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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
紀念館」落成並對外開放，館中設立
有300餘機工名錄的「英雄牆」，機
工名下大多配有照片，雖然不少照片
是由當時機工的護照、駕駛證等證件

上複製而來，有明顯的鋼印，但陳團圓名下卻一直無照
片。紀念館管理所所長羅雲輝注意到，每每走過英雄
牆，葉曉東總是眉頭緊鎖、悶悶不樂。

聽說葉曉東相貌酷似父親，有來訪的僑界人士出了主
意：用葉曉東年輕時的照片張貼在父親名下，填補了空
白。羅雲輝說：「自那天以後，葉老的眉頭舒展了，有
了笑容。」似乎是有意，也似乎是無意，葉曉東每天都

會往英雄牆前多走幾遍，不時還會不自覺地扭頭看看父
親的名字。

其實，雖然母親帶着葉曉東姐弟改嫁並遷居畹町，但
流落於芒市、遮放等地的機工戰友仍保持着與他家的密
切聯繫，頗多走動。每每有機工戰友到畹町口岸運貨，
都會專程探望。在葉曉東的記憶中，他不止一次聽機工
大叔說過，自己與父親長相酷似。有機工大叔還曾拉着
曉東對其他人介紹說：「你們沒有見過陳團圓，他長得
就是這樣。」

如今父親的照片已得到證實。至於是否會用父親照片
替換「英雄牆」上自己年輕時的照片，葉曉東表示會聽
從紀念館管理所安排。

參觀畹町的南
僑機工回國抗日
紀念公園，總令人血脈賁張、感慨萬千，常常被以南僑機工為
代表的海外華人華僑的赤子功勳所感動！
抗戰爆發，國難當頭，海外華人華僑實踐了「哥哥不抽煙，
小妹不擦粉，省下錢來援助祖國」，踴躍捐款捐物支援祖國抗
戰。紀念館資料記載，以1939年為例，國民政府軍費開支中，
華人華僑捐款就佔超過六成。紀念館門廳，一組簡單明了的數
字，向參觀者傳達着南僑機工的一些重要資訊——「3,200」是
南僑機工的人數，「1939—1945」表示機工回國服務的時間，
「50萬噸」是機工搶運物資的大致數字；而機工抗戰的主戰場
滇緬公路全長「1,146公里」，起點中國昆明，終點緬甸臘戌。
檔案記載中，有「1,600名—1,800名」南僑機工犧牲於滇緬公
路，「480多名」南僑機工復員回到南洋，其餘的南僑機工定
居在國內多個省份。
南僑機工中的絕大多數雖已逝去，但他們體現出的把祖
國命運和自己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愛國主義精神；不
畏艱險，不怕犧牲的奉獻精神；互相關心、互相幫
助，團結友愛的集體主義精神，彪炳千秋！紀念碑
鐫刻的「赤子功勳」，是對海外愛國華人華僑的
褒獎與肯定！

在與緬甸接壤的雲南小鎮畹町，矗立着一
座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出資建設
的是林曉昌，他是當年流落畹町的機工林福
來的義子。葉曉東則是長年守護在這裏。

紀念碑迴廊刻3192名字
2004年，林曉昌為達成義父的心願，出資

350萬元人民幣建設紀念碑，由奠基至落成
歷時一年。葉曉東擔起了建設監理、工地管
理等責任，並在竣工後一直守護在這裏，每

天擦拭碑體及迴廊，清掃落葉及垃圾，為周
邊花木澆水，也為來訪者講解這段歷史。
2015年，「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
館」落成，並與紀念碑一道闢為紀念公園，
被國務院列為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如今，
葉曉東仍在紀念公園管理所，參與紀念設施
的管理維護、諮詢講解等工作。紀念碑一側
迴廊鐫刻有3,192名南僑機工的名冊，陳團
圓的名字赫然在列。葉曉東說：「在這裏離
父親更近一些。」

在守護紀念碑和參與紀念公園管理維護的
日子裏，葉曉東結識了不少機工後人和研究
南僑機工歷史的學者。紀念館落成開放後，
機工王文松的女兒來訪，在「臘戌搶運」的
油畫前泣不成聲。
她曾從參與該次搶運的父親口中聽到過

這段壯烈而令其自豪的往事，面對真實再
現機工在緬甸臘戌冒着日機轟炸，奮力搶
運卡車等物資場景的油畫，不禁悲從中
來，百感交集。

設施 地點 建設年代

南僑回國服務機工殉職紀念碑 昆明近郊（被毀，存圖片） 1946年

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罹難同胞紀念碑 馬來西亞檳榔嶼 1946年7月7日

紀念碑 廣東義山亭 不詳

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 昆明西山 1989年5月

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公園 雲南畹町 2004年、2015年

常年任講解員「離父親更近些」

參觀紀念公園
細數赤子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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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代父上「牆」聊慰平生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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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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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曉東年輕時的照片貼於父
親陳團圓的名字上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葉曉東長年守護着南洋華僑
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紀念館門廳用
數字記錄了南洋華僑
機工的重要史實。

香港文匯報
記者丁樹勇攝

1939年，3,200名風華正茂的南洋華僑子弟放棄優

越生活回到祖國，加入了一支特殊的部隊成為汽車司

機和修理技工，戰鬥在「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上，

他們被稱為南僑機工。由於歷史原因，南僑機工的歷

史資料曾嚴重損毀，許多後人無法找到父輩資料和照

片，留下無盡遺憾。77歲的葉曉東便是這些後人之

一。香港文匯報2015年8月17日曾以《十年守護紀

念園 空框祭父引為憾》為題，報道了葉曉東尋找父

親陳團圓生前影像資料的故事。最近，來自海外的一

張刊載有馬來西亞機工信息的舊剪報照片佐證了陳團

圓的影像，令尋找父親照片已逾30載的葉曉東夙

願得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道

1939年，僑居馬來西亞麻坡的陳團圓應召為第九批南洋華僑機工，被派往雲南德宏芒市與祖國同胞並肩抗戰，其間在當
地成家並育有葉曉東姐弟。

父遭日軍殘害 遺一雙兒女
1942年，滇西大片地區淪入敵手，日寇瘋狂搜捕包括機工在內的抗

日軍民，陳團圓滯留於怒江西岸，裝扮成傣族男子，終日上山放羊躲
避；至1944年終被日軍捕獲，並慘遭活埋殘害。彼時，襁褓中的葉曉
東僅出生三個月。為維持生計，母親帶着姐弟改嫁並遷居畹町，姐弟
遂隨繼父改姓葉。
由於種種原因，葉曉東多年後才得知自己身世，然而，從未見過父
親照片，一直不知父親相貌，令葉曉東深感遺憾，尋找父親照片的願
望越來越強烈。其間，他從健在的幾位機工大叔口中，斷斷續續了解
到父親的一些情況，又到雲南省檔案館等多地查詢歷史檔案，但除了
查到陳團圓和張智源在同一工資冊中等資料，他始終未能找到父親的
照片。
同為機工後人的張雲鵬立刻將父親張智源珍藏的「麻華機工回國服
務隊職員留影」的照片，翻拍發送給葉曉東。根據照片標註，合影中
的六人是馬來西亞麻坡回國服務的南僑機工，拍攝於1939年8月10
日。但經張智源妻子確認，除認出前排中者為張金炳、右者是張智源
外，其餘四位並不知姓名。

二訪大馬尋親 登當地報紙
葉曉東尋找父親照片的努力沒有停止。
2013年和2018年，葉曉東或隨機工後人
尋親團、或自行前往，兩度到訪父親僑
居的馬來西亞尋訪，卻都無功而返。不
過，當地華人華僑提供的協助讓葉曉東
難忘。馬來西亞南僑機工史料搜究工作
室的劉道南、盧觀英夫婦帶他到當地陳
姓宗祠、祖墳等地尋訪，走訪當地潮
州籍人士，查詢陳姓族譜，又到當年
機工出發的新加坡麻河港口尋找線
索。
葉曉東說：「雖然他們講一口潮州
話，而我操一口畹町腔，語言溝通時

有不暢，但他們的熱情與熱
心、周到與細緻，讓我倍感溫
暖！」

事實上，劉道南和盧觀英早在2009年就看過紀錄片《南僑機工》。
他們對片中葉曉東對着空相框祭奠父親的一幕深受感動，因而數次撰
文在馬來西亞華文報紙上刊載葉曉東的故事。

廣泛收集線索 辨出父模樣
2019年，中央電視台一檔節目根據「麻華機工回國服務隊職員留

影」照片，通過人臉識別技術判斷，六人合影中，後排右者與葉曉東
年輕時照片的相似度高達85.58%。儘管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但葉曉
東並不能確認合影中的後排右者即為父親。
前不久，盧觀英傳給張雲鵬一張剪報的照片。該剪報是1939年8月

9日新加坡《南洋商報》的報道，報道稱：麻華第三批機工返國服務
員，已徵得九名之眾，其人數雖少，然其愛國之誠信可嘉。主持辦理
其事之麻華返國服務團委員會，已決定於十一日遣送往石叻（原新加
坡的稱呼）集中候輪返國。報道中並公布了該批機工姓名：正隊長張
金炳、副陳禮炳、文書張智源、交際馮漢深、財政余英傑（應為涂英
傑，該報道錯將「涂」寫為「余」）、幹事陳傳圓（應為陳團圓，潮
州話「傳」與「團」同音）。
有了這份剪報佐證，加上張雲鵬通過各種渠道的確認，他分辨出了
六人合影照片中的每個人。前排左者為陳禮炳，中者為張金炳，右者
為張智源，後排左者為涂英傑，中者為馮漢深，右者為陳團圓。
「這與人臉識別技術的判斷一致。」得知這一消息後，看着合影中
的父親，葉曉東百感交集，泣不成聲。

●機工張智源珍藏的老照片中，其中一人就是陳團圓。 受訪者供圖

陳禮炳陳禮炳 張金炳張金炳 張智源張智源

涂英傑涂英傑 馮漢深馮漢深 陳團圓陳團圓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20152015年年88月月1717
日刊出日刊出《《十年守護紀念園十年守護紀念園 空框空框
祭父引為憾祭父引為憾》》為題的報道為題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