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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马华侨抗日运动的
历史地位

张应龙

华侨与抗日战争是华侨史及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的辉煌篇章。在
抗曰战争中，海外华侨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从物力到人力上

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一方面在海外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东南亚是日本帝
国主义占领过的地区，面对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日本法西斯，东南亚华侨不
怕牺牲，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进巧浴血奋战，为东南亚的自由和解放作

出巨大的贡献。因此，东南亚华侨的抗日运动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而新
马华侨的抗日运动则在东南亚华侨抗日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新马华侨抗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新马华侨抗日运动分为两个时期，从1915年至1941年底为抗日救国

时期，重点在支援祖国的抗战；从1941年底至1945年为抗日卫马时期，
重点在居住地进行抗日斗争。

在第一时期，新马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可分为兰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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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5年-1931年9月为华侨抗日运动酝酿阶段。当1915年袁世
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新马华侨就起来进行反日的活动，

如从舆论上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必和进行抵制日货的活动等。①1919年，
受中国"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精神的影响，新马一些华侨青年和王人举

行了反日示威游行和捣嚴日货。◎但这两次事件的影响不是很大，范围也
小。1928年日本制造了 "济南惨案"，引起新马华侨反日情绪的强烈反弹。

新加巧怡和轩在《南洋商报》上刊登启事，呼吁召开"同侨大会，讨论救
济山东兵灾各种事宜"。®5月17日，一千多名华侨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
行大会，决定成立山东惨案筹脈会。在新加坡华侨的带动下，马来亚其他

地方也成立了筹脈组织。®新加坡筹脈会在陈嘉庚领导下取得很大成就，

至1929年底，新加坡华侨共捐款一百兰十四万元。©在这次活动中，华侨
社会的上层领袖走到反日的前列，华侨社团出面领导反日活动，更重要的

是，这次活动形成了 陈嘉庚为核也的抗日救国运动领导层，涌现了一批
优秀骨干分子，建立了较严密的组织，从而为后来抗日运动的全面开展做
了准备。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反日活动具有偶然性的特点，参与的人数
与地区还不是很多，但它是后来抗日运动全面开展的基础。

(2) 1%1年9月-1937年7月为发展阶段。"九一八事变"对新马华
侨产生很大的冲击，在国难当头之际，新马华侨迅速行动起来，纷纷发出
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起来抵抗，要求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否则
将会爆发世界大战。®新马华侨学校开展"国耻日"活动，师生们走上街

① 崔贵强：〈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
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页119-32。

②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响〉，《南洋学报》，第20卷，第1、2合辑。

③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页84-5。

@ C. F. Yong，Tan Kah-Kee: TheMakingof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2-4.

©杨进发：《陈嘉庚研究》（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页151。

⑥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怡和轩，1946)，页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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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进行抗日宣传。®各界华侨采取抵制日货的行动，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新马华侨还组织了不少筹贩组织，募捐经费支援祖国抗战，如"救济上海
伤兵难民筹脈委员会"、"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总会"等，都筹到巨额款

项。⑨随着抗日运动的深人开展，新马华侨成立了华侨各界救国联合会。®
马来亚华侨各界救国联合会是W中下层华侨群众为主体，它的成立对新马
华侨抗日运动的全面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阶段里，由于英国
殖民当局对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采取压制和限制的政策，华侨的抗日运动遇

到不少困难，但新马华侨巧妙利用筹贩的名义，用促进国货的方法进行抗
日活动。更重要的是，华侨社会各阶层都行动起来，从而推动抗日运动走
向髙潮。

(3) 1937年7月-1941年12月为高涨阶段。1937年7月，日本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的"屯尤事变"，引起新马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全面高涨。新加
坡一百一十八个华侨社团的代表于8月5日召开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

华侨筹贩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贩会)。®同年10月10
日，新马各地一百多名代表在吉隆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马来亚各区会通

讯处，陈嘉庚任主任。⑩随着形势的发展，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
的代表在新加坡举行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

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更加突出了新马华侨在东南
亚华侨抗日运动中的地位，而南侨总会的成立对新马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
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马华侨的抗日救国组织与东南亚华侨的抗

⑦许云樵等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4。

⑨《华侨革命史》（台北：正中书局，1981),页688; CF.Yong, TanKa/i-Kee, p. 198.

⑨陈立贵：〈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初探〉，《东南亚学刊》，试刊号（中国社会科学
院亚太研究所，1989)。

⑩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台湾：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
页11。

⑩同注⑥，页44-5。

⑩傅无闷：《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39),辰部，页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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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救国组织从此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马来亚华侨各界救国
联合会在1937年8月改名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会。而中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也于1937年在新加坡成立，简称民先。©这几
大组织互相酌合，推动新马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深入发展。筹贩会^>1其合法

的身份，在华侨社会中正面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对新马华侨抗日运动起了
主导的作用。抗援会(其强大政治动员能力走在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列，大
力发动华侨中下层群众，派人加人筹贩会，加强筹贩会的力量，成立"援
八援新四委员会"、"援冯委员会"，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琼崖游击队，
使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更有全面性。⑩

新马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包括几个主要内容：一是筹集金钱和物资。
在募捐筹款活动中，新马华侨采取许多有效的办法，如将捐款箱置于公共
场所、©在山区用邮寄的办法、®通过连锁信推销公债等，⑩而捐款的形式
有常月捐和特别捐等。此外还开展募集寒衣、®捐赠汽车和药品、®做伤兵

之友等。@二是抵制日货，对日进行经济制裁。广大侨胞认为购买日货等
于帮助日本购买军火来杀害自己的同胞，因而拒买拒卖日货。许多华商lil
民族利益为重，将所存日货封存起来。华侨(研究国货的名义行抵制日货
之实，并订出一套严密的奖惩措施。®抗援会和民先的下属组织如中华抗
日娜奸铁血团、中华抗敌便衣队、中华民族复兴团、抗敌働奸义勇队等，

⑩同注⑨。

⑩黄小坚等著：《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页344-55。

⑩巴 F' Yong, ranKah-Kee,，' 207.

⑩王软觉：〈一九兰八年的马来亚>，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50-5。

⑩关楚瑣编：《星洲十年》谢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第二章。

⑩〈一九兰九年的马华筹贩运动〉，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57-61。

⑩⑩〈一九四0年的马华筹贩运动〉，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63-6。

⑩〈柔佛华侨筹販祖国难民总会概况〉，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74-9;
林芳声：〈一九兰屯年的马来亚华侨〉，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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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激烈的措施惩罚售卖日货的商人。@在日本人办的企业里，华侨发起
罢王，其中著名的有柔佛和T加奴日资铁矿的华侨罢工事件。◎兰是回国
参战。较著名的有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
侨回乡服务团等，@许多热血青年回国直接参战。四是开展声势浩大的宣
传活动。新马华侨利用各种报刊宣传抗日，组织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如口头演讲、文字宣传、歌咏比

赛、戏剧表演等，组织读书会、时事报告会，派遣流动宣传队到基层，其
中派话剧团在全马巡回演出的影响就很大。兑，在这一阶段中新马

华侨全方位地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当1941年"走屯事变"四周年时，新
马华侨又掀起声势浩大的签名和献金活动，参加人数达二十多万人，表现
了新马华侨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决也，@形成万众一屯、、同仇敌巧
的局面。

在第二时期，新马华侨的抗日运动分为两个阶段：

(1) 1941年12月- 1942年2月为抗日卫马阶段。1941年12月8日日
本正式发动侵略新马的战争，在送个紧急关头，新马华侨纷纷参加救护队、
防空队、修理队等，@支持抗击日寇的斗争。新加坡的华侨文化界组织星

◎杨建成：《华侨之研究》（台湾：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所，1983)，页34-5。

®〈备株臣辖区华侨筹贩分会报告〉，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85-9;揪生：〈龙运日
人矿山华工退职离矿山经过〉，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9-26;庄惠泉：〈我与林谋
盛共同献身于作战〉，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94-5。

@参见秦钦時、汤家麟著：《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③参见叶奇思编著：《赤子丹‘。》（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参见《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专辑》（海南：琼岛星火编辑部，1984)。

③孙儒：〈星马华侨的抗日救t话剧运动〉，《华侨史论文集》，第S集（广州：广东华侨
历史学会，1M6)。

⑩《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22-6。

⑩〈新加坡华侨在战斗中〉，《新华日报》，1941年12月2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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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用文艺的手段动员群众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同
时，新马华侨勇敢地拿起武器开展抗日卫马的战斗。12月30日，新加坡
华侨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下设总务部、保卫团、劳工服务团、
民众武装部和宣传股等，®组织华侨有秩序地投人保卫新加坡的战斗中去。

劳工服务团在短时间内招到兰千名华工。®民众武装部一个星期就有兰千

名华侨报名，并很快增加到一万人。©2月1日，星华抗日义勇军宣告成
立。星华抗日义勇军有建制八个连，但武器装备很落后，每人只有十五发
子弹和一支十九世纪的旧步枪。没有正式的军服，头缠黄布，右臂加一块

互角形红布。@尽管如此，华侨勇大无畏气概与凶残的日寇进行殊死
搏斗，他们在裕廊、林居港、芭丝班让、后港、武吉知马等地方抗击日军，

不少华侨英勇献身。©可是，英国当局在2月13日下令解散星华抗日义勇
军，2月15日英军宣布投降，新加坡沦陷。

(2) 1942年2月- 1945年8月为抗日武装斗争阶段。新马虽然因为英

国的投降而落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但新马华侨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
走人森林，拿起武器，为狂走日本侵略者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挽的斗争。

在日本占领时期，新马华侨抗日武装斗争的最主要力量是马来亚人民
抗曰军。早在新加坡沦陷之前，在新加坡101特别学校接受训练的一百六

十五名华侨便分四批潜人马来半岛开展武装斗争。1942年1月1日在雪兰
薬建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接着于同月在森美兰、柔佛的南部

和北部建立第二独立队、第兰独立队和第四独立队。®至日本投降时，马

⑩陈仲达：〈星华战时文化界之一角〉，载《大战与南侨》（马来亚之部）（新加坡：新南
洋出版社，1947),页56-7。

⑩子冈：〈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纪略〉，载《大战与南侨》，页53-4。
⑩庄惠泉：〈新加坡沦陷前夕〉，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241-2。
®巧武：《马来亚的反抗》（香港：海泉出版社，1982),页20。
留)陈平波：〈星洲临陷前的星华义勇军〉，载《大战与南侨》，页58-9。
⑥〈星华义勇军血战经过〉，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226-8。
®广州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出版公司，1992)，

页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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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人民抗日军共有八个独立队，分别活动在马来亚各个州，总人数约一
万人。©在抗日斗争的第一年，抗日军面临许多困难，因抗日军组建不久，
大部分队员缺乏训练，加上缺乏枪支弹药，未能形成战斗力。同时缺医少
粮，不少队员病死饿死。特別是1942年9月1日马共与抗日军领导人在吉
隆坡石山脚开会时，因叛徒出卖，被日军包围，不少人牺牲，这次事件对
抗日武装斗争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但人民抗日军并没有被西难吓倒，他
们审时度势，把力量放在建立根据地、训练部队、团结群众上，并伺机袭
击日军，打击日军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气。在1943年和1944年，人民
抗日军在马共领导下，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建设，并在抗日同盟会的支援下，
发动群众，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化大队伍，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扫
荡。1944年9月，日军纠集四千多兵力，向柔佛的第四独立队发起进攻，
四独liUh队四出游击，使敌军疲于奔命。人民抗日军在运动中伺机袭击日

军。©各地人民抗日军在反扫荡中，主动出击，袭击敌军兵营和警察局，
烧毁敌人军需仓库，日寇的进攻一一失败。进入1945年，抗日战争的形势
发生了变化，人民抗日军改变策略，对敌军据点发起进攻，消灭敌人有生
力量。1945年5月，第兰独立队开展"红五月活动"，向警察局发起进攻，

大大打击了敌人的气焰，⑩从此，即使在大白天，人民抗日军也可通行无
阻。在兰年多的战斗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的战斗约兰百四十多次，

消灭敌人五千五百多人，取得辉煌的成就。®此外，在北马一带尚有一支
由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领导的华侨抗日军，人数约四百多人。®

⑩同上，页11。
® Cheah Boon Kheng, RedStarOverMalaya:ResistanceandSocialConffict加打‘ngandaAer曲e

Japanese Occupation I94I-/P46(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 1987), pp. 87-8.
⑩赐思编：《抗日英雄在柔南》（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务社，1945)，巧9。

®广州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淮：见化出版公司，1992)，页48。

⑩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会：〈马来亚人民军战记〉，载《大战与南侨》，页
27-31。

® 参见 Cheah Boon Kheng, RedStarOverMalaya, pp. 78-9； 〈一S六部队档案情报第五号〉；
庄惠泉：〈调解华侨抗日军与英军冲突经过〉，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725-6,
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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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己，亚庇华侨郭益南在日本占领沙己后组织秘密抗日组织。1943
年4月，郭益南与在菲律宾苏禄的美军取得联系，并得到一批武器，遂组

织神山游击队，人数约百余人。®古达华侨钟武贤也于同年8月组织古达
游击队。@10月9日夜，郭益南带领游击队趁亚庇日军主力外出攻入亚庇，
消灭日军六十多人，收复亚庇。受亚庇胜fij的鼓舞，亚庇一带的华侨也迅
速起来响应，抗日蜂火在沙己燃烧起来。日军连忙从古晋和纹莱调来军队

从陆海空进攻亚庇，游击队终因寡不敌众败退，郭益南等人被害。®虽然

这次起义失败，但它沉重打击了日本的统治。

除了抗日武装斗争外，华侨还参与英军一兰六部队的敌后战斗。一兰
六部队是做情报工作的，它由英国经济作战部与中国国民党海外部合作组
建，目的是派人潜人马来亚进行情报工作，配合盟国的反攻，为此专口招
收一批华侨青年到印度训练。1943年5月，第一批一兰六部队的五名华侨

坐潜艇进入马来亚，并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同年11月，一兰
六部队马来亚区华侨区长林谋盛也到达马来亚，在人民抗日军接应下进人

露熏美罗山五独总部。⑩1944年1月，马共、人民抗日军、抗盟与一王六
部队中英负责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即英国向人民抗日军提供武器，
人民抗日军协助策应盟军反攻马来亚。® 1944年3月，林谋盛下山筹款，

因情报站被日军破获，林谋盛等人被抓，而林谋盛后被日军害死。⑩一兰
六部队起初在人民军接应下进人游击区，但后来乘潜艇进人马来亚时遇到
困难，从1945年2月起，英军改派飞机空投人员和装备。最后一批空投活

⑩刘智源：〈亚庇神山抗日游击队悲壮的回忆〉，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718-20。

@黄尧：《星马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页265-6。

⑩同注⑩；《星马华人志》，页265-6。

⑩吴在新：〈从重庆到马来亚〉，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649-51。

⑩谭显炎：〈林谋盛区长巧难前后〉，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656-7。

® Cheah Boon Kheng, RedStarOverMalaya^ p. 73.

®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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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1945年9月1日，这时日本已经投降。@从1943年5月至1945年9
月，一兰六部队华侨队员共有六十九人分二十批次从海上和空中进入马来
亚（一说四十六人或四十九人），®他们在人民抗日军接应和掩护下，进行
情报工作，但由于初期设备损坏严重，无法运作，到后来情况好转时日本
也投降了，因此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马华侨抗日运动的特点

(1)新马华侨抗日运动呈现不断髙涨的态势。在第一时期第一阶段，
由于日本灭亡中国的野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华侨的抗日活动还不广泛。
到第二阶段，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华侨的抗日运动便迅速发展起来。
第兰阶段在中国面临亡国的形势下，新马华侨全面行动起来，并形成抗日
救国的高潮，新马华侨社会成为祖国抗战的后方。在第二时期，新马华侨
更是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变成处于抗日战争的前方。无论
处于后方还是处于前方，新马华侨的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2)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是新马华侨抗日运动的坚实基础。在抗日运
动中新马华侨社会实现了社会总动员，涌现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判断社
会动员程度的指标是下层群众参与程度，在抗日救国运动中，许多下层华
侨群众得到最大程度的动员，实现最大程度的参与，他们尽管生活艰难，
但为了祖国的抗战，即使自己饿着肚子，也尽自己的微薄力量，如山打根
小贩郑潮炯倡举"义卖瓜子"，从山打根出发，经亚庇、砂拔越、新加坡至
马来半岛各地，为募捐到处奔走。®不同党派，不同派别，不同阶层的华
侨攝弃成见，团结一致，行动起来，为了抗日这个共同的目标出钱出力。

⑩《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634。

@张奕善：〈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恃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载张奕善：《东南亚研究论
集》（台湾：学生书局，1980)；李业霖主编：《太平详战争史料汇编》（吉隆坡：马来
西亚华社研究中,!>，1996),页161，166。

感黄小坚等著：《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页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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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觉人、共产党人，左派右派中立派，富商大贾、贩夫走卒，走到一起。
甚至连海峡侨生也成立新加坡海峡华人筹贩会。®虽然在如何抗日的问题
上，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过争论，但还是能够互
相配合互相支持，如1938年"屯七事变"一周年，新加坡各界代表召开大
会，各个派别的代表都发表讲话，号召全体华侨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将抗
战进行到底。@许多人拋弃自己优越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参加抗战，甚至
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爱国主义旗峽下，华侨在抗日运动中达到了空前
的大团结。

(3)抗日组织众多，组织结构严密。新马华侨抗日的组织按陈嘉庚的

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明的，另一种是暗的。®明的是指经英国政府同意的
筹脈会等组织，暗的是指抗援会、民先等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的

筹脈会有两百多个支分会，®马来亚其他地方也有两百零七个。®为克服各
自为政的缺点，先是在1937年成立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到1938年南侨
总会成立后便在南侨总会领导下统一开展活动。抗援会除了在各州成立分
会外，还在不同行业中成立组织，至1939年，自愿接受抗援会领导的华侨

社团有屯百多个，稍众多达四十多万人，而抗援会本身的会员则有四万多

人。民先的会员约有一万人左右。®除了筹贩会、抗援会、民先兰大组织
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抗日团体。不同政治色彩和立场的抗日团体共
铸华侨抗日运动的辉煌。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如任务就是筹集金钱和物
资支援祖国抗战。但过去的筹贩活动因华侨社会帮派林立各自为政，"或
多处机关，或立另一名目，互相倾辄"。@在陈嘉庚的领导下，新马华侨采

® C. F. Yong, TanKah-Kee，p. 211.

涵〈"b屯周年紀念星华侨民大会志盛〉，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22-6。
③同上。

感黄奕欢：〈赤子丹必照汗青〉，载《回忆陈嘉庚》（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页
67-80。

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马来亚华侨志》（台湾，1959)，页265。
域同注⑨。

⑩杨进发：《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页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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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加强领导，统一计划，分别进行，统一汇交等措施，使筹脈活动具有
权威性和公信力。

(4) (新加坡为中也。新加坡是新马政治经济文化的中也，华侨构成
新加坡人口的主体。新加坡华侨不但拥有一批富商大贾，而且拥有一批社
会政治领袖，如陈嘉庚等。许多抗日活动是新加坡华侨首先发动，并L人新
加坡为中屯、向外扩展，如南侨机工就是从新加坡出发的。新马华侨抗日运
动的最高组织设在新加坡，而且像东南亚华侨抗日运动的最高组织南侨总
会也设在新加坡，这不是偶然的，新加坡华侨显然处于领导的地位。

(5)与祖国抗日运动保持密切联系。新加坡位于东西方交通要道，人
来人往，信息灵通，交通便利。中国人到南洋，许多人是先到新加坡然后
再到其他地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内一大批革命志±来到新马，他们
的到来更加加强新马与祖国的联系。由于新马的突出地位，国内许多关于
抗日救国的活动是新马为重点，一些抗日西体应邀到新马访问，如武汉

合唱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等。®新马华侨在1940年还参加陈嘉庚率领
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回国了解祖国抗战的情况。至太平洋战争全面
爆发比，新马华侨始终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新马华侨抗日运动的历史地位

华侨抗日运动是华侨第二次爱国主义高潮。占世界华侨人数绝大多数
的东南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十分突出，而新马华侨在这个伟大历史时
期里的表现也是十分突出的。

(1)从新马华侨革命史来看，在辛亥革命中，新马华侨的贡献是很大
的。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参加辛亥革命的华侨人数还不是很多，未
形成华侨社会全面的革命行动。③但新马华侨在革命组织的建立，开展革

⑩〈武汉合唱团南来筹贩〉，载《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页112-3;吴逸生：〈南洋回教徒的
援华潮〉，载蔡仁龙等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编》，（1987年刊本)，页165-9。

③欧阳昌大：〈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新加坡华族史论文集》，页8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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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宣传，筹款支援革命活动，发动武装起义，回国参加武装起义等方面在
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是十分突出的。新马华侨的抗日运动一方面继承辛亥革
命的革命传统，一方面在各个方面上有所超越。无论在组织的建立，开展
宣传，筹款支援，回国参战，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及使全社会
形成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共同斗争目标上，新马华侨抗日运动所达到的高度
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2)新马华侨抗日运动在东南亚华侨抗日运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首
先，新马是东南亚华巧抗日运动的中也，东南亚华侨抗日运动最高组织
——南侨总会设在新加坡，南侨总会最高领导人及大部分领导人是新马华
侨，这本身就是对新马华侨地位的承认。南侨总会成立后，主持日常工作
的是新马华侨，在他们的努力下，东南亚华侨抗日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和南侨总会回国慰问团就是重要的成果。东南亚华侨
抗日运动的整体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形成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其
次，新马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贡献最大。在义捐方面，从1937年7月至
1940年底，东南亚华侨的捐款总数是国币两万一千七百多万元，其中新马
华侨捐一万两千五百多万元，约占百分之五十八。®在公债方面，1937年
7月至1938年10月，东南亚华侨共认购公债达国币两千一百七十万元，
其中新马华侨认购一千两百八十六万四千元，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一（不包
括东马)。©在捐物方面，1939年宋美龄通过南侨总会要求东南亚华侨捐赠
寒衣兰十万件，新马华侨认购了十四万件，并在一月余时间内超额完成任
务。@第兰，新马华侨在人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表现最突出。其大者有东
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lilR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等，在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兰千多人中，新马华侨就占了约两千人。@第四，在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巧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页
198。

©李恩涵：〈星马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学报》，第40卷，第1、2期。
@同注⑩。
③C.F.Yong，ranKah-Kee, p. 218；刘子政：〈砂巧越华人抗日活动与筹贩会〉，载李南林

等编：《砂持越华族史论集》（妙措越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1985)，页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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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经济制裁方面，新马华侨的表现也是激烈的。除了制定严密的措施外，
还采取了有效的阻吓手段。除了抵制日货外，还在日资企业中发动罢工，
沉重打击了日本强盗的气焰。第五，在对日武装斗争方面，新马华侨的作
用最突出。新马华侨除了在日军进攻时组织队伍进行抵抗，而且在日本占
领期间组成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进行勇敢的战斗。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抗日武装队伍中力量是最强大的。

(3)新马华侨抗日运动在世界华侨抗日运动中也非常突出。东南亚和
美洲是世界华侨抗日运动的重点地区，由于东南亚华侨众多，在地理上与
祖国的联系较密切，国民党和共产觉都把东南亚作为开展抗日运动的重点

地区。东南亚华侨富有革命传统，在有效的组织和动员下，东南亚华侨抗
日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比美洲华侨略胜一筹。而在东南亚地区中，新马华
侨是很突出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同时在东面的美国珍珠港和西面
的马来半岛北部发起进攻，这说明新马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日本侵略者

如目中，新马是"发生祸乱的基地"，新加坡是"抗日华侨的中必"®送从

反面证明新马华侨抗日运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遭受过日本侵
略者的占领，而美洲和欧洲则没有这一经历，因而缺了抗日武装斗争这一

部分。新马被日本侵略者作为"保卫大东亚的据点"，@因此，日本占领下
新马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新马华侨抗日武装斗争与抗
日救国运动构成华侨抗日运动的整体。就单个国家而言，新马华侨抗日运
动(其群众动员的广泛性，抗日组织的多元性和有效性，对祖国贡献的巨
大性，抗日运动的完整性，在世界华侨抗日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

余论

海外华侨抗日运动的光辉业绩无疑彪烟于史册，新马华侨抗日运动也

®资）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
版社，1975)，页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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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

研巧新马华侨抗日运动的历史，除了史实的研究之外，更重要是研究
这次运动的内涵。就新马华侨抗日运动而言，左翼力量对推动华侨抗日运
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华侨武装斗争更是如此。左
冀力量除了在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它在
唤起民众、宣传革命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左翼力量在抗日运动中得

到成长，因此在日本占领期间，马共领导的左翼力量才能挑起武装抗日的
大梁。当然，新马华侨抗日运动充分体现了华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或者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抗日运动中达到了髙潮。但是，在新马华侨
抗日运动中除了爱国主义外，还有反对压迫剥削奴役的革命主义和反法西

斯主义。换句话说，新马华侨抗日运动包含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主义、反法
西斯主义，只强调一点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全面认识华侨抗日运动的历
史意义。

研究新马华侨抗日运动除了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评价外，还应从历史

的角度看它的影响。从新马华侨华人历史看，华侨社会的各种特征在抗曰
运动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因为还没有一个历史阶段像抗日运动时期那样，
华侨对祖国的命运是如此的关注，对祖国救亡是如此的不遗余力，对正义
与和平是如此强烈的呼唤和奋斗。当日本侵略者人侵新马后，新马华侨义
无反顾的拿起武器，进行抗日卫马的武装斗争。日本占领期间新马华侨的
抗日武装斗争不仅仅是反抗日本法西斯，而且是为了新马的自由与解放。
经过兰年多的武装抗日斗争，新马华侨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
了战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新马华侨社会逐渐转变为华人社会。在这
个转变过程中，在抗日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华侨左翼力量对新马的独立
起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华侨争取新马独立的斗争本身也是意味着国家认
同的变化。因此，华侨抗日运动在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中的作用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研究华侨抗日运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抗日运动，应研究从抗日运动
的后方到抗日斗争前方之间的转变，研究后方与前方的内涵，^:^及从总体
上进行宏观把握。这样才能改变单纯只研究华侨与祖国抗战、华侨对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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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贡献、华侨在当地的抗日斗争等局部研究的状况，这样或许能推动
华侨抗日运动的研究更加深人，并获得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