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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月南昌，骄阳似火，突然接到大学同窗好友应瞻兄来自福建的电话，谈到他最近编了一本书，
将他青年时期侨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时期在当地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和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一部分文
章，汇编成册，准备正式出版，让我写篇序文。
我不是文艺评论家，岂敢滥竽充数？
但我乐意写篇读后感之类的短文。
不久，便收到应瞻兄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书稿，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集子。
我读了诸如《耻辱昭南岛》、《不平的鼓声，华侨的悲剧》、《我走过来的道路》、《摩西河啊，咆
哮吧！
》等充满感召力的作品后，不禁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而当我读到那一篇篇诙谐幽默、情趣盎然的海外生活故事时，又禁不住从心底发出了笑声，给燥热的
天气带来一丝丝清凉。
　　李应瞻是一位充满血性、爱憎分明和富有浓厚民族情感的爱国华侨。
从1937年至1952年，他先后在日寇占领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白色恐怖统治下生
活了十几年。
为了生存，他做过苦力，当过学徒工，忍辱负重，备受煎熬，心灵在痛苦中挣扎。
他渴望自由，纵使在异国他乡，也无法解开深藏心坎的怀念祖国的情结。
割不断的血缘亲情，驱不散的绵绵相思，故乡的田园山水，熟悉的风俗民情，无一不在他心中扎下了
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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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用饱蘸血泪与充满激情的文字，真实记录了他自小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被迫背井离乡，从1937年
至1952年颠沛流离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时期的生活轨迹。
在战火下，在日寇与殖民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几度失学，做过日寇皮鞭下的苦
力，当过排字房的学徒工⋯⋯在严酷的现实中挣扎、呐喊、控诉，也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社会各界
如火如荼的反日反殖民统治的运动⋯⋯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原貌和海外侨胞的生活状况，深刻表达
了海外侨胞与祖国人民血脉相连的情谊，也充分展现了充满异域风情的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风土
人情与旖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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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应瞻，1929年4月生，福建龙海人，汉族，毕业于广州南方大学侨青班、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及中国
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

    1937年至1952年作者侨居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系第四代海外华侨，曾就读于当地华
侨小学和中学。
1949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第二届简师班后，任教于当地华侨小学。
1952年3月返回祖国定居。

    归国学习后作者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文学教学兼文学评论、华侨问题研究工作，并兼任过湖北省侨
联副秘书长，多年来著作颇丰，常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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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父母返乡　三十四　毕业感言　三十五　初为人师　　三十六　新聘女教师与可爱的学生
　三十七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教学生活　三十八　比翼双飞　三十九　暗流涌动的校园　四十　脱离
险境　四十一　亲情各不同　四十二　归航笔痕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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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生履迹　　一 富饶的九龙江平原　　闽南九龙江流域，有一片方圆五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的极其
肥沃、富饶的平原。
碧绿荡漾的九龙江水，从上游蜿蜒而下，流经水仙花的故乡漳州，悠悠地穿过古代驿道万松关山脚下
的虎渡桥，又浩浩荡荡地向石码、海澄、海沧和崧屿口奔腾而去，欢快地和厦门港的茫茫大海拥抱、
吻合。
　　玉带般的九龙江，从古到今，昼夜奔流不息，像那慈祥的母亲，以自己丰沛的乳汁，无私地滋润
、灌溉着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养育着沿江两岸千千万万勤劳、善良的人民，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
下去。
　　这片流域属亚热带气候，每年除八九月份常有几次台风作孽之外，终年可以说风调雨顺。
因土地和气候得天独厚，这里十分适合各类庄稼、蔬菜、水果等的培育和生长：一年可种两季水稻、
一季小麦，是盛产稻米、甘蔗、香蕉、柑橘、柚子、龙眼、荔枝、蔗和蘑菇等的著名地区，而各种禽
畜和鱼虾、壕、蟹等水产，也都产量丰富，因此成为福建省著名的“鱼米之乡”和“黄金地带”。
同时，由于战乱、天灾人祸等历史原因，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泊海外。
所以，这里华侨、侨眷众多，也是著名的侨乡。
　　滚滚奔腾而下的江水，畅流至石码附近，由于水浪长年累月的冲刷，泥沙逐年堆积，江面上慢慢
地浮现出一个颇大的江心洲，也形成了一个略小的沙洲。
这块江心洲又被江水从中冲开而一分为二，二者合称浒茂洲。
这个洲四面环水，又临近出海口，水产尤为丰富。
当地居民多习水性，靠捕捞和养殖水产为生。
　　在距离浒茂洲上游不远处的沙洲左岸，有一座正方形的、由花岗岩条石筑成的小小石头城。
坐北朝南的这座小城，历来被称为“金堂城”。
或许是历史上城里设置过学堂，当地老百姓俗称它为“课堂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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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稿堪称血写的文字，生命的战歌。
全书的写作不仅对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史是一种富有特色的丰富与补充，具有重要的史
论价值，而且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贮存、继承和发扬⋯⋯真实，事迹的真实和描写的真实的内在统一
，是书稿的又一突出特点，也是它令人震撼、具有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邢煦寰（作家、教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　　这种苦难的经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永远不能忘却的；这种不幸的遭遇也是永远不能忘却的，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深切
了解了旧中国的劳苦大众在国内、国外所经受的种种苦难，才能体会到今天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是多么来之不易，才能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刘兴策（教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
）　　这是一本富有魅力的书。
我似乎看见作者紧握那支饱含激愤的钢笔，蘸着热血，奋笔疾书，笔尖上迸发出对日寇及其走狗们的
仇恨火花。
他以一个中国青年的犀利目光，审视着那即将坍塌的旧世界⋯⋯　　——郭韦求（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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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让我们的生命都像盛开在战场上的罂花吧：由于鲜血的灌溉而殷红；由于阳光的辉耀而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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