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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

李　昕 ,黄革新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海外华侨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民族危亡关头 ,广大侨胞毁家纾难 ,筹赈巨款

和大量物资 ,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许多侨胞还奔赴国内抗日战场 ,履行炎黄子孙保家卫国的

职责。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 ,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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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nti-Japanese war

LI Xin , HUANG Ge-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Changan Univ ersity , Xian 710064 , China)

Abstract:Overseas Chinese are one of the main forces in anti-Japanese w ar.At national crisis , they

leave their families and collect money and materials to support Chinese army against Japanese.Some

even go to the f rontier to protect their homeland.Patrio tism and sacrifice of overseas Chinese reveal

the g reat cohesive force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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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

战前夕 ,中国在世界各地的侨胞有 1100多万 ,他们

大多数是为生活所迫而流落异邦谋生的。帝国主

义 、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压迫 ,使他们具有强烈的

民族感和爱国心。当抗日战争爆发 ,中华民族面临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千百万海外华侨在民族最高

利益面前凝聚在一起 ,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

情 ,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 ,以拯救祖国的危亡为己

任 ,纷纷加入抗日救亡斗争的伟大行列 ,为抗日战争

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一 、组织社团 ,掀起救亡热潮 ,促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卢沟桥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

争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事变后第二天 ,中

共中央发出通电 ,号召“全中国同胞 、政府与军队团

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寇的

侵掠” 。[ 1]海外侨胞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 ,他们

立即携手合作 ,纷纷组织起各种救亡团体 ,在亚 、非 、

拉美和欧洲的广大侨居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

救亡热潮。

美国纽约 ,在七七事变的当天 ,就成立了“纽约

华侨救济总委员会” ,以“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

员” ,“监督和协调一切爱国活动 ,特别是筹款和宣传

活动”为宗旨 。在南洋 ,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联络各界

人士 ,在马来亚各地组织华侨救国救乡的联合组织。

他们提出“组织华侨千百万 ,复兴民族一条心”。为

了把分散在东南亚的爱国华侨联合起来 ,建立抗日

救亡斗争的统一战线 ,统一组织各地筹赈活动 , 1938

年 10月 10日 ,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

“南侨总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成立大会。

这是华侨跨国 、跨地区建立的一个最大的抗日救国



总机关。到会的有来自马来亚 、暹罗 、新加坡 、缅甸 、

北婆罗洲 、菲律宾 、爪哇 、苏门答腊 、马达维亚等 45

个华侨团体共 164名代表 ,他们选举陈嘉庚为“南侨

总会”主席 ,庄西言 、李清泉为副主席 ,决定在新加坡

设立总办事处。会议制定了《筹赈办法举要》 ,通过

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宣言》 ,号

召 1000万东南亚侨胞“充大精诚 ,固大团结 ,宏大力

量” , “各尽所能 ,各竭所有 ,自策自鞭 ,自励自勉 ,踊

跃慷慨 ,贡献于祖国” ,以自己的人力 、物力和血汗 ,

“一洗百年之奇耻 ,一报九世之深仇” 。
[ 2]
在欧洲 ,有

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 ,领导着英 、法 、德 、比 、荷等国

40多个华侨救亡组织 。在非洲的南非 、毛里求斯 、

马达加斯加等国 ,也都成立了华侨抗战救国的各种

组织 。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 ,在抗战前期 ,侨

居世界各地的侨胞 ,在海外建立了 649个大型救国

团体 。

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救国组织 ,承担着筹赈 、宣

传 、抵制日货等项重要任务 ,而且对巩固和发展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抗战爆发后 ,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集团就与日本帝国

主义互通函电 ,进行叛国投敌的罪恶活动。汪精卫

集团的可耻行为 ,为爱国侨领陈嘉庚获悉 ,对此 ,他

非常愤慨。1938年 10 月中旬 ,他连续三次打电报

给汪精卫 ,怒斥其“主和妖言 ,行如秦桧” 。同年 10

月下旬 ,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为

大会主席的汪精卫毫不掩饰投降派的嘴脸 ,在会上

大放厥词 ,胡说什么“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 ,以我国

积弱非和平即亡国” ,妄图与日寇停战议和。陈先生

是国民参政员 ,因故未回国参加大会 ,会议正在激烈

争议时 ,收到他从新加坡发来的一个电报提案:“官

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这一提案 ,矛头直指汪精

卫。汪精卫闻此“形容惨变 ,坐立不安” 。邹韬奋称

赞这个提案是“霹雳一声” ,“从三千里外的新加坡放

出一炮 ,直达重庆”。在参政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

士支持下 ,这一提案修改成“敌未出国土前 ,言和即

汉奸” , [ 3]并获通过 , 给汪精卫投降集团以沉重打

击 ,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支持 。1938

年12月 ,汪精卫 、周佛海等一伙民族败类公开叛国

投敌。汪精卫的叛国行径 ,在千百万海外华侨中产

生了强烈的反应 ,斥责汪精卫卖国投敌的信达 1000

多封 ,敦促政府对汪“立即宣布其罪行 ,通缉归案 ,以

正国法 ,而定人心”。缅甸华侨特募百万元专款 , “作

为缉获汪精卫之赏金” 。一个反对卖国投降 ,支持抗

战为中心的讨汪运动 ,在各地展开 ,充分表现了海外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热诚和对日本侵略者 、汉奸卖国

贼的痛恨。

抗战期间 ,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 ,遭到华侨的强

烈谴责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 ,救亡侨团和爱国

华侨纷纷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 ,并发表宣言 、通电和

告同胞书 ,强烈抗议国民党制造分裂 。菲律宾侨团

的电文说:“大敌当前 ,岂可同室操戈” ,致使“亲者

痛 ,仇者快。”美国华侨通电指出:“岳飞十二金牌之

诏 ,宋室以亡” ,强调“国共合作团结 ,不独为抗战之

灵魂 ,抑亦最后胜利之生命。”[ 4]在国内外强大舆论

压力下 ,蒋介石只好暂时收敛其明目张胆的反共行

为 。华侨以民族大义为重 ,反对分裂内战 ,支持团结

抗战的斗争 ,从政治上 、行动上支援了国内军民的抗

日斗争 ,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

发展。

二 、输财出力 ,为抗战提供
巨大的物质援助

在抗战中 ,华侨最大的贡献就是筹赈巨款 ,捐赠

物资 ,援助祖国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国面

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和物资方面的困难。海外华侨

在“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号召下 ,人人为支援祖国

抗战积极募集款项 ,许多华侨不惜倾家捐献 。各地

华侨将大量的财物源源不断地寄回祖国 ,有力地支

援了国内抗战。

开展认购国债和捐款活动是华侨从财力上支援

抗战的两个重要途径。“8·13”事变后 ,“国民政府发

行了 5亿元救国公债 ,海外华侨就认购一半 ,最后全

部无偿地贡献给祖国。”[ 5]抗日捐款的名目很多 ,主

要有月捐和特别捐两类 。月捐是一种按月不间断的

捐款。为了保证月捐按时收交 ,侨胞们提出了“逃避

义捐 ,非我族类;捐而不力 ,不算爱国”的口号。各地

华侨“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 , 小贩劳工 , 亦尽倾血

汗” ,甚至连家庭主妇亦不甘人后 ,千方百计从伙食

费里挤出月捐钱。据统计 ,在抗战的前三年里 ,海外

华侨每月认捐 1350万元。这种细水长流 、聚沙成塔

的方式 ,为抗战募集到相当可观的款项。

在长期的筹赈捐款中 ,各地爱国侨领以身作则 ,

既出力又出钱 ,他们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中坚 ,

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一人

一次就购买救国公债 10万元 ,并按月捐款 2000元 ,

直到抗战结束为止。他说:“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

钱 ,不知救国 ,纵然发财 ,但是做奴隶 ,做亡国奴 ,发

了财有什么用 !”黄炎培称赞他说:“发了财的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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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全拿出来的 ,只有陈先生。”[ 6]

在美国 ,全美洪门领袖阮本万和司徒美堂二老

先生 ,号召 10 万洪人 ,努力完成捐款 500万美元购

机救国的任务。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 ,仅劳

军一项 ,就捐资 10万美元。在巴达维亚 ,筹赈会主

席丘元荣 ,除他本人捐资数十万元外 ,还在巴城发起

了捐奎宁和金鸡纳霜的运动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侨领们的带动下 ,华侨“对祖国战区难民之筹

赈工作 , 风起云涌;海啸山呼 , 热烈情形 , 得未曾

有” 。
[ 2]
只要是民族所需 ,他们不惜倾家荡产而鼎力

奉献 ,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迹 。如新加坡华侨

胡文虎 ,一次捐款 200万元 ,作为设立残废军人疗养

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的基金。澳大利亚美军华

人服务营内的一位老华侨 ,年近古稀 ,一闻抗战救

国 ,即将准备养老用的 300余英镑全部捐献。友人

劝阻时 ,他慨然回答:“我老了行将就木 ,能以区区微

金贡献祖国 ,实是无上光荣 ,死可瞑目矣 。”[ 7] 另外 ,

不少老华侨还把长期珍藏的古董宝物捐出;许多妇

女把首饰 ,甚至订婚戒指献出;广大中小学生把平日

积存的零用钱献给祖国 。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催人

泪下 ,无一不闪烁着赤诚的爱国热情 ,与那些卖国求

荣的民族败类形成鲜明的对比 。

据统计 , “从 1937 年底 , 国民政府的总收入约

226亿元 ,华侨汇款达 53 亿元 ,相当国民政府总收

入的 1/4 , 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 1/2。”
[ 8]
以

1939年为例 ,这年军费开支为 18亿元 ,而当年华侨

的义捐竟达 11亿元之多 。由此可见 ,华侨的捐款和

侨汇是支持祖国抗战的重要财源。

需要指出的是 ,很多侨胞把争取抗战胜利的希

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上 ,

从财力物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1937年 ,八路军在

平型关首战告捷 ,海外侨胞纷纷捐款相助。美京全

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和檀香山祖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

捐赠 108万元给八路军 ,并给朱德 、彭德怀写去慰问

信。泰国华侨陈子谷参加新四军后 ,为了给部队筹

饷 ,他返回泰国卖掉全部家产 ,将 20万元倾囊献给

新四军 ,为新四军筹得 3个月的军饷。海外一些侨

胞团体还发起成立“援助八路军 、新四军委员会” 、支

援东江纵队的“惠州救乡会”和捐助冯白驹领导的琼

崖纵队的“援冯委员会” 。南洋惠侨救乡会 1939 年

2月底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决定把华侨

捐款的 40%献给新四军 ,40%献给惠宝人民抗日游

击队 ,20%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各地侨胞或汇款

《新华日报》请求代转 ,或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转交 ,或

汇寄宋庆龄 、廖承志收转 ,把款项和物资送往抗日根

据地。这些捐助充分表达了侨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的信任和支持 。

华侨在抗战时期的巨额捐款和大量赠物 ,是他

们多年的辛勤劳动和血汗换来的 。在民族危亡的紧

要时刻 ,他们毁家纾难 ,在所不惜 ,充分表现了他们

的爱国热忱。他们给予祖国大量财力物力上的支

援 ,是祖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后盾 ,显示了

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时强大的凝聚力 。

三 、抵敌御侮 ,回国参战

抗战爆发后 ,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不愿当亡国奴

的中国人民 ,同仇敌忾 ,奋起抵抗 ,海外侨胞 ,特别是

不少华侨青年 ,不满足在国外从事抗日运动。他们放

弃自己的学业 ,辞去职业 ,告别亲人 ,离开家庭 ,在华

侨救亡团体的组织和资助下回到祖国 ,奔赴战火纷飞

的战场 ,亲身参加神圣的民族抗战 ,履行炎黄子孙保

家卫国的职责 ,成为全民族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

支重要力量。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统计 ,归国参战的

粤籍华侨约 4万多人。从七七事变到 1938年 2 月 ,

仅从广州口岸回国的其他省籍的华侨就有 30批 ,约

2 000余人 ,他们归国后 ,组成华侨杀敌义勇军 、华侨

空军义勇队 、华侨飞行员战斗队 、华侨回乡服务团 、华

侨汽车司机工友归国服务团 、抗敌救护队等救国团

体 ,或宣传鼓动 ,或救死扶伤 ,或驰骋疆场 ,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谱写了爱国主义的新篇章。

抗战期间 ,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 ,许多华侨纷纷

回国参加空军与敌作战。美籍华侨黄泮杨 ,驾驶华

侨捐赠的飞机回国参战 ,英勇作战 ,屡建战功。从

1937年 8月 13 日至次年 6 月 6 日 ,黄泮杨和陈瑞

钿 、黄新瑞三名华侨飞行员 ,就击落敌机 15架 ,狠狠

打击了日本空中强盗 ,成为当时的王牌飞行员 ,被誉

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 。

华侨回国参战影响和成效较大的是南洋华侨司

机和修车工人参加抗战运输。广州沦陷后 ,由于敌

人对海上的封锁 ,加之河内至昆明铁路的中断 ,使滇

缅公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 。滇缅公路沿

途全是高山峻岭 ,道路崎岖险恶 ,急需优秀的汽车司

机和修车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 , “南侨总会”会长陈嘉

庚发出了“关于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

号召 ,华侨司机和机工热烈响应 ,先后共有 3 200多

人回国服务 ,组成 20个大队 ,奔赴滇缅公路 。他们

在海拔 4 000 m 以上的恶劣环境下 ,遭受敌机的轮

番轰炸和流行疟疾的侵袭 ,依靠吃苦耐劳和英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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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精神 ,拼着性命为祖国抗战抢运物资。在这条

长达 1 164 km的国际交通线上 ,每日军用物资输入

量保持在 300 t 以上 ,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长期抗

战。机工们被誉为抗战救国运输线上的 “神行

太保” 。

在回国华侨中 ,还有不少人冲破重重阻力 ,奔赴

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马来亚华侨工人彭士馨等

15人组成的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 ,携带南洋侨胞捐

款和两部救护车 ,跋涉万余里 ,历经艰辛来到延安参

加八路军 ,是最早到延安的归国侨胞 ,被延安人民誉

为“华侨先锋”。先后到达延安的 300多名华侨青年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 ,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 ,

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和华侨统战工作 ,为陕甘宁边区

的教育事业 、体育运动 、医疗卫生 、科学技术和经济

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抗日的各个战场上 ,

到处留有华侨奋战的脚印 ,也有华侨洒下的热血 。

1937年淞沪抗战时 ,新加坡华侨 16人组成决死队

回国参战 ,除一人返回外 ,其余皆阵亡。滇缅公路上

平均每天就有七八名华侨机工牺牲 。南洋华侨林日

尊在 1940年 5月 18日日机空袭成都时驾机迎击 ,

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从爪哇回国的华侨 ,人称“双

枪女英雄”的李林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担任

八路军 120师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 ,智勇双全 ,英

勇作战 , 战果赫赫 。日寇曾悬赏 5 000 元缉捕她 。

1940年 4月 26 白 ,李林在山西平陆的一次反扫荡

中 ,在连续重创敌人后壮烈牺牲 ,年仅 24 岁。中共

中央妇女委员会从延安为她发了唁电 ,称她“不仅是

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 ,而且也是全国同胞所

敬仰的女英雄” 。[ 9]

所有这些为抗日救国捐躯的华侨英雄 ,不愧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也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和

骄傲 。他们为民族存亡而奋斗而献身的壮举 ,极大

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增强了祖国人民抗

战必胜的信心。

综上所述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千百

万海外华侨在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 ,团结一致 ,共

赴国难 ,为祖国的团结统一 ,为民族的独立富强 ,尽

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建立的

丰功伟绩 ,将永远彪炳于史册。今天 ,华侨的爱国主

义精神将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腾飞 ,为祖国和平

统一大业早日实现而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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