。

今年正值李林诞辰百年，又恰
逢抗战胜利 70 周年。近日，李舟玲
与漳州侨界人士一起追忆这位印尼
归侨女英雄的抗日救亡感人事迹。

李林 1915 年出生于漳州，幼年
侨居印尼。14 岁时，她和弟弟李永
成跟着养母陈茶回到祖国，定居漳
州龙海市。

随时准备对日作战

“李林从印尼回到祖国，一个永不会
磨灭的印象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当时荷
兰人对爪哇人实行专制统治与残酷的压
迫，中国人到哪里都不自由，这些问题一
直困扰着她。”漳州市华侨历史学会常务
理事刘若贤说。

1930 年至 1933 年 12 月，李林先后入

读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幼稚师范、
集美女子初级中学。据集美中学老校友陈
水杨回忆，随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入
侵上海；陈嘉庚发回电报，称：“时至今
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以与暴日抗！”

“当时的李林得知这个电报内容后十
分激动，第一次向祖国庄严宣誓，准备参
加对日作战，为国牺牲。”刘若贤称，学
生时代的李林爱听郑成功驱逐荷夷收复台
湾的故事，热爱体育、舞蹈、美术，能说
会写，为她以后成长为能文能武、骁勇善
战的抗日女英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在就读上海爱国
女中时，李林在作文 《读木兰辞有感》
中，发出“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
不休”的誓言，语文老师对此篇作文破例
给予105分。

牺牲时年仅25岁

1936年，养母陈茶病故，李林赶回石

码奔丧，从此便与家人失去联系。1936
年 7 月，李秀若北上北平前夕，取列宁的
谐音，改名李林。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
后，李林毅然投笔从戎，由北平来到雁门
关外的抗日最前线山西。直至 1940 年 4
月，为掩护老百姓突围，李林不顾已有 3
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抗击到
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年仅25
岁。

李舟玲说，直到1986年，她父亲看到
厦门电视台播放的 6 集电视剧 《烽火侨
女》 时，强烈感觉到剧中李林形象及其经
历，很像自己寻找半个世纪的姐姐李秀
若。最终，经过有关部门联系、考证，得
以确认。

最近，李舟玲受邀重走姑姑在山西走
过的地方以及牺牲的战场。她展示了从山
西拍回来的照片，“姑姑是我们家族的骄
傲，我们希望‘李林精神’能被世人记
住。”

漳州市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林靖华
表示，李林的英雄事迹震撼人心，作为漳
州人民的骄傲，建议政府部门将李林的纪
念活动和抗日战争纪念活动结合起来，以
缅怀英烈，铭记历史。

（据中新社漳州电）

中新社福州电（林春
茵）《台湾革命史》，一本泛
黄的铅印小册子，穿越百年
烽火，静静讲述台湾人民的
抗日战争悲歌。

8 月 14 日，这本由台湾
人在日据时代冒死编纂的

“第一部研究日据时期台湾
人 民 反 对 殖 民 统 治 的 专
著”，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会长汪毅夫捐赠给
福建省档案馆，并在当天的

“海峡壮歌——福建省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史实
展”上展出。

“闽台抗战长达50多年，
台湾人民在特殊时期始终秉
持爱国情怀，从未停止抗争。”
汪毅夫接受采访时说。

祖籍台南的汪毅夫，不
仅研究收藏“闽台抗战共同
记忆”，他的曾祖父汪春源
亦即抗日战争亲历者，曾在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廷与日
本签订《马关条约》之际，联
合台湾举人上书“与其生为
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力主
抗日保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
天皇在《终战诏书》中所谓停
止了‘4年来的战争’，是从珍
珠港事件算起。实际上，日
本侵华战争早在 1895 年就
开始了。”汪毅夫说：“《马关

条约》不仅是割地条约，更是弃民条约，而特殊时期，
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发动抗争，从未停止过抗争。”

“海峡壮歌”展中，可见全台军民“激于义愤，万
众一心”奋起抵抗的情形。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
等组织义军与侵台日军展开战斗，许南英等士绅也
组织家丁乡勇阻击日军。此后，台湾人民在长达50
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下，英勇抗争，不屈不挠，付出了
60万人牺牲的代价。

1945年台湾光复之日，岛内万人空巷庆祝，“当
时的情景很感人，表现了台湾人的爱国情结。”汪
毅夫说。

抗日战争期间，闽台休戚与共，相互支持。汪毅
夫认为，福建在台湾光复中所作的贡献突出。汪毅夫
介绍说，李友邦将军率台胞成立的台湾义勇队，“是真
正的有正规编制的台湾同胞组成的义务兵”，他们曾
辗转于武夷山（崇安）、龙岩、浙江金华等地抗日，“至
今龙岩防空洞里仍有他们活动遗存。”

他还提及台湾义勇队奉命组建的“青年团”，实
际成为培养抗日、复台干部的组织，“福建作为光复
台湾的基地，为光复、接管台湾提供资料、培训人
员、输送人才，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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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城抗日女英雄舒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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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
林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