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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听陈嘉庚的
后人亲诉，人们很难想象，
为中国抗日战争慷慨解囊
的南洋侨领，其家人曾经
因为无米下炊、要到自家
开设的米行赊米救急。

在新加坡东部一处幽
静寓所，记者聆听陈嘉庚
的孙女陈佩仪笑谈这段往
事。陈佩仪引用自己祖父
的话说，“金钱如肥料，撒
播才有用”。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
发 动 全 面 侵 华 战 争 ，1938
年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
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
推举为主席，他带头为前
方将士捐献衣物、药品等
物资。1939 年又组织南洋
华 侨 回 国 机 工 服 务 团 ，
3200 多名南侨机工奔赴滇
缅公路，为中国抗战抢运
军需物资。

“ 陈 嘉 庚 是 一 个 坚 定
的爱国者，他从内心深处
强烈地感受到，危难时刻
应该坚定地保卫祖国，捍
卫中华民族 5000 年的灿烂
文明。”陈佩仪这样评价自
己的祖父。

在陈佩仪家中显著位
置，挂着一张陈嘉庚和毛
泽东合影的大幅照片。陈
佩仪说，1940 年，陈嘉庚带
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前
往中国慰劳抗日将士，呼
吁团结抗战。他在延安见
到了毛泽东，认识到在救
亡图存的关键时刻“中国
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后
来题词称赞陈嘉庚是“华

侨领袖，民族光辉”。
1942 年 新 加 坡 沦 陷 ，

在逃亡印度尼西亚的日子
里 ，陈 嘉 庚 置 生 死 于 度
外。他用三年时间创作了
《南侨回忆录》，记录下当
时中国政治人物的观点以
及 他 对 时 代 的 观 察 和 思
考。

陈 佩 仪 说 ，陈 嘉 庚 那
一代华侨虽在南洋生活打
拼，但始终认为要叶落归
根回到中国。中国是他的
祖国，他从中华文化中汲
取养分。他每次发表演讲

号召大家为中国抗战出钱
出 力 时 都 非 常 具 有 感 召
力，因为那是发自肺腑的
声音。

“几年前，有新加坡学
生去厦门参观交流回来后
告诉我，他们得知陈嘉庚
没有给后人留一分钱，而
将全部身家捐献给中国，
倍受感动。”陈佩仪说。

商人出身的陈嘉庚对
教育倾注了全部心血。他
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
兴学乃国民天职”，回乡创
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大学

和厦门大学等。
“那个年代，读书被视

为富人用来打发时间的方
式 ，穷 人 的 孩 子 不 读 书 。
陈嘉庚办学免费让穷人的
孩子来读书，但他们遇到
了很多困难，不得不挨家
挨户上门劝说家境不好的
孩子到学堂读书。他在办
学中还注重对学生勤俭、
爱国、诚实、正直等品格的
塑造。”陈佩仪说。

为传承陈嘉庚捐资助
学的优良传统，陈嘉庚后
人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成 立

了陈嘉庚基金会，继续为
教育事业贡献力量。2018
年 10 月，陈佩仪带领 60 余
名陈嘉庚后人拜访云南等
地南侨机工曾经工作过的
地方，向他们讲述陈嘉庚
的事迹。他们还与南侨机
工后人在集美等地聚会，
畅谈过去岁月。

陈 嘉 庚 的 历 史 贡 献 ，
中 国 人 民 铭 记 在 心 。
2015 年 9 月 2 日 ，陈 嘉 庚
长 孙 陈 立 人 获 颁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70 周 年
纪念章。

■ 2020年9月1日（星期二）

■ Tuesday, September 1, 2020BB44
Lt:Win

侨乡侨情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5 周年，回顾抗战岁
月，有苦痛，但也有更多值
得 我 们 传 承 和 铭 记 的 东
西。为了传承伟大的抗战
精神，近日，江门市网络文
化协会组织全国主流网媒
追寻江门抗战印记采访团
走进江门活动。

江 门 不 仅 是 著 名 的
“中国侨都”，粤港澳大湾
区的重要节点城市，而且

拥 有 丰 富 的 红
色 文 化 底 蕴 和
值 得 铭 记 的 抗
战 精 神 。 除 了
国内抗日战场，
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战场上，侨乡
人 民 也 作 出 了
卓越贡献。
“飞虎精神”永

存
采 访 团 首 先

来 到 了 台 山 市
石 花 山 风 景 区
的 飞 虎 队 纪 念
亭 。 其 对 面 的
纪 念 牌 楼 两 边
的石柱上以“飞
虎”二字撰一对
联 ，上 联“ 飞 行

中缅亚洲威震”，下联“虎
逐倭寇名扬天下”。飞虎
队 纪 念 亭 ，于 1991 年 3 月
建成。

飞 虎 队 全 称“ 中 国 空
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又称“美籍志愿大队”。在
其招募的 200 多名飞行员
中，华裔飞行员占了绝大
多数，其中又以台山籍的
飞行员最多。这批飞行员
驾驶着画有插翅飞虎的队
徽和鲨鱼头型的战机，屡

次打败日本空军，令敌人
闻风丧胆，因此被人们称
为“飞虎队”。此外，飞虎
队还飞越喜马拉雅山，开
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
把大量军用物资从印度送
到中国，为抗战胜利立下
赫赫战功。

活 动 中 ，采 访 团 还 视
频 连 线 了 远 在 美 国 的 飞
虎 队 研 究 院 院 长 陈 灿 培
博士，了解飞虎队有关事
迹及发展历程，并通过走
访 台 山 市 华 侨 文 化 博 物
馆飞虎队展区，近距离接
触 华 侨 为 支 持 祖 国 抗 日
而购买的债券，飞虎队队
员捐赠的军装和奖章，各
种 关 于 华 侨 抗 战 的 资 料
和 物 品 等 一 件 件 真 实 的
文 物 ，勾 勒 出 历 史 的 原
貌。

“目前，博物馆内收藏
了关于飞虎队的文物过千
件，每一件都是当年台山
籍队员使用过的，同时我
们还建立了一个数据库，
运用大量的文献、历史图
片、文物实物图片、视频，
图文并茂地展示台山籍华
裔队员伟大的家国情怀。”
该 博 物 馆 原 馆 长 叶 玉 芳
说。

二战老兵遗物如旧
8 月 26 日 ，采 访 团 在

潮庆村村小组长黄尔启的
带领下，来到了黄君裕的
故居。黄君裕祖籍台山大
江水楼潮庆村，于 1938 年
移 民 美 国 波 士 顿 ，1943 年
参军。1944 年 6 月 6 日，黄
君裕所在的部队参加举世
闻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后
转 战 法 国 、比 利 时 、卢 森
堡、德国。黄君裕还获颁
紫心勋章、铜星勋章（美国
最 高 军 队 荣 誉 勋 章）等 9
枚勋章。

“君裕为人比较低调，
之前他一直没和大家讲过
二战的事情，我也是后来
通过别人才知晓的。村里
出了这么个英雄，大家伙
还是很骄傲的。”据村民介
绍，黄君裕帮村里做了不
少好事，比如村前的那条
路，就是他牵头组织大家
捐赠修起来的，而那条路
现在仍是是村民出行的主
要道路。

抗战老人忆开平南楼
“ 南 楼 七 壮 士 ”的 悲

壮 故 事 一 直 都 被 人 们 熟
知 和 铭 记 。 1945 年 7 月 ，
抗战胜利前夕，日军因太
平洋各岛相继失守，急于

打 通 雷 州 半 岛 至 广 州 撤
退 的 水 上 路 线 。 南 楼 虽
小，却控制着潭江的三埠
和赤坎河段，是日军撤退
的 水 上 必 经 之 路 。 为 扼
守 潭 江 ，保 护 南 楼 ，司 徒
煦、司徒遇等在内的七壮
士 依 托 有 利 地 形 坚 守 10
天 9 夜 ，最 终 弹 尽 粮 绝 被
捕牺牲。

在南楼旁的百年榕树
下 ，当 年 战 争 的 亲 历 者 、
今 年 已 经
86 岁 的 司
徒 亮 如 数
家 珍 般 为
采 访 团 讲
述 起 了 那
段 烽 火 岁
月 。“ 七 壮
士 均 为 华
侨 和 侨 眷 ，
他 们 都 是
自 发 地 组
成 抗 日 志
愿 队 回 国
杀 敌 ”“ 七
壮 士 英 勇
善 战 ，曾 经
多 次 击 退
来 犯 的 敌
军 ”“ 七 壮
士 誓 与 南

楼 共 存 亡 ，把 枪 支 砸 毁 ，
只 留 下 刺 刀 ，准 备 肉
搏 ”...... 再 忆 那 段 岁 月 ，老
人热泪盈眶。

这 些 旧 遗 址 、老 物 件
和纪念亭都诉说着五邑华
侨华人为抗战胜利作出的
卓越贡献。战争的印痕或
已逐渐模糊，但这股不怕
死的拼搏精神早已植根这
座城市。
（中国日报广东记者站）

福清江镜有个“印尼媳妇村”
古厝里藏着跨国爱情故事

福 清 市 江 镜 镇 谢 塘
村 古 厝 连 绵 成 片 ，村 支
书 谢 顺 云 说 共 有 四 五 十
座。8 月 21 日，记者在古
厝 中 穿 梭 ，发 现 擦 肩 而
过 的 部 分 村 民 皮 肤 呈 古
铜 色 ，个 子 不 高 但 很 壮
实 ，一 开 口 声 音 洪 亮 。
见 我 们 好 奇 ，谢 顺 云 说 ：

“ 村 中 不 少 人 有 印 尼 血

统 ，我 奶 奶 就 是 印 尼 泗
水 人 。”随 后 ，他 带 着 记
者 去 访 问 娶 了 印 尼 媳 妇
的 人 家 ，让 记 者 听 到 了
不少跨国爱情故事。

93 岁 印 尼 媳 妇 讲 述
爱情故事

第 一 位 印 尼 媳 妇 叫
什 么 ，现 在 村 里 人 已 记
不 清 了 ，只 记 得 120 多 年

前村中就有印尼媳妇。
听 生 于 江 镜 镇 岸 兜

村 的 福 清 一 中 陈 老 师
说 ，晚 清 江 镜 南 城 头 有
定 点 航 船 下 南 洋 ，江 镜
人 下 南 洋 与 出 海 捕 鱼 一
样方便。

因 为 去 的 人 多 ，且 在
南 洋 时 间 久 ，跨 国 爱 情
不期而至。
谢 塘 村 的 印 尼 媳 妇 潘 细
枝 今 年 93 岁 ，当 时 在 福
清 报 户 口 时 取 了 她 印 尼
名字的谐音。

潘 细 枝 住 在 谢 塘 村
208 号 ，我 们 去 时 她 正 在
邻居家聊天，她的小儿子
谢 茂 清 打 电 话 让 她 回
来。“我妈爱串门，每天上
下 午 都 要 出 去 谈 天 说 地
一 两 个 小 时 才 回 家 。”谢
茂清说，妈妈在这里住了
76 年，福清话说得很溜。

说 话 间 ，潘 细 枝 回 来

了，虽已 93 岁，但她的皮
肤依旧很细腻，眼睛大大
的，一看就是印尼女子。

潘细枝是谢塘村谢忠
心的第二位夫人，当年谢
忠心在南洋开起了当铺、
珠宝行和造纸厂，潘细枝
年轻时就在谢忠兴的工厂
做工。在她眼里，丈夫全
身都是优点：“他在当地很
有名，长得白白净净，很好
看 ，又 会 做 生 意 ，还 会 武
功，待人很好，别人有困难
他都热心帮忙。”

记 者 问 她 ：“ 你 爱 他
吗 ？”她 的 脸 上 露 出 了 与
年 纪 不 太 相 符 的 羞 涩 ，
还 泛 起 了 红 晕 。 她 没 有
直 接 回 答 我 们 ，而 是 说 ：

“1944 年 他 找 到 我 ，问 我
愿 不 愿 意 嫁 给 他 ，跟 他
回 中 国 ，我 就 跟 着 他 上
船 来 到 了 这 里 。”说 到
这 ，她 脸 上 露 出 了 甜 甜

的笑容。
谢 茂 清 说 ，妈 妈 来 中

国 后 就 没 回 过 娘 家 。 她
做 媳 妇 很 尽 职 ，丈 夫 在
世 时 相 夫 教 子 ，1975 年
丈 夫 病 逝 后 又 专 心 照 顾
儿孙。

她的儿女有的在福州
买了房，有的在福清盖了
楼 ，要 接 她 去 住 ，老 人 却
不愿意，理由很简单：“这
里离你爸爸最近。”
不出 3 个月会说福清话

村 中 印 尼 媳 妇 多 ，初
来 乍 到 的 印 尼 媳 妇 可 以
和 老 乡 聊 天 ，且 村 中 通
印 尼 语 的 人 也 很 多 。 村
支 书 谢 顺 云 说 ，听 老 一
辈 人 说 ，印 尼 媳 妇 嫁 到
谢 塘 村 不 出 3 个 月 就 会
说福清话。

谢顺云的爷爷谢喜来
是谢忠心的哥哥，两人同
时 下 南 洋 。 谢 喜 来 也 在

印 尼 娶 了 他 的 第 二 位 夫
人潘亦嬂，两人在印尼泗
水结婚，生有一子。

1941 年，潘亦嬂带着儿
子随丈夫回谢塘村居住。

潘亦嬂在中国经历了
新旧社会，感受到了中国共
产党的好、新中国的好。谢
顺云说：“我奶奶很早就希
望我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
催 着 他 写 入 党 申 请 书 。
1956 年我爸爸和大伯同时
加入中国共产党，奶奶非常
高兴。”

出 生 在 谢 塘 村 72 号
古厝的谢天华，母亲是印
尼企业家的千金，名叫诗
耶 ，他 记 得 母 亲 爱 吃 生
菜，连包菜都拌点辣椒搁
点盐生吃，这使得他们都
爱吃辣，兄弟们还会说几
句母亲教的印尼话。

福州晚报记者 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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