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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施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施乃康访施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施乃康
钟铸华钟铸华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
多年前，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士一道，反抗法西斯的暴
行，最终取得辉煌胜利。

201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
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并邀请世界其他国家的部队一同受阅，请各国领

导人共同出席，以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
身为著名的爱国华侨、施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施乃康对这一天的

到来感慨万分。回想那曾经的烽火岁月，再看到当下国家的繁荣富强，
他有颇多感触。“中国抗战令世界瞩目！”这是他在受访中常挂嘴边的一
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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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笔者谈起
二战时，施乃康表
示，1942年，中国
和其他国家一起在
华盛顿发表的《联
合国家宣言》，“是
一个转机。”

他说：“宣言
有两个标志，第一
个是标志着中国作
为世界性大国被承
认，我们国家的抗
战功绩被承认，另
一个则是标志着世
界反法西斯同盟正
式形成，中国战场
成为反法西斯战争
的重要战场。”

在世界反法西
斯同盟成立之后，
中国远征军开始入
缅参战。对于这一
段历史，施乃康表
示，自己常听一些

年长者、包括远征军老兵讲起过。“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好像一
条望不到头的灰色长龙，沿滇缅公路向缅甸境内大规模挺进。这是自
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人第一次踏出国门赴海外作战。这是
一场数十年前中国人第一次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国土的战例，也是中、
美、英、缅、印联合抗击日本的大战，至今提起孙立人、戴安澜这些
人还是让人激动。”

笔者了解到，1941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局进入了最艰难的阶
段：德军入侵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缅甸告急，日德如会师缅甸，
一是可以趁机进入印度、通过中亚在伊朗会师，瓜分世界；二是切断
中国最后一条战略通道：滇缅公路，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因此缅甸战
场起着牵制整个亚洲战场战局的重要作用。

施乃康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解围仁安羌、翻越野人谷、
高黎贡，在达罗、孟拱、松山、腾冲等地展开战斗，最后决胜龙陵，
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缅甸战场的胜利，是二战期间的重要转折
点。仁安羌援英作战时，中国远征军新编第 38师凭借一团之力战数
倍于己之敌，解救出被围困数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轰动英伦
三岛；面对英军的撤退，新编第200师屡建奇功，掩护了友军的平安
离开。”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面对笔
者，施乃康动情地吟起现代诗人穆旦的诗句，这里描述的就是在缅甸
作战时遭遇的恶劣自然环境，而这一因素让部队造成了很大伤亡。

施乃康还提到，飞虎队的参与和中国军队为盟军提供情报也是世
界并肩战斗的生动例子。

“如果说远征军入缅是陆地上与盟军的并肩作战，那么飞虎队的
活动则是中美军人共同浴血长空。飞虎队在中国非常有名，原因不仅
在于它捍卫了中国的领空，还在于通过穿越喜马拉雅‘驼峰航线’给
当时只能物资储备维持三个月的中国带来了急需的战略物资。”

笔者发现，在当时飞虎队 6000多名飞行员中，华侨华人占据将
近一半。他们与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者们一道，为世界空战史书写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据不完全统计，仅 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
飞虎队便击落、击毁日机2600架，击沉、击伤敌舰船44艘，击毙日
军66700人；甚至还轰炸日本东京的远程作战。而在滇缅公路遭切断
的危急时刻，飞虎队冒险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保障
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

“同时，情报的获取传输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也异常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太平洋上重要岛屿和基地被日本占领，中
国战场逐步成为盟军的空军基地和情报基地。”施乃康笑着说。

气象、水文、通信、测绘，中国的情报人员在多方面与盟军开展
了合作。在华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多次为美军提供精确绘
制的地图，让启德机场、铜锣湾军火库、鲤鱼门军营、太古船厂等日
军在港的重要军事设施被飞虎队所重创。而日军“波雷部队”的发现
则让美军放弃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计划，避免了美军的重大伤亡。

不仅如此，中国人也参与了海外抗战。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这样一个展位，展览了一系列包括

毛岸英、胡济邦、唐铎这些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以
及华侨在侨居地参加所在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像毛泽东主席的长
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千里转战；中国飞
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
空战中屡建战功；1942 年 5 月，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简称华
支） 成立，转战菲律宾14个省，歼敌2000余人等。

施乃康还举例说，陈青山将军作为马来西亚华侨，早年就是在马
来西亚、新加坡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他辗转来到海南参加琼
崖纵队，继续投身抗日。“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仅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争取世
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抗战胜利意义巨大。”施乃康言辞激动地讲，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胜利，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在近百年的求索与牺牲中，
用鲜血换来的。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31年
就已展开局部的抗日战争，揭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局部抗
战到全面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实力，有力策
应和支持了盟国的战略行动，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谈及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施乃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中
国抗战的胜利，对世界的影响之巨，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现在
有很多人论断我们的抗日战争在改变世界战局上作用不大，这是非
常错误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总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日本陆军的
一半以上的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使其无法抽调出充足兵力南下
进攻美军及北上进攻苏联，大大地支援了太平洋战争和苏联欧洲战
场的作战，使苏军避免了两面夹击。”

“同时，豫湘桂会战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等战役牵制了日军，
粉碎了轴心国通过缅印进入中亚，最后会师的计划。如果没有中国
战区的奋勇战斗，也许二战的前途会异常艰难。”

20世纪上半叶的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大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都渴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饱受殖民侵略压迫，对亚
洲弱小国家民族的这种渴求感同身受。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中，共同的命运把中国和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
这些国家眼中，中国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强后盾。

纵观历史，中国抗战最先开始，最后结束，在这期间，尽管中
国自身面临异常困难的情况，但仍然尽最大可能为亚洲弱小国家和
民族提供支援和帮助，成为他们最信赖的朋友。中国抗战的胜利，
直接推动了亚非拉民族国家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胜利，不仅以伟大的民族独立带动了亚非拉国家的异军突起，更在
构建公平公正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重新获取国家
独立、人民自由和幸福。”

“另外，中国抗战胜利对推动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也有很大作

用。中国认为清算
法西斯罪行、清除
法西斯战争根源是
构建战后和平的前
提。中国强调不单
独与日本媾和，并
剥夺其非法侵略所
得；设立国际军事
法 庭 ， 惩 办 战 犯
等。同时，中国采
取了“以德报怨”
的态度，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国政
府提出“只认日本
黩武的军阀为敌，
不以日本的人民为
敌”，给日本改过
自新重入国际社会
的机会，彰显了中
华民族崇尚和平的
气度和着眼长远的胸襟。”

施乃康还告诉笔者，在联合国成立方面，中国也作了很大贡
献。在筹建联合国和制订 《联合国宪章》 的过程中，中国积极争取
实现公平正义、民族解放和国家平等。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
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依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民族自决等建议，丰富了 《联合国宪章》 的内容。1945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
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4年时间
里，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同祖国人
民风雨同舟，前赴后继，“爱国精神，见重环宇”，谱写了一段可歌
可泣的历史篇章。

“我作为一名华侨，有着与近百年前华侨一样的爱国情怀。在抗
战胜利 70 周年的时候，我曾经专门去参阅各种历史资料，为华侨、
华人那段共赴国难的历史而感动，有时甚至潸然泪下。”施乃康这样
讲到。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局部抗
战开始了，旅居世界各地的侨胞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组织
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抗战，声讨国民政府
的不抵抗政策，从而揭开了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全面抗日之
后，大量华侨华人回国参战、大规模的欧美、南洋华侨救国团体成
立，抗战期间的华侨团体就有3000多个，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
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

“这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全民族的联合抗日并
不是一句口号。”他接着表示，华侨华人的斗争不仅在支援国内，还
在于从自身做起，抵制日货、开展不合作运动、宣传中国抗战，不
让“日寇一文钱去制造军火，杀我同胞，攻我祖国。”

“作为南洋华侨，我非常骄傲。”施乃康自豪地说，在 1941 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侵占了泰国，并向英美宣战。同一天，日
军大举南下，不到半年之内，南洋陷落。此时，华侨与侨居地人民
同命运、共患难，并肩战斗，参与太平洋战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
第二故乡，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华侨华人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殊
死的搏斗，许多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其中有不少华侨青年冲破重
重封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
者和反法西斯战士，涌现出像八路军女英雄李林 （印尼归侨）、新四
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 （菲律宾归侨） 等一批华侨英烈；有的搏
击在祖国的碧空，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爆发后，美国、加拿大等
国华侨创办的航空学校培训的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
军，使中国的空军力量得到加强，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

“还有的担当机工，为抢运抗战物资奔波在滇缅公路上，当时国
内缺乏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 （简称机工），仅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
总会，就在南洋华侨中招聘了3200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在滇缅公路
上服务的机工有一半以上是华侨，他们为滇缅公路的畅通，作出了
突出贡献，被誉为‘神行太保’。”

提起陈嘉庚，施乃康兴趣盎然，他说：“在整个华侨中，嘉庚先
生最为让我崇敬，甚至可以说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他在贫穷落
后、民生凋敝的福建家乡度过了青年，在新加坡随父经商，事业鼎
盛时期曾经开办过30多家工厂、100多间商店，垦植橡胶10000多英
亩，是华侨大实业家，当时东南亚的‘橡胶大王’。”

“但他让我钦佩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财富，而是他拳拳爱国之
心。他的人生每一刻都在不停地为中国奔走呼号。在孙中山辛亥革
命前，他就就加入了同盟会，他创办 《南洋商报》，宣传抵制日货，
揭露奸商走私阴谋；他针对汪精卫对日谈话，发表了‘敌未出国土
前，言和即汉奸’的论断。”

陈嘉庚先生坚持“钱由我辛苦得来，当由我慷慨捐出，不遗子
孙”的原则，带领南洋华侨总商会积极支援国内抗战。太平洋战
争、南洋陷落后的陈嘉庚更是积极组织华人义勇队抗日，后来英军
投降日军，华人义勇队孤军作战，受到重大伤亡，他们反法西斯的
大无畏精神，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施乃康表示：“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嘉庚先生真不愧为‘华侨
旗帜、民族光辉’。他的鸿鹄之志，不在于发财、而在于报国。这一
点值得我们华侨华人和在外旅居、学习的中国人学习。”

“现在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
际，在华侨华人中广泛纪念嘉庚先生，纪念南洋华侨华人的抗日斗
争，十分有意义。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不应该忘记抗战那
段岁月。同时，华侨华人在今天，应该“取之社会，用诸社会”，为
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标题书法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李洪海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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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花坛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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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乃康与中国爱乐乐团李南团长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