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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勤奋好学
李淡祖籍石狮市永宁镇

洋厝村，原名李兹淡，字明
我。生于1905年 10月 17日，
卒于1968年 9月 28日。其博
通经史、酷爱诗词，同时也是
一位著名旅菲爱国华侨。

李淡的父亲李姜12岁随
老华侨漂洋过海到菲律宾，从
学徒做起，后来与人合股经营
粮油生意，逐渐成为颇有声望
的华侨企业家，40多岁返乡后
在家乡病逝，当时李淡仅 10
岁。

李淡天资聪颖，从小酷爱
读书，母亲施乌宽托人帮忙，
将他送到福州英华书院就
读。在校期间，李淡成绩优
异，校长向他许诺，只要加入
教会，毕业就送他到英美留
学。但李淡并不想到英美留
学便离开英华书院，转学到集
美中学，后考入厦门大学。

“五卅”觉醒报国志
1924年，李淡跟随厦门大

学教授欧阳怀、王止伟及杨静
桐、周东君等同学到上海进入
新建的大夏大学继续求学。
据李淡的女儿李彬介绍，在这
个时期，李淡在校内常听恽代
英、萧楚女等人的演讲和报
告，成为最早一批得到共产主
义 思 想 启 蒙 的 爱 国 青 年 。
1925 年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

“五卅运动”，彼时李淡也投入
这场由上海学生掀起的反日
反英的“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当天，李淡在
南京路作街头演讲时，被英巡
捕抓入狱，两天后经校方保释
出狱。在永宁老家的母亲闻
知此事，十分惊慌，即拍电报
称“母病重速返”。李淡是孝
子，接电报即刻返乡探母。不
料，母亲要他一同前往菲律
宾。母命难违，无奈之下的李
淡只得乘舟前往菲律宾。多
年后，旅居海外的李淡回想起
当年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时的
情景，仍然意难平，他提笔写
下：“五卅曾经做楚囚，胸怀未
解百年仇。忍看西火燎东亚，
待转夷风伏汉流。”

投身教育永不悔
随母到菲律宾的李淡，开

启了他的华文教育事业。李
淡和妻子在马尼拉市“中西学
校”担任华文教师。在此期
间，由于李淡常常与学生谈及
国内的先进思潮，引起国民党
政府驻菲领事馆的关注，在国
民党政府驻菲领事馆的干预
下，李淡一度失业，生活困
难。李淡夫妇被迫离开首都
马尼拉，到美骨山区侨校执
教。他先在南甘马仁省那牙
市“华英中学”任教，后到南甘
马仁省廼乙“中华学校”担任

校长，李淡妻子杨蕙畹任教
师。夫妇俩住在校舍后面的
一幢小草楼，过着艰苦的生
活。这段时间妻子因受政治
折磨，加上劳累过度，24岁就
英年早逝，儿子也不幸夭亡。

1935年春，李淡返洋厝村
为母亲治病，把6岁的女儿李
彬带回家乡，想让她留在祖国
读书，却发现村中只有私塾，
于是决定创办一所正规的国
民小学。他向当地申请办学，
将洋厝村的一所祠堂改造为
校舍，聘请来校长和教师，取
校名“洋山小学”（意为在南
洋思念唐山）。他挥毫书写

“洋山小学”的第一块校牌。
为了办好学校，他在家乡待了
一年多才返回菲律宾。李淡
在家乡期间，利用闲暇之余引
导乡民学习先进的谋生技术，
改善乡村教育条件，深得村民
爱戴。

1936 年春，李淡返菲后，
受聘到新创办的侨校“黎牙实
备中华学校”担任校长。1938

年，为了使美骨区的华侨子弟
就近上华文中学，李淡积极动
员，组织美骨五省的华侨联合
创办“美骨华侨中学”。

抗日救国志不渝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那

颗赤子之心、救国之心从未改

变。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到
菲律宾的第二天，李淡宣布学
校暂时停课。两天后的午夜，
黎牙实比海港出现日军军
舰。李淡连夜带领住校师生
撤离市区，化装成农民，翻山
越岭，步行四省，到达乃乙
（北甘马仁省的省府）山区，
找到家人，躲避于山林中。日
军登陆几天，就贴出通缉抗日
分子的布告，李淡名列其首。
原来，日军早就布置了一些线
人，准备抓捕抗日分子，而作
为抗日志士，李淡早就上了日
本的通缉名单。

据永宁文史爱好者郑天
应介绍，李淡和菲律宾的抗日
领导人关系十分密切，大力支
持抗日，做他们的后勤保障。
早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菲华侨就掀起抗日救国运动，
李淡担任北甘马仁省华侨救
国会主席，负责编印《血弹》
刊物，揭露日寇侵华罪行。
1932年 1月，菲华首届华侨救
国会代表大会在马尼拉召开，
163个华侨团体的300多位代
表出席大会，李淡当选五人主
席团成员，成为菲华抗日救国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无论在
华侨社会，或在学校，李淡多
年里极力宣传抗日救国，并组
织师生捐献飞机大炮。

日寇入侵菲岛后，宣布
不准开办华侨学校、不准华
侨青少年读中文。李淡冒着
被日军逮捕的危险，悄悄将
当地失学在家的华侨青少年
召集到家里教授中国古文
学，每晚坚持上课，给他们讲
解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
的《正气歌》，以及陆游等爱
国人士的诗文。抗战期间，
也是李淡诗词的高产期，以
诗明志，以词抒情。他参加
主持抗日英雄敏顺烈士纪念
园奠基时赋诗：“太息忠骸何
处寻，追彰表率筑园林。奠
基有幸同埋石，忍泪无言慰
断琴。”

李淡热爱祖国，热爱共产
党，而他也是一直这么教育其
子女的。1949年 6月，当很多
人不理解他让长女李彬回国
参加解放事业时，他写下“我
岂癫狂能割爱，八闽父老待温
存”。不久得知李彬随部队向
福建进发，满心欢喜的李淡写
下：“寄语关山征战者，为民
到处建楼台。”

新中国成立后，李淡为之
欢欣鼓舞，一直想回国观光，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
为他终身遗憾。临终时，李淡
哀叹：“我要是能见一眼北京
天安门，死也瞑目。”

郑天应介绍，在抗日战争
期间，无数像李淡深爱着祖国
的华侨，他们或英雄抗战，抛
头颅洒热血；或默默奉献，为
祖国抗日筹集资金，在今天我
们应该缅怀他们，把他们爱国
爱乡的精神化成建设伟大祖
国的动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而不懈努力。

（王秀婷）

洋山小学旧址（现为洋厝文体活动中心）

早年，祥芝乡里流传着一句
“勇人莽二舍，肴（能）人陈首爷”
的谚语。

说是祥芝古代出了一位大力
士，为人豪爽仗义，性格直率，但
比较急躁鲁莽，因排行老二，所以
被称为“莽二舍”。“莽二舍”大力
的名气逐渐传开，外乡一位拳师
想试探一下“莽二舍”究竟有多大
本事。他就到“莽二舍”家叩门拜
访。“莽二舍”在家，见来者不善，
就说“您找家兄？他刚好不在，您
稍坐，我烧水泡茶，一起喝茶等待
我兄回来吧。”说完就去找来一些
大竹头（古代祥芝定置网捕鱼要
用大竹作浮具以张开网嘴），只见

“莽二舍”拿起竹头双手合掌搓揉
几下，转瞬间竹头变成一堆片条
碎屑。拳师见状大吃一惊，心中
暗想这弟弟尚无名气就这般厉
害，那“莽二舍”岂不是更不得了，
果然名不虚传！拳师喝完茶便起
身告辞。

“莽二舍”与哥哥一起以讨
定置网为生，哥哥掌舵，“莽二
舍”拿钩。兄弟配合默契，家庭
和谐。可是妯娌间常互相吹牛
斗嘴，争论谁的老公本事更大。
后来嫂嫂挑唆哥哥使坏，在一次
船靠绲头时（定置网脚要接在套
上深水桩的篾绲，因此网区叫绲
头），哥哥故意失手，加上风浪
大，“莽二舍”抛钩时用力过猛导
致手臂脱臼，但他强忍疼痛，坚
持完成作业。就这样，“拆胳不
愿放钩”的俗语逐渐在祥芝流
传，用来比喻意志坚强或对理想
的执着。

而“肴（能）人陈首爷”，说的
是一个叫陈首爷的人本事很
大。传说有一次陈首爷在南洋
一个叫万里长沙的海面遭遇台
风，船被吹到一座荒岛，只留下
他孤身一人。陈首爷万般无奈，
只能向神明祈求保佑他脱离险
境。不久，他在朦胧中隐约感觉
有仙人前来帮助。仙人叫他闭
上双眼，没有指令不得睁开。只
听 仙 人 念 念 有 词 ，大 叫 一 声

“起”，刹那间连船带人飘浮起
来，只听风声呼啸。过了很久，
陈首爷不放心，偷偷把眼微睁想
看看外面什么情况。忽然啪的
一响，连船带人掉在一片密林中
挂在树上。仙人说：“为什么不
听话？罢了，合该你命到此为
止！”陈首爷苦苦哀求仙人助其
回家，仙人说：“念你是个善良
人，给你两个铜钱，一天只能用
一个，第二天就仍然是两个，你
如果一天两个都用掉，那就一个
也没有了。一定要牢记，否则你
就回不了家。”说完仙人就不见
了。

陈首爷只能一路半饥半饿
连乞带讨朝着家乡方向艰难前
行。一日，路上卖吃的吆喝“一
钱一碗，两钱随你端”，意思是花
两钱就随你吃多少，但这次陈首
爷强忍饥饿，再也不敢忘记仙人
叮嘱。历尽艰辛终于到达泉州，
陈首爷在码头看到有祥芝船，才
把两个铜钱花掉，吃一顿饱饭回
家。此后，祥芝有了“肴（能）人
陈首爷（驶山船）”的俗语，意思
是船都能在陆地上行驶，可见其
本事有多大。（王秀婷 刘荣茂）

勇人莽二舍
肴人陈首爷抗日救国志不渝 赤子丹心昭日月

石狮旅菲侨亲李淡二三事

在菲律宾华侨义山有这样一座墓，墓碑上铸刻着两行铭文：“风骨嶙峋诗坛能出新世界，
节操冰霜英魂永护旧山河”！这座墓的主人是石狮旅菲侨亲李淡。每年清明期间，总有一些
侨亲到李淡墓前祭拜。李淡去世多年，为何还如此受人尊崇？记者带你了解一二。

1949年6月，因长女李彬要回中国参加解放事业，李淡先生携
全家人送别留影（前排正中是李淡先生的母亲施乌宽、妻子黄印
治，后排正中即李彬）

1945 年日本投降了，李淡
先生高兴地带全家老小欢庆合
影，当年已有6个子女（正中是
母亲施乌宽、后右一：长女李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