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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办好“纪念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80周年图
片雕塑展”，策展人陈学博常常忙到凌晨三点才入睡，
熬了近两个月。

陈学博，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会长、海南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尽管与南侨机工并无
血缘关系，但从2011年开始创作雕塑《南洋华侨机工
回国服务团》以来，陈学博已经与这个团体及其眷属结
下了不解之缘。

阅读史料、专题采风、登门拜访、重走滇缅公路，了
解越是深入，陈学博就越发钦佩南侨机工的爱国精
神。雕塑最终呈现出一座高山的模样，象征南侨机工
如山般崇高的精神。2013年1月，雕塑由海南省人民
政府立于海口市滨海大道的海南（海口）青少年科技公
园广场，成为海口的一处标志性雕塑。

今年7月，陈学博受邀分别去了云南和广西参加两
地纪念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80周年系列活动。两地
的浩大声势让他动容，也让他意识到海南的展览已迫
在眉睫。毕竟，在3200多名南侨机工中，琼籍就占了
四分之一。爱国侨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就曾
说到：“海南地方不大，但参加的人数多，这说明海南华
侨是对祖国最关心的，是最爱国的。”

回岛后，陈学博赶紧先后向海口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海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海口市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海口市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汇报沟通。在相关部门
和海口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陈文培的大力支持下，陈
学博决心挑起策展的重任，筹办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展览。

为了赶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特殊日子，陈学博将
开展时间定在了9月22日。“一般策划一个展览要几个
月时间，但是这次实在是机不可失。”陈学博将手头所有
的工作都停了下来，专注于筹备这个展览。

即便对于专业内的雕塑展驾轻就熟，策划一个历
史展览依然耗费了陈学博大量精力：“我不是专业人
士，有很多历史细节需要逐一核实。”提纲整理、场地选
择、资料搜集、内容筛选、模块设计、格式排版、内容归
置、人员联络，每一项工作陈学博都亲力亲为。他坚持
自己办雕塑展时一贯的高标准，生怕哪一点做不到位，

“辜负了南侨机工和他们的眷属们。”
在海南省图书馆举办的9月首展大获成功。应广大

市民要求，展览又来到海口骑楼老街，进行第二轮展出。
海南日报记者在国新书苑的新展馆碰到陈学博

时，他正在打电话张罗着换麦克风：“在省图书馆用话
筒做讲解效果很好，在这里用话筒讲解的时候声音时
大时小，要改用‘小蜜蜂’才好。”

“我们对历史最好的尊敬就是不去忘
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不忘本，才
能开创未来。”这是展览解说词中的精
句。为了这个原因，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南
侨机工后代与眷属们都在努力奔走着。

在展览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许多
身着蓝色制服的眷属志愿者，高龄者已逾
古稀，年轻些的也已是花甲之年，他们为展
览提供资料，也提供讲解等志愿服务。

在展馆内，现居海口的南侨机工亲属
叶军为游客解答问题，觉得不够直观，他一
抬手：“走，上三楼我对着展板跟你们好好
讲。”七旬的叶军腿脚并不那么方便，他半
侧着身子，双手紧攥着楼梯扶手，左脚需在
一级台阶上等右脚同踩上来后才能再慢慢
往上探一级。有人来扶，他摆摆手：“不要
紧，有照片你们看得方便些。”

专程从云南昆明赶来的南侨机工后人
张云鹏架起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上去，重新
悬挂被孩子碰倒的展布。他刚刚得知又有
好几所学校预约来参观，在策展人、雕塑家
陈学博的提议下，他决定和妻子李莉萍取
消次日返滇的机票，继续留下来为大家服
务，“展览用得上我们，我们就待在这里。”

这些忙碌的南侨机工亲属中，有许多
人直至父亲离世才获知其南侨机工的身
份。张云鹏就是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翻到
了父亲写的回忆录，才揭开了这一段往
事。“你让我讲更多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我
讲不了，我也都是从档案里查到的。”张云
鹏搅动着咖啡，轻叹一声。

2007年，叶军与妻子符永芳在《再会
吧南洋》一书中看到了岳父符国壁的照片，
才知道早逝的父亲原来也是一名南侨机

工。从海口一路寻到昆明，在云南省档案
馆，叶军夫妇终于翻到了父亲的相关记载，
情难自已、掩面而泣。

父亲的故事搞明白了，还有其他800
多名琼籍南侨机工都在哪儿呢？叶军夫妇
根据《再会吧南洋》作者陈达娅提供的线索
找了两年：“他们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的精
神也需要我们后人传承下去。”

2009 年，苦寻无果的叶军夫妇寻求
《南国都市报》帮助，刊发了《南侨机工亲
属，你们现在还好吗》。二十多人打来电
话，叶军夫妇逐个联络、核实，得知还有南
侨机工健在，二人又逐个登门拜访，帮助久
居农村、不闻世事的老人们搜集档案，为他
们申请政策补贴。

虽然爱侣已去世多年，叶军却不曾停
下寻找的脚步：“现在还不能排除有南侨机

工健在的可能性，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
要继续找。”

张云鹏也是从2007年退休后正式踏
上了这一旅途。他的妹妹张田玉参与搜
集、整理南侨机工的照片和史料，并对照
档案馆的资料名录，逐个核对每一张照
片的所属人信息。“600多张素昧平生的
南侨机工的遗像就摆在她的家里，但我
们都不觉得害怕，反倒觉得很亲切。”张
云鹏夫妇则是主要负责宣传，他们自费
参加了世界多地纪念抗日华侨的很多活
动，并带领各界人士一遍遍重走滇缅公
路，妻子也当起了志愿讲解员。“四年前
就觉得身体扛不住了，我们年纪也大了，
当时决定忙完那阵子就不做了。但是心
里还是放不下，你看，这一趟我们不是又
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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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博：
“高标准，不辜负”

文\海南日报记者 习霁鸿

专程从昆明赶来的志愿讲解员李莉萍为
前来参观的小学生们做讲解。 习霁鸿 摄

10 月 26日上
午，在海口骑楼老
街国新书苑，“纪念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
抗战80周年图片
雕塑展”上，海口市
滨海九小三年级学
生林睿祺不顾周围
的嘈杂，向眼前的
《南洋华侨机工回
国服务团》石雕端
端正正地行了一个
少先队礼。许多小
朋友也纷纷跟着举
起了自己的右臂。

这是海南省举
办的一次较大规模
的纪念南侨机工
展。许多人慕名前
往观展，向英雄先
辈们献上自己诚挚
的敬意。

10月26日，“纪念南洋华侨机工回国
抗战80周年图片雕塑展”的志愿讲解员李
莉萍又是一口气连讲了6场。“每天都有很
多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周末。”李莉萍咽下
一口水，润了润嗓子。因为参观者众多，她
和海口南侨机工眷属联谊会会长黄良妹必
须得轮着讲解，嗓音才不致沙哑。

这次的展览由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海口市委统战部指导，海口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等单位主办，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等单位
承办，共分为《祖国召唤》《共赴国难》《血铸丰

碑》《功返南洋》《光照千秋》《重走滇缅路》等
几个部分，展出历史文献资料、照片800多
张，以及海南雕塑家陈学博创作的《南洋华
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原稿局部、《侨光》等雕
塑作品7件。

“以往各地办南侨机工展都只展出图
片，我就想着要让形式更丰富多样一些。”
策展人陈学博为此颇费心思，专门将自己
几件相关的雕塑作品运到了展览现场，其
中2件更是高达3.5米。云南南洋华侨机
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汤晓梅看后

盛赞：“展览突破以前一贯模式，有新意！”
展览本计划只在海南省图书馆办一

场，没想到9月首展后反响热烈，应广大市
民要求，10月18日，巡展又在国新书苑开
幕，展期15天。

错过了首展的8岁小姑娘王婧瑜早上
7点就爬起床，跟着哥哥王鑫龙从长流镇赶
来观展。她拉着哥哥的手紧跟在讲解员身
后，生怕漏掉了只言片语。在角落里，一位
白发妇人独自一人弓着背仔细而费力地看
着展品，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只低声说：“我

有个去抗日的邻居，死在战场上了。看到
这个展览，就好像他又回来了。”

除了散客之外，还有许多单位、公司、
学校组织人员集体观展。采访期间，陈学
博不断接到预约参观的电话。许多学校纷
纷提出希望主办方能在校内设置一间南侨
机工的永久展馆，也有许多学校希望主办
方能够走进学校进行巡展。

“家长和孩子成为共同学习体，感谢主
办方给了这个机会。”海口市滨海九小校长
潘华莉为展览竖起大拇指。

1939年，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
滇缅公路（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戌）通车，国
内几乎所有抗战物资的运输都指望着这条

“输血管”。然而，国内掌握驾驶、维修技术
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南侨总会因此发出招
募通告，号召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救国。短
短10天就有上万华侨报名，最终3200多
人通过资格审查、回国效力。这个团体被
称为“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其中原籍海
南的就有800多名。

1939 年除夕，在新加坡红灯码头，
第一批 80 名南侨机工从这里启航归
国。“他们都还穿着西装，头发梳成当时
最时髦的大背头，油光水滑的。”南侨机

工后人张云鹏指着展出的老照片说，机
工回国后用农田水刷牙，吃咸菜就馒头，
晚上睡稻草，“和他们在南洋的优越生活
相差甚远”。

由于铺设的是弹石路，滇缅公路路况
极差。“一部新卡车在南洋正常可行驶五六
年，在那里只能跑五六个月。”站在一张滇
缅公路的照片前，海口市南侨机工眷属联
谊会首任会长叶军介绍，路况差，危险系数
增加，雨季时，车子常常止不住地溜坡，“稍
有不慎就车毁人亡”。

比路况更要命的是地势之险。总长不
过1146公里，滇缅公路却穿越了六座大
山、五条大江和无数悬崖峭壁。行进其中，

一边是 600 多米深的峡谷，一边是海拔
3000多米高的高山，坡度在30度以上的路
段就有十几处，每一处都惊险万分，一不小
心就会落入万丈深渊。“跑鹰嘴崖的时候，
一侧轮子是悬空的，他们得随身带一块木
板先铺上。”站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团》石雕前，张云鹏指着边上的一处，用手
比划出木板的位置。已故南侨机工许海星
在其《新生日记》中写道：“在这段路时时都
可以看见翻车，我们在这段路四十多公里
中看见了四部车翻了下去。”

雨季常遇塌方，深山常有瘴气。“白茫
茫的一片，远看以为是雾气，走近才知道是
瘴气。”想了想，张云鹏补充道：“还有疟疾，

染上了不得了。”
即使侥幸闯过了上述所有关卡，沿途

却还有日军的轰炸。海南唯一健在的南侨
机工张修隆当年负责运送汽油，炸弹无数
次在他身边爆炸，溅起的泥土盖住了他大
半个身子，日军一走，他拍拍身上的土，又
继续赶路。在文昌的家中，张修隆老先生
坐在太阳底下，瘪着嘴含糊不清地说：“大
不了一死，我不怕。”

种种艰险，重重难关。在这等恶劣的
环境下，从1939年3月至1942年5月，南
侨机工们运送了10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
战，抢运了约50万吨军火、15000余辆汽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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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规格展览受热捧B

归国前的南侨机工在南洋合影。

1939年8月2日，六位归国的南侨机
工合影，前右一为张云鹏的父亲张智源。

南
侨
机
工
雕
像

陈
学
博

作

南侨机工传奇女英雄白雪娇。

南侨机工英雄群像。 蔡葩 摄

南侨机工运输抗战物资的军车行驶在滇缅公路上。 1941年3月2日，功果桥被炸后，南侨机工用渡船连成浮桥，运送军用物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