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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林希

杨章熹(1909-1981)又名纪庄、季

庄，笔名宗裴。厦门海沧霞阳人。1936

年前往缅甸，从事缅华进步教育文化

事业前后达十多年之久。

杜坚（1921-2016），原名杜雪痕，

厦门杏林马銮人，1942 年加入缅华战

工队，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团结民众共同抗日。

1953 年夫妻二人携子女回国。杨

章熹曾任中央侨委委员、全国侨联委

员等职。杜坚曾获“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章。

杨章熹对缅华进步文教事业居功至伟

杨章熹于 1926 年毕业于厦门

同文书院，后到上海劳动大学就

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32

年在厦门、海澄参加中国反帝大

同盟。1936 年，因国民党在厦门四

处搜捕“共党嫌疑分子”，时年 27

岁的杨章熹从厦门南渡缅甸仰

光，当时已是革命经验颇为丰富

的战士。

初到缅甸，他创办了《南国生

活》《南国导报》等杂志，宣传进步

思想，启蒙缅华社会广大侨胞为

民主革命贡献力量。抗日时期，杨

章熹以学校作掩护，白天在学校

教书育人，晚上搞抗日救亡活

动。撰写演讲救亡文章，导演抗

日救亡剧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思想。这些活动不仅构建了争取

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而且也

为日后创建进步社团奠定了坚

实基础。

杨章熹于 1940 年在缅甸独立

创办仰华公学。仰华公学既是进

步青年活动的重要据点又是为缅

华贫寒子弟服务的一所学校。尤

其是在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革

命实力，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

将一批国内进步文化人士如张光

年（光未然，著名诗人、《黄河大合

唱》的作词者）、赵渢（曾任中央音

乐学院院长）、李凌（曾任中央乐

团团长）等疏散到缅甸仰光。杨章

熹热情接待了他们，并邀请他们

在仰华公学教书。这不仅解决了

他们初抵缅甸的吃住问题，而且

为该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些

进步文化青年经常在校内举办以

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座谈会、朗诵

会和歌咏会，提高了全校师生的

思想觉悟。学校的抗日氛围十分

浓厚，“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

读书”就是当时学校流行的抗日

口号。在仰华公学的经费处于最

困难的时期，杨章熹将他每月大

部分的工资，补充学校的经费，支

持仰华公学的正常运转。

杨章熹于 1940 年在缅甸加

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响应中共的

抗日救国方针，先后组织并领导

了“缅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缅华总

部”等进步团体，发表了《缅华抗

日救亡教育实施纲领》等著作，

推动缅甸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

国运动。

1948 年，杨章熹参与创办了

缅甸南洋中学，并担任南洋中学

第二任校长。南洋中学创办初期，

校舍简陋，但校内蕴含的进步思

想和优良校风吸引着全缅侨胞。

他们不嫌路途遥远将子女送到

南中就读。在杨章熹担任南洋中

学校长时期，南洋中学实行的是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集

体主义与个人品德修养并重，促

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

育方针。其既定目标，就是培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接班人。在南

洋中学期间，杨章熹领导南洋中

学全体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

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

胜利。南洋中学为新中国革命和

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众多优秀青

年和干部。

杨章熹在缅甸从事缅华进步

教育文化事业达十多年之久。他

还创建了“缅华教育工作者协会”

“缅华公立书报社”“缅华文教社”

和“缅华图书馆”等社团和机构。

其间，杨章熹撰写了《战后缅华教

育底理论与实践》《华侨新文化运

动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杨章熹

为缅华进步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杜坚在缅华战工队里坚强成长

与杨章熹的经历不同，杜雪

痕从小生长于缅甸的华侨家庭。

读中学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阅

读进步刊物，参加进步团体，对社

会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她经常写

些评论社会不良现象的进步文

章，发表于《仰光日报》等刊物上。

少年时代的所作所为，为以后参

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缅甸。一批在

缅甸仰华公学任教的热血青年，

发动并联合缅甸各界进步人士，

着手创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

（简称“战工队”）。

战工队于 1941 年 12 月在仰

光筹备，由于日本军队很快占领

了仰光，1942 年 1 月才在缅甸中

部城市曼德勒正式成立。当时杜

雪痕还在缅甸南部城市勃生家中

居住，当她得知战工队成立的消

息，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参加战

工队，将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

亡事业。经过一番努力，她终于说

服了舍不得她冒生命危险的长

辈，与几位进步老师历尽艰辛，

几经辗转，方才来到曼德勒，实

现了参加战时工作队这一抗日

队伍的愿望。

参加革命后，杜雪痕把自己

的名字改成了“杜坚”，她的理

想是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战工队是由一批朝气蓬勃、

充满爱国热忱的进步华侨青年

组成的。它是震响缅甸夜空最

早的振奋人心的抗日怒吼。全

队队员 70 余人，来自缅甸四面

八方。战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利

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唤

起民众，团结民众，共同抗日。

战工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大家

一起睡通铺，一起吃大锅饭，领

导也不例外。

杜坚参加战工队后，由于工

作积极努力，有组织和协调能

力，又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得到

组织的重视。担任战工队第二

分队女同志的领导工作，并兼

任第五组组长，同时还是战工

队报刊《胜利报》的主编之一。

战工队的生活紧张而有序。

战工队成立后不久，在曼德

勒进行连续 3 天的公演。节目

有《黄河大合唱》《团结起来》

等。《黄河大合唱》由歌词作者、

战工队总领队张光年亲自担任

朗诵，音乐人赵渢、李凌分别担

任指挥和乐队指导。尽管由于

条件限制，乐器比较简陋，但参

加演出的队员们，个个精神饱

满，以磅礴的气势热情高歌，再

加上充满革命激情的歌词和雄

壮优美的曲调，给听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演出获得巨大的

成功。

在曼德勒公演之后，战工队

又到眉苗、叫脉、西保、腊戍、实

皆等上缅甸的重要城镇巡回宣

传演出。

除了开展抗日宣传外，值

得一提的是，中国远征军第五

军为与英军协同抗日初抵曼

德勒时，因为语言有困难，战

工队派出数名精通英文和缅

文的队员做翻译，帮助远征军

与当地英军和曼德勒缅甸当

局联络，以解决远征军的汽油

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得到

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的赞赏。

战工队的抗日活动，不仅轰动

了整个缅甸，而且也影响到国

内外。

战工队抗日活动得到了侨

胞的赞扬和支持，但也招来了

日军的仇视。1942 年 4 月，在战

工队到医院慰问负伤的中国远

征军战士的第二天，日本军队

出动了十几架飞机，猛炸战工

队驻地曼德勒云南会馆，顿时

辉煌的建筑毁于一旦，炸弹落

于距离杜坚数米外的地方。杜

坚虽幸免于难，但无情的炸弹

却夺去了 3 名队友的生命。此

外，队委魏磊在战工队撤退时，

奉命留守，后因抢救一位落水

者不幸牺牲。直到晚年，杜坚仍

时常向孩子们提及这些为抗日

事业而长眠在第二故乡的战

友。

在日军占领全缅甸的前夕，

战工队根据上级组织的要求，

撤退到云南昆明，回国途中历

尽常人难于想象的艰辛。经过

战工队血与火的洗礼，杜坚的

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永葆青春忘我工作的革命伴侣

杨章熹与杜坚于 1942 年

在云南结婚，此后根据组织安

排走南闯北。1946 年到重庆八

路军办事处，半年后重返缅

甸，致力于团结缅甸华侨、教

书育人的进步工作。

1953 年，杨章熹与杜坚带

着子女从缅甸回国，他们的孩

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缅”

字。杨章熹回国后任国务院

华侨事务委员会海外教育编

纂组组长。1962 年调任泉州华

侨大学。曾任中央侨委委员、

全国侨联委员等职。杜坚先

后在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和

华侨大学工作。

反右倾运动和“文革”中，杨

章熹受到猛烈冲击，身心受到

了严重的摧残。国务院侨办和

华侨大学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0 年为杨章熹彻底平反，恢

复政治名誉。此时杨章熹已步

入古稀高龄，并患有严重的高

血压、冠心病。但他仍然坚持学

习和工作，希望把失去的时间

夺回来。他积极推广世界语，写

侨史、著论文，直到 1981 年去

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杜坚于 1985 年在华侨大

学离休。2005 年，杜坚获得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2015

年，杜坚获颁“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那时杜坚已

卧病在床，当她得知这个消息

后，心潮澎拜，热泪盈眶。这位

20 岁就参加抗日救亡事业，不

为名不为利，一生无怨无悔追

求进步的普通教师，得到党和

人民的充分肯定。

沿着父辈足迹努力前行

2017 年 11 月，抱着寻找父

母足迹的愿望，从厦门市委统

战部退休的女儿杨缅燕和厦门

市缅甸归侨联谊会的侨友一起

来到缅甸的仰光和曼德勒。

杨缅燕专程来到了父亲创

办的青年进步活动的据点———

缅华仰华公学旧址，找到了当

年为丰富缅华青年的文化生

活，父亲创办的缅华公立书报

社（现改为缅华图书馆)。在南洋

中学校友的陪同下，她又来到

南洋中学初中部旧址以及高中

部。每到一处，那里的一草一木

都令她感到格外亲切，仿佛看

到父亲杨章熹当年为缅华教育

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所做

的一切。

在曼德勒，杨缅燕站在伊洛

瓦底江边，回忆《伊洛瓦底战

歌》一书所记载的史料以及母

亲生前所告诉的战工队往事，

不禁浮想联翩……为父母当年

为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自豪和

骄傲。

杨章熹与杜坚，这对才华横

溢的归侨，言传身教，培养的子

女也都积极进取，在各自领域

取得佳绩。

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杨

缅昆，曾任厦门大学国民经济

与核算研究所（原国民经济综

合平衡研究所）所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参加过“六五”“七

五”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

助的重点项目《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的研究工作。著有《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研究报告》和

《国民经济核算通论》，分别荣

获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和全国统计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1989 年被国

务院侨办、中国侨联授予“全

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

称号。

时光荏苒，这个优秀侨界家

庭的故事仍在续写，孙子、外孙

均大学毕业，现在从事各行各

业工作颇有成绩，甚至有的在

加拿大高等院校读博并留校科

研任教。

2011 年，留学美国 10 年的

孙子杨羽翔回到厦门，在厦门

二市附近度过美好童年时光的

他，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不禁

感叹“厦门变大了”，但消失的

历史小巷也让他感觉“厦门变

小了”。于是杨羽翔徒步记录下

厦门老市区 250 余条街巷的变

迁，“致敬原汁原味的厦门”。

原本只是发到论坛里与大家共

享，却意外获得了许多人的共

鸣。杨羽翔几经改进，逐渐做成

了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令人耳

目一新的厦门手绘地图。2013

年 4 月，杨羽翔又注册了“厦门

手绘地图”公众号作为地图延

伸内容的存放处，主打“寻找老

厦门”专题。2018 年起，杨羽翔

协助开元街道陆续建设了深田

文史馆、溪岸文史馆和湖滨工

业记忆馆。

杨羽翔在溪岸路原新加坡

酒店的隔壁打造了一个怀旧的

文创空间，里面有他收藏的各

式厦门老照片、老物件，也有新

开发的“老厦门”文创产品。而

这个空间的名字“季庄”正是祖

父杨章熹的别名。

沿着祖辈、父辈足迹努力前

行也是孙辈一致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