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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对抗日战争
的历史贡献

陈 峥，丁静洁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广西籍华人华侨大部分定居于东南亚，尤以越南为多。抗战期间，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在侨居地开

展抗日游击战争，为抗战捐财献物，部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的抗日活动，支援了祖国的抗日

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可贵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自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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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建党：《东南亚广西籍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东南亚纵横》2007第1期；向大有：《广西华侨与抗日救国》，《八桂
侨刊》2005第4期；向大有：《越南华侨华人抗日斗争的特征及贡献》，《八桂侨刊》2015第4期；裘援平：《华侨华人与抗日战
争》，《求是》2015年第19期；陈肖英：《从〈抗战要讯〉探究旅荷华侨华人的抗日救国运动》，《八桂侨刊》2020第2期等。

70多年前结束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奋起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救运动，也是中华民
族为人类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与牺牲的恢宏壮举。抗
战期间，中国各族人民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
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中华民族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立下了卓著功勋。在抗日战争中，华侨华人同样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问题，
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不少。①但总的说来，诸多论
著没有对华侨华人的祖籍地进行辨识；一些成果论
述了从华侨华人的祖籍地出发，考察了他们的抗日
救亡活动，但又没有按照国别进行研究。关于越南

华侨华人抗日的研究成果，很多论著也没有明确界
定哪些抗日救亡活动由广西籍华侨华人组织和参
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不当之
处，敬请学者指正。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国内各族

人民纷纷投身抗日洪流，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侵略。在
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越南，同样有一群广西籍华侨
华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爱国热情，采取种种
方式反抗日本侵略，支援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概况

广西是中国第三大侨乡，广西人出国历史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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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长，人数众多，分布甚广。历史上广西人出国的通道
陆海兼有，主要有四条：一是海上通道，经合浦（北海）
港、钦州龙门港，直接出海；二是西江水路通道，从梧
州港沿西江而下广州，经香港出海：三是陆地南部边
境通道，取道防城东兴，过北仑河去印支半岛；四是陆
地西部山区边境通道，从凭祥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及
水口、平而、平孟等边关隘口，进入越南北部。［1］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广西地方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破产农民和
失业的手工业者越来越多。清光绪二年（1876）北海被
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大量华工从北海口岸出国。光
绪二十三年（1897），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光绪
三十年（1904），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
此后，广西内地的华工大都从梧州港上船转运出国。
他们主要来自桂东南部的岑溪、容县、北流、苍梧、博
白等地。宣统年间，出洋华工倍增。光绪二十六年至
宣统三年（1900—1911），在北海口岸被卖往南洋的
华工超过2万人。广西华工大多被卖到东南亚地区。
广西人出国的原因诸多，政治方面，主要有因政权更
替出国、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出国、逃避征兵
出国、被掳掠出国、征战未归留居和被贩卖出国6种
原因，属政治性移民；经济方面，主要有经商留居、契
约华工留居、出国谋生留居和继承产业出国等原因，
属经济性移民、劳工移民。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迁徙、
家人团聚出国，分别属种族移民和家庭移民。［1］1

广西人移居国外，主要居住在东南亚，尤以越
南为多，“广西人侨居越南的历史最为悠久，人数也
最多。”［2］何成学、朱新玲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全
世界约有 800万华侨华人，广西有数十万名侨胞，
其中 85%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约有 10%分布
在欧美地区，越南有10余万人。［3］

清乾隆年间，广西人从陆地边境进入安南（今
越南）经商，有的与当地妇女结婚成家，定居经商。
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五年（1890—1899），北海开辟直
达海防、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6条海上航线后，随着
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大批广西商人
乘船前往越南、暹罗（今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
亚等地进行贸易时，就地定居越南的甚多。清末民

初，广西到国外经商定居的人数大增，许多商人从
北海乘船或通过陆地边境到越南定居经商。

历史上，广西各族人民为反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
政府的统治，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反抗斗争，每
次较大规模的反抗或起义失败，都有部分参加者被迫
流亡国外。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被官兵征剿的广
西瑶民，迁到安南的不少。咸丰十一年（1861），上思人
吴凤典兵败后带领余部数百人进入越南。太平天国革
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和一些小股农民起义军陆续从
广西到越南、老挝、暹罗（今泰国）或欧美国家的有几
万人。［1］15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越南长期居留，中法
战争后“黑旗军有两万多人，刘永福只带了几千回国，
其余的都流落在中越边境一带”［4］65。光绪五年
（1879），广西农民起义领袖吴锟所部的黄宗英等余部
约数万人，退入越南北方的宣光、兴化、太原和谅山等
省。广西天地会反清失败后，首领王和顺（邕宁人）于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被迫带领余部进入越南。辛亥
革命前夕，孙中山在中越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凭
祥、上思和钦州、防城一带群众流亡到越南等国的有
上万人。大革命失败后，广西不少人逃难出国，靠近中
越边境的部分革命群众也逃居越南北方。［1］16土地革命
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对左右江根据地进行扫荡，参
加起义的部分群众逃到越南高平等地，参加龙州起义
的一些革命战士也被迫进入越南七溪等地避难。［1］17

从居住地域来说，广西籍壮、汉族华侨华人主
要居住在越南河内、海防和南定等大城市，以及广
宁、谅山和河宣等省的平原地带；广西籍瑶、苗等少
数民族华侨、华人则多居住在中越边境越方各省的
山区。［1］32据有关记载：“（越南宣光）侬人都是中国
境小镇安（今广西德保）、归顺（今广西靖西）、龙州、
田州（今广西田东）、富州（今云南富宁）、太平（今广
西大新）、羁思城（今广西宁明）、洪（向）武（今广西
天等）等十二州之人”［5］。越南河北省北江地区广
大农村，几乎都居住有凭祥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雁南、弄燕地区，有的全村居民都是凭祥籍人。［1］234

二、广西籍华侨华人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很快侵占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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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从这时开始，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
广西籍华侨华人与海外侨胞一起，以空前的爱国热
情，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
（一）在侨居地抗击日军侵略
越南于1940年和1944年两次被日军占领，在此

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支游击队以越北山区为
基地抗击日本侵略，游击队中有大量广西籍越南华
侨华人。1937年冬，中共领导的滇黔桂边区游击队
在百色与新桂系谈判，游击队被桂军改编，赴安徽
前线抗日，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书记滕静夫（广
西田东人，壮族）率部分人员从云南转移到广西靖
西，与原边区劳农游击队第5大队大队长谭统南（广
西东兰人，壮族）会合。1940年底，日军侵占越南后，
谭统南决定在中越边境地区建立抗日武装。次年6
月，谭统南在靖西县安宁乡建立了中越边境抗日游
击大队，招收壮族青年入伍，有队员40多人。游击大
队组建后，为扩大队伍和改进装备，谭统南派人到
越南高平省开设了一个胜利公司，经营桐油生意，
筹集粮饷，并在当地大力扩充队伍，得到广西籍华
侨华人的热烈支持。到1943年，队伍发展到300多
人，下设3个中队，有枪支200余。1943年，该游击队
改名为中越华侨抗日义勇大队，活动在越南高平附
近，不断打击侵越日军。次年4月，该大队第一中队
与日军一个小队遭遇，击毙日军两人，日军溃逃，随
后日军调集100余人枪追剿，义勇大队撤到越南边
境圩镇念勇，并在此据险设伏，击毙日军指挥官数
人。［6］46随后，谭统南将部队改编为“越南革命救国
军独立第二大队”，在广西籍华侨华人和越南人民
的支持下，在日军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越
南宝乐县城及茶灵县那旦、那威等地，配合越盟武
装，与日军多次战斗，重创一批日军。龙州籍人林富
廷于1940年发动了谅山的那岑、同登、七溪三县武
装起义，在中越边界组织武装斗争，1944年与越南
闭振兴在龙州、凭祥和越南的谅山、高平地区组织
有1000多人的中越抗日自卫队，林富廷任大队长。同
年上半年至1945年，在彬桥、上降等地对日作战，消
灭日伪军七个连。1945年6月14日，中共在广东防城

县那良（今广西防城港市那良镇）领导当地壮、汉族
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
队”，有150多人，枪100多支。随后，该游击队开赴越
南海宁省棠花地区，在该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民兵
队伍，将该地建设成为十分巩固的根据地，并不断出
击，对侵越日军和伪军予以打击，基本控制了越南芒
街至新街一线。7月下旬，日军调集兵力向该部进攻，
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进行反击，毙伤日伪军多名，缴
获军用物资一批。［7］9据统计，在越期间，该游击队共
“毙俘日伪军小队长以下二十多名”［7］2。

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领导下组织和参加抗
日游击队外，广西籍华侨华人还成立抗日武装，打
击日本侵略。1940年9月27日，日军侵入越南谅山，
龙州籍越南壮族华人朱文晋等在越南太原省北山
领导“救国军”起义，成立了第一个越南救国军游击
中队，在该省武崖县一带打击日军。1941年2月，北
山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朱文晋任副总指挥；同年
10月，游击队改名为救国军，下辖3个中队，后发展
到近300人。［8］163至 1944 年初，该部已控制了谅山
等省的大片山区，“这支队伍中许多成员是广西籍
华侨华人（岱人、侬人）”。［9］

（二）为祖国抗战提供经济支援
为祖国抗战提供经济支援是越南华侨华人对

抗战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它大体上可分为财力捐
输与物力贡献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包括捐款献需及
投资国内生产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越南华侨华人积极为抗日救

亡捐献物资和款项。在越南海防，自“七七事起，即
由本埠之全体侨胞，组织海防华侨缩食救国会，妇
女节蓄救国会，均是长期筹款汇返政府，以充抗战
军需。每月约得越币八千元，合国币一万元之谱。并
举办募捐伤兵医药费，经购运药棉扎伤带，寄香港
中国妇女兵灾筹赈会，及华侨商总会海外各属华侨
品物赈济会代转运者，计越币四千元。领认购救国
公债总数亦□越币十万元”。［10］1938年上半年内，
越南华侨救国捐款达300多万元；同年8月，南圻商
会捐款7万元，作为慰劳伤兵及救济难民之用；旅越
华侨缩食救济兵灾慈善会捐献国币1万元，购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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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加强我国空军的力量。［11］1591938年，越南海
防华侨募捐新棉衣3000多件，旧棉衣数千件及其他
慰问物资。［12］1943年6至8月，越南华侨就向国内
汇款17531000元。［13］这些财物有相当一部分为广
西籍华侨华人捐献。
抗战期间，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无论贫富和阶

级，都尽自己最大能力支援祖国抗战。今凭祥籍“华
侨、华人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住在越南
的最多……抗日战争期间，侨居越南的凭祥籍华侨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234广
西籍越南侨胞沿街义卖、卖花捐款，并日缩食20%
菜金，所得款项由越南华侨总会汇回祖国。［14］旅
居越南七溪县的龙州籍人巫大娘，将多年节俭省
用积蓄下来的100多个大银和一些金首饰捐献出
来。［15］106据不完全统计，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为抗
日部队捐献财物折合法币数十万元。［1］51

（三）回国参加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批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纷

纷回国，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贡献力量。越南海防的
华侨中学“有学生千余人”组织了“救国团”，在当地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6］越南华侨还组织回国战地
服务团，动员华侨回国参加抗日救亡。1937年冬，该
团组织第一批华侨参加国内的抗日战争，在保卫广
州的战役中做出了贡献；次年10月，该团又组织第
二批华侨回国，共70余人，后在广东黄范一带从事
抗日救亡运动。［17］侨居越南的凭祥籍华侨，回国参
加抗战的有谅山省的黄锦宜、李伯怀、张达云、甘乃
伟、余石龙、张胜雄、周佩珠、邓有权、黄八等人。［1］234

“越南广西籍华侨有上千人回归桑梓，参加国民政
府在百色等地举办的军队训练”［14］。

部分在法国军队服役的广西籍华人也纷纷回
国，采取种种方式打击日本侵略，配合中国军队作
战。防城籍华人黄亚生，1929年在法国陆军军官学
校学习，后被派回越南，在法属远征军服役，“抗日
战争期间与占领越南的日军作战时，由于敌我力量
悬殊，即以法国驻越南远征军边防司令长官的身
份，向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联系。经同意后，
进入广西十万山区抗日。”［1］51

这些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广西籍越南华侨华
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熟练工
人，他们回国后，除直接参军入伍外，还发挥自己的
技术和才能，在国内不同岗位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
献。

三、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抗日的
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团结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建立和扩大抗日救国团体，
成立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部分华侨华人回国支援抗战，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
救亡活动，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国内各族

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紧密团结，并肩战斗。在这场决
定生死存亡的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各民族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救亡图存意识空前高涨。全面抗战
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海内外中华儿
女众志成城，各阶层、各党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无
论是东北战场，还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烽
火燃遍祖国大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开始时间最
早，坚持的时间最久，抗击日军人数最多，付出牺牲最
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场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广西

籍华侨华人与祖国人民共呼吸、共命运，广西籍越
南华侨华人坚持游击战争，参加侨居国抗日武装，
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尽自己最大能力支援祖
国抗战，有力地配合了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
了国内的抗日战争。一些广西籍华侨华人回国参
战，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可贵贡献。
（二）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在日本“大东亚”圈布

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占领越南，既可以通过越
南切断中国的进口通道和国际交通线，并以此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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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广西和云南，威胁抗战大后
方的安全，还可以利用这些地区丰富的资源，为其
扩大侵略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来源。

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组织的抗日游击武装，回
国或在侨居地展开抗日游击战争，抗击日本法西斯
的侵略，斗争的规模尽管不大，对日军造成的伤亡
和损失也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越南抗日力
量的对日斗争，打击了日军在该地的殖民统治，捍
卫了侨居国的民族独立，牵制了日军在该地的兵
力，破坏了日军妄图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变为殖民地
的计划，也配合了盟军对当地日军的作战行动，从
而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对日本法西
斯的斗争，为挫败日本法西斯侵占亚洲，建立庞大
帝国的阴谋发挥了应有作用。
（三）促进了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高涨
祖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包

括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在内的华侨华人的抗日信
心和决心。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积极投身全民族的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建立和扩大各种抗日救亡
组织，原有的华侨团体纷纷转向抗日，开展了不同
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这些团体将无数广西籍越南
华侨华人凝聚在一起，呈现出空前的华侨华人抗日
救国大团结的局面。通过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觉醒，
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
民族的敌人，意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普遍表达
了反对日本侵略、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强烈愿望，
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
形成，不仅加强了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的团结，体
现了各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大团结，还激发了他们对
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不懈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

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
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
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
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18］抗日战争的胜利，改
写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重
新找回了民族自尊与自信。在抗日战争中，广西籍

越南华侨华人舍小家，顾大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
的命运结合起来，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加强，
尽力援助祖国抗战，进一步增强了对祖国的热爱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广西聚居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
京、彝、水和仡佬12个世居民族，广西籍的华侨、华
人亦具有多民族的特点，不仅有汉族人，而且有大
量的壮、瑶、苗、回等族人。［1］1因此，广西籍越南华
侨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是海外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意
识的形成，大大加强他们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唤醒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高涨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抗日战争
的胜利又使得中华儿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
续增强。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广西籍越
南华侨华人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集
体认同感，促进了他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前
高涨。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第一次真正实现全

民族总动员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
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广西籍越南华侨华人对日军
野蛮侵略的坚决斗争和对祖国抗战的无私支援，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扩张，有力地配
合和支援了国内各族人民的抗战。广西籍越南华侨
华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共同御
侮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不但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
民族尊严，而且成为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巨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2］ 龚维玲. 广西华侨在东盟各国的分布情况及对当地和
广西的贡献［J］.创新，2009（9）.

史海纵横

28



2023年第6期（总第2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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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经费保障。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

把修志工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各个阶段
的“五年”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政府统
一的责任目标管理，实施统一的责任目标督查、落实、
考核；修志工作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并按时拨付到位。
（六）树立质量第一意识。修志工作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单位广、人员多，而志书为中心工作服
务，贵在时效，贵在精品。为确保志书质量生命线，
各级政府要把任务一一落实到各承修部门，明确各
单位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抓落实的关键在于督导。要把修志工作的好坏
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一项标准列入干部考核内容，
与干部的晋升、提拔等切身利益挂钩，让各级领导
时刻把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记在心上、
讲到面上、落实到行动上，促进修志工作的开展。同
时，对于配合积极、交稿速度快且质量高的承修部
门，要充分发挥督查考核作用，列入绩效考评等办
法，予以表扬和奖励。
（七）聚力方志成果转化。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

的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修志为用”，大力推进地方志工作由传统方志
向数字方志、由重修轻用向修用并重“两个转型”，
加强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积极参与平陆运河文
化、海上丝路文化、千年坭兴陶文化等研究活动，彰
显方志文化的时代价值。同时，通过地方志文化“进
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进
网络”行动，掀起全民读志用志高潮，充分挖掘地方
文化特色，促进地方志文化在各个领域的深度融
合，助推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八）强化正向激励机制。地方志机构的主责主

业是修志编鉴，往往需要默默无闻、十数年如一日
的坚守才能出志书成果，既辛苦又清苦，其中艰辛
只有修志人知道。因此，建议自治区地方志机构建
立考评机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坚持突出重点、注
重实效，强化经验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突出
“修志为用”。通过开展考评激励，全面反映各地地
方志的工作成果和工作成放，总结梳理工作推进中
的好做法好经验，查准找实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推动地方志队伍的干事创
业热情，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助力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志”力。

［3］ 何成学，朱新玲.抗战中的广西华侨华人及其作用与贡
献［J］.当代广西，2015（18）.

［4］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M］.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2.

［5］ 赵和曼.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2004（3）．

［6］ 黄汉纪，黄语录，谭统南.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
研究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中共广西党史人物
传：3［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7］ 中共防城区委党史办公室. 纪念那良抗日武装起义55
周年暨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迁建落成揭幕典礼
专刊［M］.2000.

［8］ 金旭东.越南简史［M］.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
展中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印行，1989.

［9］ 向大有.越南华侨华人抗日斗争的特征及贡献［J］.八桂
侨刊，2015（4）.

［10］关于〈海防侨胞动态〉的一个辨正［N］.救亡日报（广州

版），1938-7-4（3）.
［11］李白茵.越南华侨与华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0.
［12］海防侨胞募寒衣数千件［N］. 新华日报，1938-12-21

（3）.
［13］越南华侨汇款增加［N］.银行周报汇编，1943（35-36）.
［14］杨建党. 东南亚广西籍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

［J］.东南亚纵横，2007（1）.
［15］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华人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

社，1996.
［16］安南视察归来！（二）［N］.救亡日报（桂林版），1939-6-

2（2）.
［17］安南视察归来！（二）［N］.救亡日报（桂林版），1939-6-

2（3）.
［18］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
9-4（2）.

■■■■■■■■■■■■■■■■■■■■■■■■■■■■■■■■■■■■■■■■■■■■■■■■■■■■■■■■■■■

史海纵横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