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抗日战争中非洲华侨的贡献

李安山

　　海外侨胞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遗憾的是, 对非

洲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很少提及。少数学者关于华侨与抗战的论著对此略为涉及①, 但有的份

量很重的关于华侨革命史著作和华侨与抗日战争的有关论文 (集) 对这一重要史实根本未

提②, 这是有欠公允的。本文将从非洲华侨的抵制日货活动、非洲华侨抗日后援团体以及抗日

救国募捐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力图客观地对他们的贡献作出应有的评价。

一

1928 年的“济南惨案”充分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非洲华侨虽远离国土, 但对祖

国的安危时时关心。马达加斯加华侨在当地侨领的领导下, 积极参与揭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活

动。中国国民党驻马岛支部创办了当地第一份华文报纸《侨民新报》, 内容丰富, 遍销各地③。在

侨领陈明沃等人的领导下, 华侨成立了对日经济绝交总会。然而, 个别华人奸商不顾民族大义,

私自购进日货。身兼华人协会主席和对日绝交会主席二职的陈远标与奸商陈遇潜勾结将日本

火柴引进马岛, 受到华侨谴责。1930 年的 6 月 20 日, 负责宣传的何金泉在《侨民新报》上著文,

对引进日货的华商进行谴责。陈远标不思悔改, 反而向警察局透露了未申请备案的《侨民新

报》以及抵制日货的领导人姓名④。1930 年 7 月 14 日晚, 当爱国华侨集会时, 陈遇潜等人冲击

会场, 遭到何金泉、祝展华等人的严厉痛斥。后来, 警察来到国民党党部所在地, 将何、祝等人拘

捕。法庭判决《侨民新报》停办并罚款 240 元。马岛总督于次年 2 月将何金泉与祝展华驱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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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华侨抵制日货的斗争受到打击①。

殖民政府对华侨的干涉并未降低他们抵制日货的热情。1932 年, 迭戈2苏瓦雷斯的警察局

长在报告中提到, 华侨因抵制日货与日本海员发生冲突, 双方打了起来。华侨对日货的抵制持

续进行。当地一家报纸《马达加斯加殖民报》于 1939 年 2 月 18 日披露,“受国民党支配的华人

协会”决定将偶而进口日本水泥的D 公司列入他们的抵制名单,“据报告国民党已决定对任何

与这家公司有些许来往的华人处以 5000 法郎的罚款”。一位法国商人也在塔马塔夫商会抱怨,

他因为向日本运送石墨而遭到华人的抵制, 而在他的顾客中, 华人占了 50%。这位法国商人不

得不承认, 他对这种抵制无能为力②。

留尼汪华侨对雇用日本船运货的公司进行坚决抵制。当时, 一些印度公司在此岛设分号进

行批发业务。1931 年 12 月, 一家名为“卡里姆吉2诺尔巴耶”的孟买分公司雇用日本船从西贡

将大米运往该岛。华侨得知后对该公司进行抵制。他们宁可到价格较贵的欧洲商号购买粮食,

而不与这家印度公司打交道。这家孟买公司的经理主动找中国驻孟买的外交机构交涉。他声

明以后决不用日本船运货, 并恳请南京中央党部转告留尼汪华侨尽快解除对该分号的制裁。为

了确保中国领事馆向南京转达此意, 这位经理次日又递交了一份不再用日船运货的声明。

毛里求斯华侨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 号召华侨不买日货并烧毁日货③。毛岛一直是日货

的畅销地, 主要是因为日货便宜。此外, 很多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唯利是图, 对华人抵制日货的呼

吁置若罔闻。尽管有这些障碍, 抗日救国后援会仍然团结全体华侨一致努力, 决定“更努力寻求

断绝仇货与断绝敌人资源的有效办法”,“以实在完成出钱救国与根绝仇货之神圣工作”④。一

位华侨曾回忆他抗战时在毛岛读书的情况:“当时我们每天都穿童子军制服上学。童子军的腰

带上有一个钩子, 挂着一个搪瓷饭碗。有一天有人说, 这种碗是日本货, 于是群情激愤, 要求童

子军教员让大家在操场集合, 正式宣布搪瓷碗是日货, 于是每人都把自己的碗取下来摔在地

上, 再使劲踩坏, 以泄对日帝的满腔仇恨。”⑤

东北沦亡以后, 海外华侨采取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南非华侨积极募捐以支持国

内军民抵抗日寇侵略。当时《南大与华侨》的一则报道称,“以南非而论, 数千华侨, 年来所募捐,

计达百数十万元。仍能继续努力。”南非德兰士瓦的华侨师生成立了救国会, 积极参加各种募捐

活动。七七事变后, 南非华侨也曾广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37 年 12 月, 拥有 600 名华侨的东

省中华会馆组织华侨在伊丽莎白港举行抵制日货大游行, 近 30 辆汽车载着各种标语, 游行队

伍打出的口号是“抵制日货! 购买英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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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 非洲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统计,

抗战时期, 非洲华侨共成立了 25 个救国团体, 计南非联邦 5 个, 葡属东非 5 个, 法属东非 14

个, 毛里求斯 1 个。根据本人的研究, 这一统计很不全面。首先, 南非抗日组织远多于此数。其

次, 毛里求斯的抗日组织不止一个。再次, 统计未将英属东非包括在内。除了少数以外, 非洲华

侨的绝大部分抗战组织成立于七七事变之后。

南非侨胞纷纷成立救国组织, 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日战争。虽然捐款多在中华会馆领导下开

展, 但抗日后援组织不甘人后。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埃滕哈赫和弗雷尼京等地成立了抗

日后援会, 在约翰内斯堡、纳塔尔、东伦敦等地成立了妇女协会。大部分市镇都成立了中国战争

救济基金会。南非华侨大学生成立了大学救济基金, 还有老同学俱乐部、航空协会直属分会、援

助自由中国基金等组织①。最为突出的是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 (即“杜省华侨妇女协会”) 和

伊丽莎白港的东省中华会馆。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于 1937 年 9 月成立,“以具体行动来表示

爱国之热诚, 四处奔走劝募筹款, 源源汇款国内”②。会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 利用业余时间, 募

捐计 54 次之多, 共计 3 万英镑。

东省中华会馆的华侨积极捐款。该组织的秘书指出:“东省的华人都答应开展月捐, 商人们

自然做得最好, 甚至一般的店员也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捐出以表示他们作为国民的义务。”一

位姓刘的华人因年老体迈, 月捐不便, 便变卖财产, 一次捐款 2000 英镑③。南非侨胞对汪精卫

的卖国行径深恶痛绝, 纷纷募款以作“诛逆之奖金”。首轮捐款达到 7000 英镑。

毛里求斯华侨在七七事变后将原来的华侨救国会改组, 命名为“华侨救国委员会”, 后更名

为“华侨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由华商总会、护商总会、仁和会馆、南顺会馆、新华学校、培英学校

及国民党直属支部联合组成, 由直属支部及华商总会“负总管之责”。抗敌后援会成立的次日,

“即商请资遣贫侨会拨出款一万盾, 先行直接电汇于中央侨务委员会转军事委员会, 表示模里

斯 (即毛里求斯)全体华侨, 誓为政府抗敌后援的第一项礼物”。后援会的工作包括捐款宣传、首

饰运动、购买医院药物、征集麻袋及旧衣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后援会还经常放映宣传抗日的电

影,“不少侨胞从山顶专门到埠上 (路易港)来观看”。1937 年冬,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毛里求斯直

属分会成立, 以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

在抗战中, 中国国民党驻马达加斯加支部发展了 1700 余名党员, 先后建立 17 个分部和

13 个通讯处④。国民党支部与抗日后援会紧密配合。在捐款活动中, 有的华侨废寝忘食,“自朝

至晚, 没有进餐, 枵腹从公”。桑巴瓦地区华侨的贡献值得一提。该地区华侨不过 130 人, 在抗

日救国分会组织下长期进行月捐。他们组织了“救国白话剧团”, 先后筹款 20 万余法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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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8 月 15 日成立至 1944 年底止, 该地华侨所捐献的款项已经汇回祖国的达 24615 万余

法郎, 后来募集的款项又汇回祖国 14 万余法郎。该区捐献成绩之所以如此显著, 主要是因为华

侨以大局为重, 主动进行各种捐献, 如工资捐、牌照捐、节食捐、土货捐、消遣捐等。更重要的是,

抗救会的职员认真负责, 取得了广大华侨的信任。

抗战后期, 国民党的中央海外部发动“鞋袜劳军运动”。马岛华侨认识到这是捐输救国的最

后机会, 纷纷慷概解囊。国民党马岛支部积极组织了这一运动, 并在抗日后援会的支持下进行

劝募。塔马塔夫的第一分部推定霍锡标等 6 人为劝捐员; 塔那那利佛第三分部推定霍恩连等 7

人为劝捐员; 瓦图曼德里第五分部将所属地区划为 7 个区进行劝募; 桑巴瓦第十一分部派员前

往山区进行劝捐。结果, 马岛华侨共捐款 240, 750 元。在 1944 年 5 月, 马达加斯加华侨将

52415 万法郎汇回国内以资抗日①。由于法国殖民政府严格限制将外汇汇出本地, 当地华侨在

1944 年以后为抗日救国进行的另外 12 次募捐款项直到 1945 年底才在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

的协助下, 转到国内。这笔捐款高达 163 万法郎。

全面抗日开始后, 留尼汪华侨自动组织救国团体, 展开救国活动。1937 年, 留尼汪圣但尼

市的妇女组织了中华妇女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当地华侨中享有盛誉。该

会举办演剧筹款或其他募捐活动中所需的一切费用, 均在会员所缴月捐中支付。她们的劝募原

则是华侨献一钱, 祖国多一钱。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抗日战争期间, 留尼汪的中华妇女救国会曾

先后 10 次汇款至国内 (指存有单据者)。“她们出钱出力热诚爱国的精神, 感动着全岛华侨知识

妇女纷纷要求加入该会”。此外, 留尼汪还成立了华侨救国后援会、救国合群剧社、华侨救国剧

社和青年白话剧社等抗日后援团体②。

在埃及, 华侨仅有 64 人, 设有两个社会团体。留学生联络开罗的华侨组织了“中国战区灾

民救济会”, 由马坚任会长。1937 年底, 世界网球冠军许羽基访问开罗。受日本的欺骗, 当地报

刊以为这位印尼华侨是日本人。为了表明真相, 留学生决定为许羽基开欢迎宴会, 邀请多位记

者, 由他本人来揭穿谣言。许羽基宣布自己是中国人, 并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39 年 2 月,

埃及的中国留学生赴麦加朝觐, 朝觐期间, 马坚、庞士谦密切监视日伪“华北回教联合总会”朝

觐团的行动, 使他们不敢为日伪政权作宣传。在朝见沙特国王时, 马坚代表中国朝觐团向国王

递交诵词, 说明抗日决心。在回埃及的船上, 马坚用广播进行演说, 宣传中国穆斯林拥护抗战的

情况及日机轰炸各省回教区域与清真寺的惨况。“最后引经据典说明日本野蛮无理, 必遭主怒,

并引事实证明中国为正义, 求生存抗日之是, 日本侵略之非。说完时, 全船掌声雷动”。他还为

留学生朝觐团拟就《告世界伊斯兰教同胞书》散发给朝觐者, 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 并将该文

译成中文寄给国内报刊③。

在葡属东非, 华侨主要集中在贝拉港和洛伦索2马贵斯, 他们成立了 5 个救国团体, 积极募

42 世　界　历　史 2000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庞士谦:《埃及九年》, 北京月华文化服务社 1951 年版, 附录; 还可参见李振中:《学者的追求》(四) ,《阿拉伯世界》

1994 年第 3 期, 第 7—9 页。

黄素珍:《马斯克林群岛的华人移民社群: 以留尼汪为例》(Edith W ong2H ee2Kam , L a D iasp ora Ch inoise aux M as2
careig nes: L e Cas d e L a R éun ion) , 巴黎 1996 年版, 第 239 页; 何静之:《留尼旺岛华侨志》, 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1966 年版, 第 53、70 页。

《侨声报》(南非) 1945 年 7 月 19 日, 1945 年 7 月 31 日。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集捐款。据《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 19 日的报道, 贝拉港的华侨救国后援会捐款 419 英镑。英

属东非的华侨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对募捐极为踊跃, 除了在大型场合慷慨捐输外, 他们还从

自己的工资中按月扣除捐款。仅从 1945 年 5 月至 8 月南非华文报纸《侨声报》上刊登的月捐名

单, 我们可以看到东非一些交纳月捐的组织和个人; 达累斯萨拉姆华侨抗日救国会第 8 期月捐

芳名共 18 人; 国民党驻达累斯萨拉姆分部第 9 期救国月捐共 63111 元; 东非洲陆军司令部华

侨工兵 3—7 月份救国月捐芳名: 颜毓麒、劳宜贤等 25 人①。

在各地还有由当地居民和华侨一起组织的各种援华团体。这种援华组织的领导人多为当

地社会贤达, 振臂一呼, 颇具号召力。各种“援华周”或“中国周”不仅为正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中国军民募得了金钱, 也使当地人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了解。

南非“中国周”“援华周”活动表 (不完全统计) ②

举办日期 举办地点 举办组织 负责人 筹得英镑

1943 年 4 月 1—10 日 约翰内斯堡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J. B. Robertson 7000③

1943 年 9 月 7 日 伊丽莎白港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Just ice A. Schauker 不详

1943 年 开普敦 援助自由中国基金 Sir H erbert Stan ley 8750

1943 年 12 月 14—18 日 东伦敦 6000

1944 年 约翰内斯堡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J. B. Robertson 7500

1944 年 3 月 皇后镇 援华委员会 3200

1944 年 8 月 22—28 日 德班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5500

无具体日期 金伯利 3000

1945 年 4 月 7—15 日 约翰内斯堡 中国战争救济基金会 不详

　　“援华周”的活动包括义卖、电影、演剧、游行、画展、收藏品展览、木偶剧、音乐会、舞会、聚

餐会、祈祷、拍卖, 有的同时举办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讲座。东伦敦的组织者在 1943 年 12 月的

“中国周”期间发行了一份英文报纸《中国周刊》以助募捐, 德班 1944 年 8 月的“中国周”还出版

了一份《今日中国》。这些活动虽由各地社会贤达所组织, 但华人都十分投入。如南非皇后镇只

有 4 户华人家庭, 但都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又如开普敦的华人为了感谢当地欧洲人组织“中国

周”的活动, 在沃德斯托克的市镇厅举行了一个中国式宴会以感谢募捐者。

三

虽然非洲离中国本土甚远, 但华侨的爱国精神却十分强烈。抗战爆发后, 华侨表现了极大

的爱国热情。一些华侨还亲自参加了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战爆发后, 非洲的一些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据报道: 在

52试论抗日战争中非洲华侨的贡献

①

②

③ 一说共获捐款 12, 000 镑。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 南非华人史》, 第 255—277 页;《解放日报》1943 年 4 月 23 日;《新华日报》1944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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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半年内, 参加回国服务的非洲华侨即有 54 人, 其中女侨胞 13 人, 有的组成非洲汽车工友服

务队, 他们是自筹资金自带器械回国服务的。1944 年日本向贵州进攻, 威胁重庆。侨务委员会

委员长陈树人号召海外华侨回国参军抗日。毛里求斯有 6 名青年报名。留尼汪侨领刘文波的

儿子刘锡江在岭南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 任职于广东省政府, 与国内人民一起参加了抗日战

争①。

其次, 在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战争。英国皇家空军在毛里求斯招募空勤人员, 华侨青年志愿

报名参加。他们中有的在轰炸德国的战斗中失踪。还有的华侨子弟加入皇家陆军工兵部队, 在

北非参加战斗。毛里求斯华侨刘道　便是其中一员。当时, 英国在东非设有陆军司令部, 一些

华侨参加了这个司令部的工兵部队, 南非的《侨声报》每期刊登的捐款名单均有这些华侨士兵

的姓名。再次, 华侨参与了保卫侨居国本土的军事活动。英国政府当时在毛里求斯组织了一支

守卫本土的部队, 其中有一个连全部是由华侨子弟组成。连长为陈跃, 副连长为霍恩祺。英国

还在毛岛建立过国民军和民防部队, 均有华人子弟参加。

然而, 亲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毕竟是少数。非洲华侨支持抗战的主要形式是捐款。诚如

当时南非东省中华会馆的中文秘书所言:“因为我们远居海外, 我们只能用钱来支持。”中国政

府对华侨也寄予厚望。1937 年冬, 侨务委员会派人赴海外各地, 以组织募捐, 华侨捐款不断汇

到国内。《新华日报》1938 年关于侨务委员会驻汉口办事处接受捐款的报道提到非洲华侨的捐

款情况: 南非直属支部 9 英镑、葡属东非贝拉港华侨救国后救会 419 镑、马达加斯加驻图莱亚

尔抗日救国分会 20, 150 法郎、马达加斯加抗日救国迭戈2苏瓦雷斯分会 20, 340 法郎②。

捐输有各种方式, 如救国公债捐、赈济捐、购机捐、寒衣捐、伤兵之友捐等。捐款包括热心

捐、长期月捐、节约捐。热心捐是指华侨组织募捐所得款项, 活动往往在大型场合或街头进行。

如毛里求斯后援会的第一次热心捐于 1937 年 11 月进行。后援会本拟将热心捐改为购买救国

公债, 但华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纯为良心救国之表现, 固不望于政府之偿还”。后援会又

进行第二次热心捐, 成绩斐然③。很多在港口停靠的外轮上的中国海员也积极捐款。七七事变

后, 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都有捐款活动。

长期月捐主要是指一些有工资收入的华侨每月按时交纳捐款。非洲各地华侨抗日后援组

织都采取这种方式募捐。在毛里求斯, 月捐是从 1937 年 7 月起每月征收, 无论大店小店, 店东

店员, 凡有入息者, 一律认捐④。南非首府比勒陀利亚的侨胞从 1937 年起每月的捐款由侨领分

区收集后, 交由驻约翰内斯堡领事馆转交国内; 伊丽莎白港抗日救国后援会于 1945 年 4 月 5

日一次即汇出救国月捐 1278 镑 10 先令, 又于同年 4 月 10 日汇出 1105 镑 10 先令⑤。除此之

外, 约翰内斯堡、开普敦、金伯利、东伦敦、弗雷尼京及英属东非、葡属东非、马达加斯加、留尼汪

等地的华侨都参加了所在地抗日救国组织的月捐活动。

节约捐则是指各地华侨将自己的节约所得作为对抗战的捐款。这种捐虽数量有限, 但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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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侨声报》(南非) 1945 年 8 月 30 日,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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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伊美:《模里斯华侨的爱国热》, 第 650—6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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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蒋介石于 1941 年 3 月 4 日在《战时公债劝募运动告全国同胞书》中特别提到侨胞儿童的

爱国情操:“幼小的侨胞子女, 拿出他们节省下的饼饵零款, 各种各式的热烈情况。”① 华人商店

将伙食费的部分省下作为捐款, 儿女满月、祭礼酒会及小学生的糖食费均省下转交后援会。有

的老人将客人或亲人送的寿礼作为捐款; 也有的华侨将自己的结婚贺礼作为捐款献出来。战时

期间, 马达加斯加华侨中凡到首府旅游结婚的年轻人都献出自己的贺礼作为救国捐款, 总数不

下数千元。毛里求斯的一个线业合作社将每月纯息 400 盾交给后援会。在马达加斯加、南非等

地, 小学生或向家长讨钱, 或将平日的“果饵钱”捐献出来。这样, 节约捐如涓涓细流汇入华侨的

捐款之水, 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义捐包括义卖捐、义演捐和游艺捐。华侨捐献各种物品, 通过义卖后将钱款捐献。马岛华

侨经常进行义卖, 妇女献出的装饰品足足一电车, 包括金银首饰。毛里求斯的实物捐以捐献首

饰的方式开始, 最先由《中华日报》社社长李伯宇的夫人陈琼珍女士所倡导, 随后全面铺开。这

种首饰捐在南非也十分普遍。义演是义捐的另一种形式。华侨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各种业余剧

团, 如约翰内斯堡华侨妇女剧团, 马达加斯加醒群白活剧社和华体剧团, 留尼汪救国合群剧社,

救国剧社, 青年白活剧社和毛里求斯的华人剧团。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剧目, 将义演所得

款项汇回国内。毛里求斯的华侨学生在纪念日举行义演, 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德兰士瓦华侨

妇女协会由会员挨家挨户去出售戏票。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华侨陈礼德、陈文石的剧团排练了

各种节目, 在纪念日等场合义演。留尼汪华侨妇女最先行动起来, 中华妇女救国会成立的当晚

(1937 年 8 月 28 日)即在圣但尼公演粤剧, 当地华侨踊跃前往, 演出十分成功。妇女救国会将

当晚收入的 34, 144 法郎全数汇至南京的中国银行, 而当晚的所有演剧费用以及汇费等则由会

员们自己承担②。

游艺会一般借良辰佳节举行。这种活动的组织工作十分麻烦, 但由于十分有趣, 对华侨群

众颇有吸引力。活动往往由华侨妇女操办。毛里求斯的第一次募捐游艺会是在 1937 年双十节

举行的, 由抗敌后援会组织, 分为演剧和卖物两个部门。游艺中的物品由华侨商店捐助。卖物

部的成绩甚为突出, 尤以卖爱国花的收入为最大项, 共计收入万余盾。第二次规模较小, 是在

1938 年的春节举行的, 由毛里求斯南顺会馆和仁和会馆分别负责。南顺会馆的收入为 1400

盾, 仁和会馆的收入为 2000 盾, 总共 3400 盾。游艺会的全部收入上缴抗敌后援会, 而游艺会的

费用则由两会馆自己承担。这种游艺会在其他各地也十分流行, 除华侨自行组织外, 更多则是

在当地“援华周”或“中国周”时期举办。

实物捐。为了更直接地支援前线将士, 非洲华侨还组织了实物捐。在这方面, 毛里求斯华

侨表现突出。抗战初期, 国民党驻毛支部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关于募集伤兵医药药物的通知

后转交抗敌后援会办理。该会募集的 15, 000 余盾送交驻英大使馆代购, 快速寄往中国。其中

最贵的一座X 光镜正是伤兵医院最需要的。在立体战中, 沙包的功用极大, 国内抗战亟需麻

袋。毛里求斯抗敌后援会劝令华人商店分别捐赠, 规定一等店 100 条, 二等店 50 条, 三等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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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私人捐赠更受欢迎。1938 年, 第一批 18, 000 条麻袋由荷轮运出。荷轮公司为了表示对抗战

的支持, 免费运送①。留尼汪侨胞也为国内抗战捐献旧衣, 中华妇女协会曾收集了旧衣 64 包寄

送中国红十字会。

救国公债捐。国民政府自七七事变后陆续发行航空债、救国债、建国债等各种公债。1940

年 9 月, 蒋介石为劝购建国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宣布“负责保本保息, 另有获利, 决无亏折,

保障更属万分安全。”1942 年 10 月 17 日, 国民政府又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蒋介石

再次发表公告, 并许诺:“今日报效一分之财力, 他日必效十分之收获。”南非刘浮初老人将储蓄

的 800 镑买了债券, 陈树人书“毁家纾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卜式输财”以资鼓励。任锡辉

共买 5000 镑, 谭祺、林岳云等人动辄二三千。叶迅认为, 南非华侨购买救国债达 50 万英镑。一

位经纪人回忆:“我不知道我究竟卖出去了多少公债, 肯定多于 25, 000 英镑。领事馆给我一个

本, 我将人们的姓名和所要买的数目填上, 然后, 公债从中国寄给他们。”②

值得一提的是, 非洲华侨妇女为国募捐功不可没, 德兰士瓦华侨妇女协会尤为突出。她们

募捐 54 次, 得捐款 3 万英镑之多③。

妇女协会成立的第二天, 即元旦, 妇女们马上举行抗日献金活动, 在 4 天之内筹得捐款

50, 000元之多, 占历次捐款第一位④。

非洲华侨在抗战期间捐款总数究竟是多少, 对此缺乏确切的统计。据统计, 1939 年 7 月至

1940 年 11 月 21 日, 非洲华侨捐款 2, 764, 794116 元⑤。根据国民党中央海外部 1941 年的报

告, 非洲华侨为伤兵之友捐款数为 68, 123123 元。叶慧芬指出, 1937—1943 年, 南非华侨将

9000 英镑寄送中国⑥。叶迅认为, 南非华侨的捐款在 70 万英镑以上 (50 万镑为“爱国储蓄

券”)。留尼汪华侨的捐款达 921, 828 法郎、1250 英镑⑦。马达加斯加华侨捐款没有完整数字。几

笔大的捐款为: 1944 年 5 月捐款 52415 万法郎; 1944 年 9 月汇款 3350 英镑 7 先令 7 便士⑧;

1945 年 12 月 1 日汇往中国驻法使馆 163 万法郎; 桑巴瓦一区自 1937 年 8 月 15 日至 1944 年

底一共汇回祖国 24615 万余法郎。毛里求斯华侨捐款也不断汇往国内。在国内报刊中, 关于毛

里求斯华侨踊跃捐款的报道也不少。如 1941 年 8 月 5 日《新华日报》的简讯载:“近收到毛里西

亚华侨抗敌后援会汇来响应出钱劳军捐款英金四百镑, 折合国币约三万元。”1944 年 1 月 16

日的《新华日报》也刊登了一条类似的消息,“全国慰劳总会顷接毛里西亚慰劳分会发来向鄂、

湘将士致敬电暨劳军捐款二百二十镑。”⑨

上述史实表明,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非洲华侨视抗战后援为己任, 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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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 非洲华侨即开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其主要方式是抵

制日货。这种抵制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华商在进货渠道上自觉不进日货。二是对进口日货或与

日本有联系的外国商家进行抵制。三是对进口日货的华商进行谴责和抵制。必须指出的是, 由

于海外华侨谋生的主要渠道是经商, 而且大部分是经营小本生意, 对日货进行抵制无疑会有损

自己的生计。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抵制日货也会伤及自身利益。然而, 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 他

们宁肯牺牲自己的利益, 坚决抵制敌国的货物。

第二, 他们克服往日的歧见, 组织了各种抗日后援团体, 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第三, 非洲华侨以国家利益为己任, 积极投身于抗日捐款。在 1947 年庆祝德兰士瓦华侨妇

女协会成立十周年时, 宋美龄给该会寄去了嘉奖状。曾任该会司库的 Ivy L eong 回忆:“蒋夫人

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她说, 如果就人均数而言, 南非华侨妇女为战争募捐的数额在所有

中国人中间是最多的。”① 这一对南非妇女的高度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伟大贡

献的全体非洲华侨。

[本文作者李安山, 北京大学亚非所副教授。北京 100871 ]

(责任编辑: 马新民)

92试论抗日战争中非洲华侨的贡献

① 叶慧芬、梁瑞来:《肤色、迷茫与让步: 南非华人史》, 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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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 tr ibution s of the Ch inese Oversea s in

Afr ica dur ing the An ti-Japanese W ar

L i A n shan

　　T he art icle po in ted ou t tha t as early as 1930 the Ch inese overseas in A frica took act ion

again st the Japanese goods and the m erchan ts w ho so ld them. In M adagascar, M au rit iu s,

Sou th A frica, R eun ion and o ther p laces in A frica, comm un ity leaders m ob ilized Ch inese over2
seas by runn ing new spapers and m agazines, o rgan izing patrio t ic dram as and film show s, co l2
lect ing differen t donat ion s th rough variou s o rgan iza t ion s. A s their coun try fellow s in o ther

parts of the w o rld, the Ch inese overseas in A frica m ade a grea t con tribu t ion to their m o ther2
land du ring the W ar.

D istorted Image: Greeks and Roman s’ M isin terpreta tion

of Juda ism

Song L ihong

　　Ever since M atthew A rno ld, it has been w idely recogn ized tha t the tw o grea t sou rces of

w estern civiliza t ion are H ellen ism and H eb ra ism. How ever, the genera l Greco2Rom an at t i2
tudes tow ard Jew s and Judaism bear a negat ive and som etim es even m aliciou s character. Such

Jew ish pecu lia rit ies as the na tu re of the Jew ish god, d ieta ry rest rict ion s, law s perta in ing to

Sabbath, the p ract ice of circum cision and so on no t on ly m o st in terested the pagan s bu t st im 2
u la ted their concen tra ted m isin terp reta t ion as w ell. T he disto rted im age of Jew s thu s resu lt2
ing from the pagan s’ lack of incen t ive to know m o re abou t Juda ism con tribu ted to the su rge

of part icu la rism w ith in Judaism ,w h ich in tu rn deterio ra ted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Jew s and

Gen t iles and la id the groundw o rk fo r the rise of la rge2sca le an t i2Sem it ism in M iddle A 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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