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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及其延伸拓展
的滇黔、川滇等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物资的战略运
输线。因当时国内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严重短缺，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华侨机工（汽
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短短五个月内就为
滇缅公路抗战运输线输送了3200余名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们不分昼夜，在山高路窄、谷深万
丈的公路上，在敌机狂轰滥炸中，把成千上万吨
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日前线，留下了很
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用生命奔驰在抗战运输线上
——南侨机工留在贵州的记忆

赵 蔷

马来西亚太平市的黄铁魂，原名黄乐垣，1939
年，他积极响应抗战号召，并将名字从“乐垣”改为

“铁魂”，带着师长“铁魂同学以身许国”的离别赠
言，与30多位同乡作为第七批南洋机工，士气高昂
地唱着《告别南洋》出发了：“再会吧，南洋！你椰
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但在帝国
主义的剥削下，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再会
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
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黄铁魂和他的同乡们在昆明潘家湾受训后，被分
派到贵阳以及柳州、河池等路段。这些地区山高谷
深、地势凶险，加上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开车穿行
其间险象环生。黄铁魂回忆，他每天凌晨3点开始执
行任务，开车只敢开近光灯，如果听到轰炸机的声
音，就得赶紧停车到旁边躲避。“轰炸机有时离我们
很近，连上面的飞行员都能看清楚”。

多年后，别人问黄铁魂右腿上那道伤疤的由来，
他才说那是1940年他驾驶卡车与迎面而来的车辆相
撞导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观察天空中敌机的情况，
没注意到对面车辆，所以出了车祸。”

伤愈后，黄铁魂带着一张后方医院开具的二等残
废证明，又重赴战场执行任务。

南侨机工黄迎风于 1939年 7月 3日参加第七批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他在回忆录 《漂流记》
中记下他的回国旅途：“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 6
月16日，离开太平至新加坡；7月 3日，到越南西
贡乘火车经河口老街进入云南省昆明”，经潘家湾
西南运输处短时间学习后，便整批分配到后勤部汽
车第31团第八连，“7月 23日，离昆明乘卡车往贵
阳唐家山……”，八连驻扎于贵阳唐家山，这是在荒
山坡上搭起的草屋营房，离贵阳十多公里，住宿简
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1940年，日寇占领了南宁，企图入侵贵州，切
断了川滇运输线。中国军队随即组织力量反攻，同
时集中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黄迎风所在
的八连在内奔赴前线，抢运兵员、物资。运输补给
线历来都是日寇重点轰炸对象，1941年中国军队收
复南宁后，黄迎风回忆说：“这场胜利让我们付出
重大的代价，有不少华侨司机，为祖国流尽了最后
一滴血，上级高度赞扬华侨司机如此英勇杀敌的精
神，奖给每人几百美元以资鼓励。”

“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9年，马来西亚华侨李月美刚年满
20岁，在招募机工报名处因是女生而遭拒。
总后，她效仿“花木兰”，女扮男装，将头发剃
光，瞒着父母再次报名，并顺利成为南洋华
侨回国机工服务团的一员。1939年被分配
到贵州担任司机。

1940年5月，李月美从缅甸腊戌运输
一批国际支援医疗物资到中国红十字会
总部，其中就包含大量治疗疟疾等传染病
的药物。在滇缅公路上一急转弯处，李月
美因劳累过度，收刹不及，不慎翻车。

受了重伤的李月美，头痛胸闷，眼
前发黑，呼吸困难。万幸的是，路过的
南洋机工车队及时发现了她。海南籍
机工杨维栓将她从压垮了的驾驶室里
救了出来，随后马不停蹄地送到医院医
治，抢救时医生才发现李月美竟是一名
女子。众人无不赞叹这名女子的报国
之心感天动地。

不久，李月美与杨维铨在相处中暗生
情愫结为夫妻。当杨维栓带着改穿女装
的李月美来到昔日队友面前时，众人无不
诧异：“原来一并奋战在运输线上奔忙的
战士，居然是一名女子！”

身体恢复后，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
机工卫生所的一名护士。以女性特有的
温柔细心护理、照料战争中负伤的抗日
将士，并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以热情的
歌声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在滇缅公
路上为国效力、运送物资，成为李月美一
生最为骄傲的事。

后来，李月美女扮男装、回国从戎的
故事轰动海内外。新加坡、马来西亚媒
体曾以“当代花木兰”为题，详细加以报
道。何香凝女士为表彰其爱国精神，特
题写“巾帼英雄”四个大字赠予李月美。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李月美的赤子
功勋，当时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
了奖状“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敌忾
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
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
运输管理局也发给她荣誉证明书：“兹证
明：李月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
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李
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受到周总理亲切接
见。当缅甸侨团介绍她是当年女扮男装
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周总理连连称
赞她为“巾帼英雄”。

1946 年南侨机工复员，途经贵州
时，贵阳市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
式。第一批复员机工张光旺日记中写
道：10月31日6点起床，全体参加大会，
到会者万余人，贵州省主席杨森向全体
华侨机工赠旗“为国为民”；下午，杨主席
率领全体华侨机工到运动场、抗战门、胜
利门等地游览。11月2日，华侨机工受
邀携家人到新声大戏院参加欢送侨工复
员大会，贵州各界人士赠旗“胜利荣归”，
会后观赏戏剧《薛平贵征西》。

据统计，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
工在滇缅公路上共抢运回1.5万余辆汽
车、50多万吨军需物资以及不计其数的民
用物资，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封锁，
在执行任务中，有1000多名南侨机工因
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占南侨机工
总数的1/3。南侨机工以自己的生命、鲜
血和汗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
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
功勋！

（本文作者为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
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
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贵州省委
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当代花木兰”
李月美回国从戎

▲ 南侨机工的运输车过惠通桥。来源：《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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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滇缅公路通车，1942年5月被
日军阻断，在此期间，西南运输处在昆明至贵
阳、贵阳至重庆之间，投放了四个大队约800辆
卡车担负货运任务。“二十四道拐”路段，呈“S”形
的急剧拐弯一个连一个，汽车行驶速度很慢，再
加上日军飞机轰炸，因此，“二十四道拐”是机工
们公认最难闯的一关。

新加坡华侨机工沈治平于1939年 2月随
第二批机工团回国服务。最初，沈治平奉命到
遮放接车，把从美国买回来的大卡车开回昆明，

接着将武器弹药运往贵阳，整个滇缅公路长约
1200公里，单程得走七八天。沈治平说贵州的
山路俗称“七十二道拐”，山路险峻、道路崎岖，
雨季形成烂泥路，时常发生塌方，加上日机炸得
坑坑洼洼，路基很坏，行车分外艰难。贵阳冬天
特别冷，车到了停车点，要很快把水箱里的水放
掉，第二天走时再装上水。当时人们都称贵州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机工
们加了一句“天无一日干”。但再大的困难，也
挡不住机工们报国的决心。沈治平说，这些抗

战救国物资是世界各地华侨投资买的，我们每
个机工曾发下誓言：“宁可人亡，也不可车毁！”

马来西亚华侨黄铁魂回忆：“当时，头顶上
是日军的轰炸机，地上是路面狭窄的石头路，一
边是峭壁，一边是深谷，环境险恶，塌方、滑坡的
地段多。载满军事物资的道奇卡车，吃力地爬
上斜坡，随时都有可能会翻车掉进山谷。很多
机工就是因为翻车滚下山谷粉身碎骨，连尸体
都找不到。尤其是贵州晴隆那段‘二十四道拐’
抗战公路，雄、奇、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势，是分分钟都得准备送命的死亡弯道。”

新加坡南侨机工许志光提起此地心有余
悸：“在晴隆附近有个叫‘二十四道拐’的地方，
坡陡弯急，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崖，有几道弯
汽车要进退几次才能通过，稍不留神就会车翻
人亡，经常听到有运输队的车在那里出事故。”

“宁可人亡，也不可车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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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机工邝天祥，现名邝振声，出生于泰国
董里什田埠。抗战时期，他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
第 6 大队 18 中队，驻扎在贵州关岭场。他回忆：

“那次我们由贵州关岭到昆明接柴油车之后，转运
军用物资到重庆。因为头一次远程行车，对国内
公路不熟悉和不习惯，从昆明到重庆竟走了一个
多月。返回时，队部已经搬到广西柳州了，驻在
马鞍山。由于南宁告急，上级命令我们突击抢运
浮石兵工厂机器，转移到柳州。任务完成之后，
南宁已失陷，我们车队就撤回六寨 （广西河池市
南丹县北部，东、北两面与贵州独山县麻尾镇交
界）。此时，大塘到南宁的公路已被切断，改由车
河新开一条公路，由车河到东兰，经田东、福
昌、天保、靖西到岳坪。该线连接安南国境 （今
越南），从境外抢运外援军用物资进入广西，我们
队部奉命调驻东兰，穿梭行驶在中越运输线上，
经常受到敌机的猖狂空袭。南宁沦陷后，敌机从
南宁起飞，每天都来轮番轰炸，企图扼断该运输
线。有时候任务紧张，只得冒着敌机轰炸，白天
也出车。好几次，我们的车队在行驶中被日机追
上了，便迅速将车开进山洞躲起来，敌机追至洞
口，无可奈何，只扔几个炸弹又飞走了。幸亏广
西的天然山洞很多，有利于躲避敌机的空袭，所
以我们的队部驻地都选择靠在山洞边。路已被民
工挖了半边，一段一段地破坏，我们艰难地驾车
撤退，稍一不慎则可能翻车爆炸。

1941 年，在贵州黔南州甘巴哨新成立第 10大
队，其中156中队是清一色的华侨机工，中队长是
林君凯、中队副白清泉 （新加坡南侨机工“八十先
锋”领队）。当时长沙再度告急，他们奉命将湖南
晨溪兵工厂的全部机器搬迁至四川东溪，前后将近
一年才全部运完。第二年，整个大队调往昆明，住
黄土高坡保养场。主要任务是继续到畹町、遮放等
地抢运物资，跑滇缅公路。

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寇沿滇缅公路进攻云
南，他们奉命撤退。在撤退时，有许多华侨难民
要求乘车撤退，于是除了载汽油，邝天祥又搭了
20 多人连夜开车，天亮时开到畹町。过惠通桥到
达老鲁田吃饭时，他抬头望见一群日机飞往保山
方向，当天下午他们到达保山时，看到的是已被
炸成废墟的保山，这便是 1942 年举世震惊的保山

“五四惨案”。

冒着敌机轰炸出车
马来西亚新山南侨机工余汉洲是第九批机

工团成员，分配到第5大队13中队当班长。当
时第5大队运输路线主要从昆明到贵州、湖南、
广西等地，由于日机时常在上空盘旋扫射，白天
不能开车，只能靠夜间抢运。

余汉洲遇到最惊险的两次空袭，一次是出
车到贵阳运桐油，车开出离桐油站3公里处，突
遇日机空袭，汽车后门板被射穿了十几个洞，幸
亏人未受伤。另一次是余汉洲一组3车由毕节
装军用棉衣回昆明大坂桥附近，日机扔下炸弹
在车边爆炸，车被气浪震翻到公路边水沟里，余
汉洲与莆田老乡林亚田都落入沟中，浑身都是
泥土，汽车也报废了。

余汉洲还记得在1943年12月间，下关第2

大队的新加坡南侨机工方九十由下关出发往贵州
毕节，经过“替天高”险路时，翻车身亡，因运输任务
紧急，只能就地埋葬，正可谓青山处处埋忠骨。

马来西亚南侨机工林广怀成为“南洋机工
归国服务团”第八批成员，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
七大队华侨补充队。随车队调往宣威，运送军
需物资到泸州、贵阳等地。在运送物资过程中，
他们怕日军飞机扫射，夜行也不能开车灯，仅凭
双眼观察线路，压着悬崖边线慢慢开，常常几个
通宵不能睡觉。历经万难抵达前线后，他们又
要马不停蹄地把伤兵运回后方。

1944年，日寇大举进攻贵阳，林广怀参加战
斗运输，夜以继日地运送第九军、十三军部队兵
员到独山前线。有一次，车队被日军包围，他守

在车上两天两夜，度日如年又吃不上饭，第三天
早晨才奉命调头运送伤兵回贵阳。对于回国服
务，林广怀没有一丝后悔，他只记得在回国前的
宣誓：不当逃兵，要学岳飞，为国家战死沙场。

南侨机工张智源被家族视为未来掌管事业
的继承人，在前往马来西亚打理海外生意时，听
说祖国在招募技术人员，便毅然放弃南洋的家族
产业和海外的舒适生活，参加了第3批机工队
伍。据他回忆：从滇缅公路经贵州的毕节通往泸
州的滇川路和滇黔公路，侨工们不畏严寒酷暑，
不分昼夜地在崇山峻岭和陡壁悬崖之间的毛土
公路上奔驰，通过广西的河池、柳州、桂林转入湖
南的零陵至衡阳的公路上均有侨工流下的汗水。

马来西亚南侨机工许海星担任从古晋出发
的第三批机工队副队长，负责将各种抗战物资
从缅北运送到国内。他和队友“从缅北的腊戍
到昆明，再到贵阳、重庆、湖南、广西、浙江。总
之，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开”，他回忆他的许多战
友牺牲在运输的路上，可以说是“一滴汽油一
滴血”。

“一滴汽油一滴血”

印尼苏门答腊明古舞的南侨机工李伟庆
1938年被分配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救护
总队部”。

李伟庆参加“荷属华侨救护队”回国服务，

带着印尼华侨捐赠的大量药品、救济品和救护
车，绕道越南海防，经广西转到贵阳。为避开敌
机轰炸，他们将救护车进行伪装，昼伏夜行，用
了5天时间才到达图云关。武汉、广州失陷之

前，李伟庆带领7辆车组成一个救
护车队，往返于贵阳和海防之间，
运送各种物资。1939年4月，“中
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部”把驻在湖
南的救护车队部分车辆调回图云
关，准备派往刚开辟的滇缅公路
去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由于该车
队的驾驶员都不会说普通话（通
常只讲英语、印尼语等），李伟庆
受命带领这支车队前往云南畹
町，刚运载一批药品回到贵阳，随
即奉命再次出车，从贵阳运载桐
油（用于保养武器）出口。红十字
车队一行五部车子，每辆车载18
桶桐油。李伟庆当领队，带车殿
后。由于敌机轰炸，惠通桥通行

时间为下午3时到第二天上午9时前。桥面只
能容单部车辆过桥，前面4辆先行过桥，李伟庆
在后面办理公文手续（检查通行证），约定好当
夜在腊动车站集合。当李伟庆刚开过惠通桥爬
上一道陡坡时，因路基不牢，车子突然倾覆翻
滚，在距江边几米处被石头挡住，李伟庆被甩出
车外，压在大梁底，汽车底盘一颗大螺丝钉穿进
他的左大腿，血流不止。

李伟庆昏迷了半小时后才苏醒过来，此时
天快黑了，过路车辆也不易发现翻在深沟底的
车，李伟庆只能咬紧牙关坚持，盼望着同事们在
腊动车站集合后发现他未到达，再回来找他。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下起了大雨，雨水将顶
住李伟庆大腿下的石头渐渐冲刷松动。他用手
扒开周围泥土使石头掉下去，左腿才从螺钉穿
压下拔了出来。

晚上7点多，李伟庆的同事开车赶来救援，
因担心翻过来的汽车及车上的桐油爆炸，同事
们摸黑下来把李伟庆抬上车赶往腊勤的卫生
所，后因伤势严重转送龙陵县医院。

李伟庆翻车受伤的消息传出后，附近老百姓
都来探望，一位老大婶提着一篮鸡蛋送来，口中不
住地祝福：“先生您命长，老天会保佑抗日将士的！”

第三天，因伤势太重，李伟庆转昆明白龙潭医
院诊治，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伤口终于痊愈，
在左腿上留下了一处螺丝钉穿过的大伤疤。

“老天会保佑抗日将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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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爪哇华侨救护队捐赠的救护车，车旁站立者为机工李伟庆。
来源：《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