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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拍即合的构想

2017 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 80 周
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

今年初，美国侨领陈守仁将不久前华侨华
人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做的一个展览的图
片、资料发给了中国政协文史馆的沈晓昭馆
长。陈守仁曾在 2015 年春受邀列席全国政协
十二届三次会议，这次，他再度表达了广大华
侨华人想为国家做些事情的迫切愿望，“这次
展览有不少罕见的海外援华抗战史料，什么时
候能将这些宝贝带回去给大家看一看呀”。

“美国密苏里号军舰，那不是1945年9月2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的举办之地
吗？”沈晓昭不禁心里一亮，“今年 7月 7日，是
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0 周年的日子，何不
借此机会将这些文物远渡‘归家’呢。”

一拍即合后，两人商定，突破一国范围，组
织2015年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海
外侨胞等，发动广大侨胞，到世界各地收集华侨
华人支持中国抗战的史料，讲述华侨华人的抗
战故事。

倡议一发出，各国华侨华人纷纷行动起
来。纽约华人黄根弟，冒雪采访了 101 岁的联
成公所老秘书，探秘当地华人节衣缩食支持抗
战的故事；美籍越南华人张文华，在美国华盛
顿州发掘了在中国战区牺牲的美国飞行员萧
特的生平事迹；不分昼夜满负荷工作的陈守
仁，因为精力充沛、雷厉风行，又有从军经历，
从而获赠雅号“老虎将军”。

多方努力下，历经半年筹备，这场展览如
期举行。

征信录与血色旗袍

“ 来 源 ：上 门 及 自 由 认 捐 ，收 入 美 金 ：
7700.45。来源：妇女爱国会演戏捐来，收入美
金 ：12000.00。来 源 ：侨 胞 额 捐 ，收 入 美 金 ：

185438.60……”
这些沉甸甸的数字静静地躺在“纽约全体

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征信录”中。这本由黄
根弟发掘的“账簿”详细记录了纽约华侨华人
在1937年至1939年间支持中国抗战，募捐168
万余美元，购买飞机、救护车、医药品等的详细
往来账目记录。

其中，尤其让黄根弟感动的是落款为“衣
馆联合会”（洗衣公会）的捐款。虽然已过半
年，黄根弟对那天的探访依旧记得清楚。那是
今年 2 月，在纽约的一个雪夜，根据一张图片
上的线索，按图索骥的他来到 191 CANAL
ST，寻访会所旧址，轻叩门扉、道明来意。一
位百岁老人将他迎进屋里，告诉他：“抗战时
我们每月只赚 5 美元，但是捐款都是成百上
千美元，我们把每天三餐变成两餐，两年来都
吃很少的饭，买飞机、买汽车来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那天，我们举行了大游行，中国人终
于出头了。”想起往事的老先生不能自已、眼
泪涟涟。“衣馆联合会”的捐款，每笔数量都不
算大，却从未间断，涓涓细流般汇入到抗战洪
流中。

一个多月以后，恰逢会馆成立84周年，在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黄根弟的推动下，举办了
盛大的庆祝餐会。几位健在的老先生颤巍巍地
相扶走出来，痛哭流涕，不断重复“国家还记得
我们”，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湿了眼睛。

展览中一件沾满血迹的女式旗袍也很引
人关注。

这是1939年11月21日晚，爱国侨领蚁光
炎先生遭日伪政权特务暗杀遇难现场，其妻妹
刘素影所穿的衣饰。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泰国，施行亲日政策
的銮披文当局执政，日敌多次利诱威胁，蚁光
炎不为所动、凛然拒绝，继续抗日活动。他带头
拒卖暹米给日本，抵制日货；他组织义演、舞

“救国醒狮”，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为中国抗战
筹措了大量外汇资金；他以中华总商会名义发
函介绍爱国侨生到陕北公学学习，资助路费；

为了解决中国抗日将士御寒之需，他组织侨胞
捐献衣物，三天之内就把泰国的布匹买光，这
也是蚁光炎众多义举中给史料采集人蔡荣庄
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处。

日伪对蚁光炎恨之入骨，危险迫在眉睫，
亲友劝他“趋避为上”，他却义无反顾、铿锵回
答：“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险地，大义
所在，我岂敢以生命自私！”

终于，蚁光炎倒在了日伪的枪口下。
在蔡荣庄看来，最令人感佩的不仅仅是蚁

光炎在抗战时期的大义凛然，还有这份拳拳爱
国之心在蚁氏三代间的传承。

蚁锦桐是蚁光炎 14 个子女中最小的一
位，继承先父遗志：“财产都是从社会上得来
的，就应该还给社会”，从事社会福利活动，担
任泰国华侨中医院院长，传播中华医术；孙子
蚁凡任职泰国北京商会，投身祖国建设，推动
中泰交往及“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落地。

“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这是蚁光炎弥留之际的最后嘱托，蚁氏后人用
行动书写着“中国必定胜利”的信念，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国际友人的“秘密武器”

展览中还存留着抗战期间中国百姓与外
国友人交往的深厚情谊。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勇敢的中国人，是他
们冒着生命危险，帮我完成任务，并无数次地
帮我脱离险境。”这是《我与日本帝国的战争》
一书中的一段话。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是美国陆军前少校希
尔。1943 年，34 岁的希尔被派驻到中国战场，
负责营救盟军失事飞机飞行员和战俘。身为特
工的他，随身携带诸多“秘密武器”。有别在纽
扣中，帮助他逃脱日军围捕的微型指北针；有
被两块塑料夹住缝在衣领中，在他被伪军抓住
绑在树上后用来割断绳索的锯条；有合起来只
有一本书大，展开却五脏俱全包括几十种药品

以及大量巧克力，帮助他穿越丛林的布袋子；
还有一张延安总部寄送，帮助他成功营救 46
名盟军飞行员，以不同颜色绘制日占区和抗日
根据地、游击区范围的花花绿绿的地图。

然而，直到临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次任
务，希尔才意识到，他最大、最宝贝的“秘密
武器”并不是这些。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
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部分在华日军却
准备制造“黎明前的屠杀”。希尔受命营救汉
口地区所有的盟军战俘。行至长江边的村
落，行将被日军巡逻发现的希尔被村长所
救，老人将他藏在一家店铺后面，并联系了
前往汉口的船只。数日后，成功越过长江的
希尔，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成功解救战俘、平
民 550 余人。

这次成功脱险的经历并没有让希尔感到
庆幸，他突然意识到，执行任务两年来，他许
多次像这次一样化险为夷，然而保护他的善
良的中国人民却大都没有村长的好运气，日
军搜捕不成，离去前会屠杀村民，可是任务在
身的希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屠戮的发生。

“他告诉我：我对不起中国人。在芦苇丛
里，一次次举起上膛的手枪，又只能一次次放
下，那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说到这，我和他
抱头痛哭。”与希尔相交甚笃的陈守仁言及此，
也有些哽咽。

1992 年，希尔病逝于美国。2012 年，20 年
后，代理人陈守仁遵从希尔的遗愿，将他的珍
贵文物捐赠给了中国。希尔的心也随着文物回
到了他魂牵梦萦、给予他最强大“秘密武器”的
第二故乡—中国。

人证、物证在说话

“2014 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讲到：我们不会忘记给予中国人
民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的国家和国际友
人，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

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不会忘记同
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
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
扶伤的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
员，不会忘记真实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
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
身的苏军烈士。我们这次展览的珍贵史料也
体现了这六个不忘，这条红线。”沈晓昭说，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广大华侨华人自费出
工出力，不少老人也感受到了来自国家的温
暖、牵挂与善意，因此落泪。”

对于展览，讲解员郭永宏则有更直观的
感受，“这次参与史料展讲解，感觉史料非常
生动，就拿修筑中印公路这块展板来说，百
姓以扁担挑山石的图片也悬挂于展板之上，
在这些鲜活的证据面前，谁能无动于衷？这
些 丰 富 的 细 节 自 然 会 带 来 更 多 的 情 感 共
鸣。”

作为展览的筹备者，华侨华人们也有自
己的心路历程。

傅中收集了他的父亲、远征军工兵指挥
官傅克军抗战期间与美方共同协作修筑中
印公路的相关史料，他强调这样做“一方面
是为了不让世人忘记历史，另一方面也是提
醒美国民众，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更应该
友好合作。”

国民党前将领张光明之女张丽蓉深情
回忆了父亲作为抗战中击落日军飞机的中
国飞行员的传奇经历，认为“国家能够以包
容胸怀接受海内外各地对所有为中华民族
存亡而战的人的纪念，必然会受到中华民族
儿女的赞赏和一致公认。”

蔡荣庄说：“作为新华侨中的老侨，我们
做这次展览，就是想做些实事，更好地继承
抗战时期先辈的遗风。”

在陈守仁眼中，除了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让海外侨胞尤其是经历过抗战的老人
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也是展览的核心要旨。

不忘初心，史料收集永远在路上。

开栏的话：
当代中国，开公司离不开会计师，打官司离

不开律师，申请专利还得找个专利代理人……
在我们身边，有那么一群人和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密不可分，而今，他们有了一个共同身份，
那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指的是随着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领
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其主
体是知识分子。

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了4类人，即
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
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
媒体从业人员。

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规模不断扩大，他
们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据此，本报在本版上开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系列报道，通过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展示这
一社会群体中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交融激荡
的过程。

“岁月流逝，我心依旧”。从创办小型互联网公司，参
与跨国无线通讯项目，到领导互联网媒体公司；从一位
单纯的技术型创业者，到新媒体平台的领军人……十余
年的创业路上，李亚践行着自己的座右铭。目前，他身兼
一点资讯首席执行官、凤凰网总裁、北京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互
联网协会常务理事、中广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多
种身份，是中国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一位典型代表。

坚守理想、勇于自新是让李亚免于被束缚在过去成败
中的不二法门，李亚常分享的一句话是“成功是失败之母”。

1995年，他在纽约创办的第一家公司 Global Vil-
lager Inc.，于2000年被上市公司收购。但随着互联网泡
沫的破裂，该电信公司破产。短期内，他经历了从艰苦
创业，到阶段性成功，再遭遇失败的完整闭环。

遭遇事业低谷，李亚开启了一段寻找自我的时
期，包括去纽约大学学习哲学、艺术史及电影制片。他
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中有个画面，描写一位作家在冰
天雪地的冬晚写作时，透过窗户，听到外面雪原上有
狼的嚎叫，看着月光渗透进来，这给李亚留下了深刻

印象。那段日子，通过对于理想和现实的反思，李亚总
结出了“智者不惑、勇者不败、仁者所向披靡”的个人
感悟，在失败中发展出坚忍不拔的韧性，与知行合一
的实践精神。

当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一分子，人数巨大的新
媒体从业人员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为渠道和平台的优势，他们在工作中的细微选择，都会
或大或小地影响到社会舆论。因此，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
感，对这个群体来说非常重要。对此，在中央统战部举办
的第一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上，李亚曾表示，要让企业
的社会责任感与媒体价值观，及技术驱动力，和市场导向
结合起来，从而担负起企业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担当。

李亚领导的团队努力通过“私人定制”的技术创新，
获得网民在生活、工作、健康、教育、娱乐、消费、旅游、精
神追求等各领域更全面深刻的用户画像，为网民提供不
仅有趣、有料而且有用、有品的内容，在这个娱乐化与消
遣性阅读的时代，实现价值阅读的消费升级。

长期的海外生活，让李亚深谙中华文明的智慧与
魅力，并投身于发扬传统文化的事业。他是全球华人国

学大典联合发起人，发出过“重建斯文，从致敬和亲近
国学开始”的倡导，并积极推进国学频道、国学大讲堂、
国学沙龙、国学亲子活动等项目的开展。

在“互联网+”时代树立媒体公益典范，是李亚事业
中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他是凤凰网“美丽童行”、中
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公益项目的联合发起人，李亚认
为，利用平台影响力，新媒体能使公益活动不局限于个
人层面，在更大范围获得社会关注，促进“人人公益”氛
围与实践的形成。

独立思考，创新意识……除了这些特点之外，以李
亚为代表的新媒体人士还有着强烈的职业认同。

“互联网和新媒体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它就像水
和空气一样，为所有的行业和领域赋能。”李亚说，新媒
体人代表的是技术革
命所创造的新理念与
新工具，他们的作为
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以创新来推动发
展的理念是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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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
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
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 7 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
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
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
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
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
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
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
是很难实现的。

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
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
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
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
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
能取得成功。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 30 多年
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 亿多人
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
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
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
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

——摘自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
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梁家河：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习近

平总书记在这里度过了七年上山下乡插队生活。这段经
历对习近平影响至深，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习近平在
自述文章 《我的上山下乡经历》 中说，最大的收获有两
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
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

信心。”
2015 年 2 月 13 日，习

近平回梁家河探望乡亲，
给全国人民拜年。在梁家
河，习近平深情讲道：“我
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
在梁家河获得。不要小看
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
地方。”

站在展板前，一个40岁左右的汉子再也抑制不住眼眶里的泪水，背过身去，双肩微有些颤抖。身旁的孩子牵住父亲
的衣袖，扑闪着眼睛，却不知发生了什么。

他转过身来，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掏出史迪威将军后人赠送的美军中缅印战区（CBI）臂章，继续向孩子回忆起自己
花费一月徒步重走滇缅公路的经历。提及探望当年徒手修筑公路的民工时的感人情景，他不禁又拭了拭眼角。

这是2017年7月7日在中国政协文史馆展览中，在观众中发生的一幕。当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纪念日，“共
同的抗战——海外侨胞征集援华抗战史料汇展”在北京启幕，展出的史料包括海外侨胞和美国、加拿大、苏联、比利时、
泰国等国以不同方式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大量图片、实物、知名人士的回忆文字和鲜活感人的故事等，不少珍贵史料
都是首次揭开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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