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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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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 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

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 粤、闽、

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 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

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 同

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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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refugees in Southeast Asia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 Although in a very diff icult situation, theNational Government tried

every means to provide relief for the refugees. Gui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uangdong,

Fujian, Yunnan and Guangxi provinces took active measures to relieve these returned refugees,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y dependents. All these activities of relief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gained some experiences in dealing with the urgent incident, it also exemplif ied the

nat ional spirit during a difficult time of fighting the national enemy.

� � �华侨是革命之母�, 这是伟大的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先生给予海外华侨对近代民主革命

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自近代以来, 海外侨胞

与国内的民主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们为支

援国内的革命事业倾其所有, 有的甚至不惜献

出自己的生命。尤其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海外侨胞为祖国输送了大量的物资与金钱, 有

力支持了国内的抗战大业。与此同时, 由于太

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国际局势的动荡, 侨居于南

洋各地的海外侨胞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他们为

躲避战祸纷纷逃亡回到祖国。为保护与安置从

海外归国的难侨, 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极度困

难的情况之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救济与安置

归国难侨、国内侨生与侨眷成为 1941- 1943

年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中心内容。长期以来,

人们的目光更多关注的是华侨对祖国抗战所作

出的贡献, 而对于国民政府在 1941- 1943年

期间救济归侨的双向活动则研究不多
[ 1]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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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就管见所及, 对之作一初步的探讨, 以求

教于方家。

一、1941- 1942年国民政府为救济

归国难侨所作的准备

� � 自近代以来, 千百万海外侨胞为了生计远

走他乡, 但他们心系祖国, 与国内的革命事业

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自 � 七七事变� 以
后, 海外华侨与祖国人民一道, 纷纷投入到抗

日救国的浪潮之中。他们在侨居地发起了一轮

又一轮的献金运动, 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输送了

大量的物资与金钱, 有的侨胞还直接回国参加

国内的抗战活动, 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海外侨胞对国内抗战事业的大力支持使得无论

是官方还是普通民众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将海外

侨胞视作 �莠民� 的看法。对于大多数国人来

说, �直至抗战, 华侨的力量, 始为全国所认

识。从抗战的时候起, 全国腹地的同胞才知道

除了国内四万万五千万之外, 全世界还有自己

千余万的弟兄, 支持抗战的力量, 把侨胞与全

国同胞的确拉密切了� [ 2]
。

在海外侨胞为祖国的抗战事业积极努力的

同时, 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也在悄然发生变

化。自抗战以来, 为动员海外侨胞与国内的民

众一道共同投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洪流中

去, 国民政府开始加强了对海外侨胞的辅导。

1940年以前, 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侧重于吸

收侨汇, 以免侨汇流入外商银行之手, 尤其是

要破坏敌伪劫夺侨汇的阴谋。此后, 由于南洋

局势的动荡, 各地开始有少量的侨胞回到祖

国, 中央政府侨务工作的方向开始发生转变。

根据 1940 年财政部拟定的 1941 年度工作计

划, 此后侨务工作的重心主要是劝谕侨胞将大

宗存资转移回国, 用于购买国债、存放政府银

行或者投资各类生产事业
[ 3]
。

1941年的南洋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

着日本侵略南洋地区的野心日见暴露, 整个南

洋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夜。大批侨胞为躲避

战乱纷纷开始撤退回国, 国民政府也随即加快

了保护海外侨民与预备救济的步伐。1941年 1

月3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 �紧急时期护侨

指导纲要�。根据纲要第 3 条的规定, 由行政

院和侨务委员会、海外部、财政部、经济部、

农林部、教育部、外交部、振济委员会、交通

部、社会部等会同筹设 �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

员会� (简称 �回委会�)。回委会隶属侨务委
员会, 由委员长陈树人兼任主任委员。该会的

职责是办理 �扶助指导回国侨民事业之经营及

发展事宜�, 除了负责回国侨民调查登记、所

需交通工具之供应、工作介绍以及兴办实业与

从事垦殖之辅导等事项以外, 其中还特别包括

对回国侨民的救济事项
[ 4]
。

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

央政府侨务工作的重心已经由过去的消极吸引

侨汇转为如何积极地辅导与救济归国侨民上

来。为积极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南洋战争危

机, 侨务委员会随后在 1941年 9月相继颁发

了 �回国侨民登记规则� 与 �回国侨民临时接

待所组织通则�。为指导与救济侨民方便起见,

侨务委员会要求滇、桂、闽、粤各省分别在归

国侨胞的必经之路如云南畹町、广西龙州、福

建漳州、广东遂溪等地设立回国侨民临时接待

所。10月又颁布了 �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

会关于办理回国侨民接待登记指导救济等事宜

与中央及地方有关机关联络办法�、�回国侨民

临时接待所接待侨民暂行办法� 与 �回国侨民

事业辅导委员会救济回国侨民暂行办法�, 对

各地应行采取的救济办法作出了详细规定。

1941年 12月 8日, 日本偷袭美国在南太

平洋珍珠港的海军舰队, 太平洋战场拉开了序

幕。战事发生之后, 大批侨居于南洋各地的侨

胞纷纷告别家园, 返回祖国。各省也随即展开

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济归国难侨的运动。行政

院于 1942年 1月 3日颁布了 �行政院关于紧

急时期护侨指导纲要令�, 规定所有侨民无居
留现地之必要或自愿回国者, 应由驻各地使领

馆充分予以协助及便利, 并确定了回国侨民应

由政府 � 设立专管机关扶助指导之� 的原

则
[5]
。1月 8 日行政院在给各省的电令中指

出: �敌伐南侵, 弥天烽火, 念我侨民同遭祸

变, 者输金纳粟, 济帮国之艰难, 今兹别子

离妻, 痛家室之破毁, 兴言及此, 怆恻良深。

行政院分饬主管部会及有关省政府迅速妥筹救

济, 庶伸饥溺之怀, 而慰黎元之望� [6]
。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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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指示, 滇、桂、粤、闽四省随即在

1942年初纷纷成立了各省紧急救侨委员会,

专事负责救济归国难侨的工作。各省紧急救侨

委员会均由各省政府主席担任主任委员, 直属

行政院与中央赈济委员会, 所有经费开支由中

央与地方共同筹措。

二、各省护送与接待归国难侨的活动

� � 根据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先前的预

计, 侨民回国路线大致可分为四条, 即由云南

滇缅公路或滇越铁路入境, 由广西镇南关或边

境小道入境, 由福建漳州或惠州入境以及由广

东南路、东江或四邑入境。以上四省相关机关

已经在侨民回国的必经之路畹町、龙州、漳

州、遂溪等地设立临时接待所 (后增加汕尾临

时接待所)。在侨民入境时由各接待所予以登

记, 并免费提供临时住宿。因各地接待所系临

时性质, 因此侨民在临时接待所的住宿时间一

般以七天为限
[ 7]
。此外, 在归侨沿途经过的重

要城镇如广西岳圩、水口、柳州, 广东东兴,

云南昆明以及贵州贵阳等地设立归侨指导员

(后改为贵州贵阳、广东钦县与芦苞、广西金

城江以及福建龙岩) , 对途经这些地区的归侨

给予生活上的救济与辅导。

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 各省分头开

始了对归国难侨的救济活动。作为近代以来海

外侨胞最主要的输出省份, 再加上毗邻港澳的

特殊地理位置, 广东的救侨活动开展得最早,

声势也最为壮观。根据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

制定的救侨工作计划, 广东省的救侨工作共分

三期进行, 每三个月为一期。首期救助自香港

归来的侨胞预计 15 万人, 第二期再救济来自

香港的归侨预计 15 万人, 第三期主要救助南

洋归侨预计 10万人, 救济对象包括难侨、侨

生、技术工人以及国内的侨眷
[8]
。广东省紧急

救侨委员会成立以后, 根据实际需要及为工作

便利, 特在惠阳、台山、茂名、丰顺、兴宁、

高要六地设置办事处, 分区办理救侨事宜。在

各办事处之下, 又分别于归侨入口路线及侨胞

众多区域, 成立护送站、招待所等共 100 余

个; 同时, 又派出救侨队 14队、医疗队 7队、

妇孺抢救队 3 队共 20余队, 出发到东江、西

江、南路各县协助各站、所从事救护工作。自

1942年 1- 4月, 广东省紧急救侨会共计接待

归侨 664433人
[ 9]

, 比预计的数量增加一倍以

上。到 1942年 6月中旬, 救侨会基本完成了

第一、二期救侨工作, 开始进入第三期救侨活

动。在第一、二期救侨工作完成后, 由于归侨

日见减少, 救侨会对其原设各办事处进行裁

并, 其内部机构也有所收缩, 仅设立总务组、

救济组和会计室三个部门
[ 10]
。至于救侨经费,

除了中央向广东拨付了紧急救侨费 1000万元

外, 大部分由广东自筹解决。

广西位于西南边陲, 其边境与越南接壤,

因此广西成为旅居越南等地侨胞归国的主要线

路。1942年 1月 30日, 广西省各界救济归国

侨胞委员会在省城桂林成立。3月, 根据中央

的指示, 改为广西省紧急救侨委员会
[ 11]
。广

西共计设立了 13个招待所和护送站, 接待自

越南以及云、贵、粤等地归来的难侨。自太平

洋战事爆发以来, 中央向广西拨付救济经费

500万元, 广西自筹 100余万元, 共计接待归

国难侨 11万多人
[ 12]
。

云南是马来亚、缅甸、泰国与新加坡等地

华侨归国的必经之路, 是抗战期间侨胞归国重

要的中转站。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初, 经云南归

国的难侨尚为数不多。但自 1942年 1月日寇

攻陷香港、菲律宾以后, 战事波及到马来亚、

缅甸等国。中央立即电令云南省政府做好救济

归国难侨的准备, 具体由云南省赈济委员会和

昆明侨务局负责办理。但由于 2月中旬新加坡

沦陷, 局势日益紧张。云南省政府于 2月 17

日召开省务会议, 由 17 个单位联合组织云南

省紧急救侨委员会。4月救侨会改组, 重新修

正章程, 扩大组织规模, 计分总务、会计、接

待、运送、筹募、设计六组
[ 13]

, 并在全省境

内设立了九个接待所, 接待归国难侨。自

1942年 1月至 8月中央政府向云南方面拨付了

救济归侨经费共计 1100 万元, 经云南方面救

济的归国难侨共计23000余人
[ 14]
。

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初, 由于福建此时沿

海地带已被日寇封锁, 除了少数闽籍侨胞选择

从漳州等地登陆外, 多数侨胞选择从广东、广

西以及云南等地回到福建。因此福建的接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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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除了在本省境内设立接待站外, 还在广东的

梅县、韶关设立了两个省外接待站, 并委托贵

阳、韶关、南雄、老隆各地的福建会馆分别代

为办理过境闽侨的招待事宜。1942年行政院

共向福建省拨付了 500 万元紧急救侨费, 到

1943年福建方面共计接待归侨 27225人, 发放

救济费162万元
[ 15]
。

三、安置归国难侨与侨眷 , 介绍

工作、设立侨垦区与发放贷款

� � 到 1942年 8月底, 各地接待归国难侨的

工作大都接近尾声, 接下来的工作转入到如何

安置难侨上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 各省在

1942年成立了省建教委员会, 具体负责归侨

的登记与介绍工作事宜。为充分利用归国难侨

中间的技术人员为抗战事业服务, 1942 年 1

月广东省颁布了 �粤侨技术人员调查登记任用

办法�, 对于粤籍侨民中具有中央建教合作委

员会专门技术人员登记办法第二条规定资格的

技术人员, 由广东省政府制定调查表委托海外

侨团及党部暨使领馆查填, 或由侨胞本人迳向

省府申请登记。对愿意回国服务的侨胞, 由

省、市府就所属各机关之需要尽量延揽, 并分

别介绍各省及呈请中央任用
[ 16]
。

对于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难侨, 广东省救

侨会根据安置归侨工作的需要, 在 1942年 4

月初开始筹设小型工厂, 主要有制纸、文具、

竹木、纺纱、织染、砖瓦、火柴、牙刷、制糖

及酿造等轻工业小厂 20 余个, 分别安置侨工

2000余人。同时省救侨会与侨资垦殖会洽商,

在龙坪垦区划出地段 3000亩, 马坝垦区划出

1500亩, 作为归侨垦场, 安置归侨 1500 人从

事垦殖业
[ 17]
。

实际上自抗战以来, 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

就曾经尝试通过开办垦殖事业来安置归侨。早

在抗战初期, 有人就曾提议应该利用华侨的资

金与技术开发西南边疆, 因为海外华侨 �曾经
对于南洋一带开辟草莱有过极大的贡献, 现在

归来祖国, 如果政府能够善为辅导, 对于边疆

的开发, 和国内富源的开辟, 必然更有成绩可

观� [ 18]
。1939年 10月云南成立了侨胞垦殖委

员会, 负责对愿意回滇从事垦殖事业的侨胞进

行辅导工作。侨胞垦殖委员会由云南省政府按

月拨给新滇币 1000 元办公经费, 划出思普、

腾永与开蒙三地为垦殖区域
[ 19]
。以上三区侨

胞垦殖事业的举办为后来的归侨村的设立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

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遵照中央的命

令, 在 1942年开始筹备设立两个归侨村, 即

在云南打洛的第一归侨村和在广西龙州的第二

归侨村, 以收容滞留在滇、桂等地的归国难

侨。根据该会颁布的 �归侨村垦殖纲要�, 各

村垦殖办法分为 �自费垦殖� 与 �合作垦殖�

两种, 每种暂定收容垦民 50人。所谓自费垦

殖就是侨胞如果拥有一定的资金, 志愿自费垦

殖者, 可以在入村后由村管理处划定垦地发给

自费垦殖执照, 关于一切垦荒工本、农具、耕

牛、种子、肥料等费用, 概归自费垦民自理。

与自费垦殖不同的是, 合作垦殖是针对那些没

有一定的资金来源, 所有生产生活资料都由村

管理处提供的垦民, 他们仅负劳力任务。合作

垦地每年收获产品之纯益在第一、第二两年概

归合作垦民所自有, 第三年起合作垦民得保留

纯益 80% , 其余 20%归公充作本村公共福利

经费
[ 20]
。

云南打洛与广西龙州的两个归侨村因治安

与战事关系, 于开办以后不久分别裁撤。鉴于

重庆方面聚集大量归国侨胞, 各地侨领纷纷请

求改在陪都附近划拨地址建设归侨新村。1942

年 8月经行政院核定增拨经费 100万元, 合前

共 200万元交赈济委员会与重庆市政府, 商同

侨委会、海外部等有关机关, 就陪都市郊划出

适当地段, 建筑规模宏大之归侨村, 预计建筑

新式平房200座, 内设宿舍、合作社、诊疗所

及保储室等, 并计划将在新建区附近择地建

筑, 另再划拨若干地段为归侨垦殖场
[ 21]
。

为积极扶助侨胞举行各类生产事业, 开办

侨贷是各省解决归侨生产与生活问题的另一个

重要途径。1942年6月 3日, 福建省政府举行

第 282次省务会议, 通过了对归侨侨眷生产救

济计划大纲, 并呈请中央开办侨贷。9月行政

院第 575次会议批准了福建与广东各 3000万

元的侨贷专款请求。10 月 3日, 福建召开了

侨民生产建设会议, 并于 12月 24日成立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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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贷指导委员会, 决定第一期发放侨贷 1000

万元, 第二期发放 500万元, 并经越南归侨颜

子俊发起成立了归侨工业生产合作社
[ 22]
。关

于放贷金额, 根据 �福建省侨贷办法纲要�,
凡三户以上的侨民可以组织农场、林场或合作

社等申请贷款, 每户金额最高为 2000元, 工

业贷款每户最高 2000 元, 商业贷款每户以

1000元为限
[ 23]
。

在对归国难侨进行救济的同时, 对于国内

侨眷的救济也引起各地的广泛重视。因侨眷大

多为老弱病残, 或多依靠海外的侨汇接济为

生。国民政府原计划也对国内侨眷实行侨贷方

案, 但后来因多种原因无形终止。经过粤、闽

两省的一再呈请与呼吁, 1943 年中央调查统

计局对福州等九个县市的侨眷生活状况进行调

查, 结果发现自海外接济来源断绝以来, 晋

江、南安等县侨眷 �鬻衣卖物, 甚至盗窃及秘

密卖淫者在在均是, 尤其石狮、青阳一带情况

最惨�
[ 24]
。随后中央政府决定对广东、福建、

广西三省的侨眷进行适当的救济, 给予每省

1000万元的救济经费, 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形

加以施行
[ 25]
。

四、安置归国侨生, 设立国立华侨

中学与发放救济金

� � 自近代以来, 海外侨胞多有将子女送回国

内就学的习惯。随着南洋局势的日见动荡, 侨

生归国就学人数越来越多。为此, 早在 1939

年8月, 侨务委员会为了安置归国的侨生, 在

重庆设立回国升学华侨学生临时接待所, 将来

渝华侨学生集中于所内给予住宿方便, 同时予

以升学方面的指导, 分别介绍其就读学校
[ 26]
。

但是归国侨生就学国内中学时遇到了多方面的

问题, 首先是华侨小学毕业生的程度不齐, 与

国内各中学的课程往往不能衔接, 因此投考学

校非常困难; 第二是国内办理妥善的学校固然

很多, 但是带营利性质的学校也确实不少, 初

回国的学生, 往往因不明真相而受害不浅; 第

三是华侨的生活习性与国内学生有许多不同的

地方, 投考到普通一般的学校后对于起居饮食

及管教方面, 也有许多不便之处。当然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侨生回国求学, 毕业以后有不少仍

须回到海外, 在海外谋生。而一般普通的学

校, 是完全适应国内的社会环境而设立的, 对

于海外自不能完全适合
[ 27]
。

正是基于以上四点考虑, 教育部与侨务委

员会决定设立国立华侨中学, 以收容日益增多

的归国侨生。1940 年初, 国立华侨中学在云

南筹备成立, 其筹备人员分别由教育部与侨务

委员会委派刘石心、陈宗周、刘清斋充任, 并

指定刘石心为筹备主任。刘石心于 1 月 27日

飞抵昆明后积极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 28]
。5月 1

日国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 共计收容侨生 600

余人。在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开学之后不久, 侨

务委员会与教育部就开始在重庆筹设国立第二

华侨中学。该会派翟俊千, 教育部派马灿汉、

王德玺为筹备委员, 并指定马灿汉为主任, 由

翟俊千切实负责在重庆綦江间勘定校址, 并设

筹备处于重庆林森路 218号积极筹备, 决于本

年秋季招收高、初中一年级新生, 二、三年级

插班生及预升高、初中补习生, 依照原定计划

10月间即行开学
[ 29]
。

国立华侨中学的创办是国民政府救济归国

侨生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作为国内第一个专

为归国侨生设立的中学, 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1942年大量侨生涌入国内

之后的失学问题。同时, 作为国内第一所专为

侨生设立的学校, 它的创办开创了在国内专为

华侨子弟设立侨校的先河。

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后, 教育部颁布了 �救

济海外侨教员生及在国内就学侨生办法大纲�,
对于因战事影响而停开之侨民学校的失业教职

员、失学学生以及在国内就学断绝接济的侨生

予以救济。对愿意回国的海外侨校教员由各使

领馆分别予以旅费资助遣送回国。对国内侨生

的救济分膳食贷金与特种救济金两种。对于就

学四川与云南的侨生以进入国立第一、第二华

侨中学就学为原则。在粤、闽、桂三省没有设

立专门的华侨中学以前 (第三国立华侨中学于

1942年 4月在广东乐昌筹备成立) , 所有归国

侨生由以上三省教育主管部门就近安插
[ 30]
。

为救济归国的侨生与内迁的侨校, 中央紧

急核拨 200万元为战时侨民教育救济费, 对所

有海外战区撤退返国之侨校教员与学生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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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教行政人员均予救济。侨校确已在国内适当

地点真正复校者, 酌予核拨现款补助。在国内

中上学校继续升学之华侨学生, 经检验证件核

准登记为侨生者, 每名发给特种救济金 150元

用以购买书籍、文具及其他杂用。计自 1月至

6月共发各侨校救济及补助费 876284�4元, 发

出侨校员生救济金共 343693元 (闽、粤、桂、

滇各省侨生之特种救济金, 由该省紧急救侨委

员会核发, 尚未计入)。

对于那些因战时迁往海外的学校, 因太平

洋战事爆发迁回国内的各类学校, 教育部与侨

务委员会也进行了积极的救助。1942年大量

港澳的侨民学校撤回国内, 各省教育厅根据教

育部的部署, 对于来自港、澳以及越南方面的

侨校员生, 均由政府拨款协助退回国内, 并酌

予以介绍工作, 并对陆续由沦陷区退回国之侨

教人员由侨务委员会会同教育部、赈济委员会

等机关予以临时救济。1942 年教育部共向此

类归国侨校员生核发救济金 20余万元, 1943

年共核发 324300 元。另外, 为使这些内迁的

侨校尽快恢复课业, 以免侨生失学之苦, 教育

部对各类侨校分别拨发复校费, 在粤、桂、闽

等地使之恢复课业。截止 1943年底, 内迁复

校者已达 10余校, 共核发此项经费达 80余万

元
[ 31]
。

除了对就学国内的侨生予以临时救济外,

为了解决断绝经济来源侨生的后顾之忧, 侨务

委员会征得教育部同意, 对在国内专科以上学

校及国立中等学校就学的侨生准予比照战区学

生待遇核给膳食贷金。对于国内国立学校以外

学校肄业的侨生则由肄业学校转请教育主管机

关核给膳食补助金。根据战区学生贷金制度,

战区学生膳食贷金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贷金每

人每月膳食按食米二斗三升计算, 并另补给副

食费; 乙种者除自缴 18元外, 余照甲种办理。

除粤、闽、桂、滇四省侨生由各该省救济侨胞

机关核发外, 其他各省的侨生由侨务委员会会

同教育部核发
[ 32]
。

五、余论

� � 自1941年以来, 鉴于太平洋战争风云日

见浓厚与国际局势的日益动荡, 国民政府为救

济归国难侨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应对随

时可能爆发的南洋危机。粤、闽、滇、桂四省

政府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在中央政府的指导

与支持之下, 为救济归国难侨付出了相当大的

努力, 其中尤以归侨最为集中的广东最为出

色。各省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初期面对势如潮涌

的归国侨胞之时, 能够比较从容地进行各项救

济工作, 这与战前中央政府对于归国难侨救济

事业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各地社会救济体制的

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了国

民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上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

经验。

与此同时, 国内对归国难侨的救济活动也

充分反映了国内民众对海外归侨观念的转变。

通过自抗战以来海外侨胞与国内民众的充分交

流, 国内民众对海外侨胞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

化。国民政府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是中华民族

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同时也给予海内外

侨胞巨大的物质与精神鼓舞, 海外侨胞对于祖

国的认同感更加强烈, 从而更加激励了他们对

祖国抗战事业的支持。国内政府和海外侨胞的

这种互动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增添了重

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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