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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传播视域下南侨机工档案文献遗产
创新性开发研究

华  林  宋梦青  李  燕
(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91)

摘  要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是世界记忆遗产，创新性开发有利于拓宽其传播范围，抢救与传承这一珍贵抗战记忆。本文探讨南侨

机工档案文献创新性开发意义，阐释开发思路，分析滞后问题，提出开发对策。构建协同开发机制、创新服务方式等，可

更好地传播南侨机工抗战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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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chiv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machine workers  are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se archives is conducive to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its dissemination, salvaging and inheriting 

this precious Anti-Japanese War mem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heritage of overseas Chinese machine workers,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  ideas, analyzes 

the  lag problems, and proposes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he innovation of service mode can better spread and carry forward the patriotism spirit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machin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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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18年5月，云南省档案局申报的“南侨机工支

援中国抗战档案”作为“揭示了二战期间一段鲜为人

知的史实”的珍贵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

区名录》。南侨机工档案形成于 1938年至1947年，记

录与反映了二战期间，生活在南洋地区的3200多名

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参加国际抗战物资运

输的历史。学界对其抗战历史做过研究，如夏玉清对

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人数、来源、性别、族群等情况进

行考证统计；[1]麦群忠对参与抗战物资运输的南侨

机工人数、过程、牺牲与贡献等史实进行过研究；[2]

张文芝提出了对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进行多渠道开发

的思路[3]等，这些研究未涉及创新性开发问题。从爱

档案资源建设



- 68 -

《档案学研究》 2020 年第 1期

国主义传播视角，以创新性开发重新揭示南侨机工

抗战历史，对铭记这一珍贵抗战记忆，拓展其传播范

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现实意义。

1 创新性开发现实意义

南侨机工档案是珍贵抗战文献遗产，类型包括

文档、文电、公函、名册和证书等纸质档案；照片、

录音、纪录片和视频等音像档案；相关文化机构、南

洋华侨机工后人或学者等访谈整理的口述档案；以

及勋章、纪念章、手表、扳手、水壶和部分纪念碑刻

等实物档案。这些档案文献内容丰富，蕴含有深厚

的南侨机工报效国家、舍身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其

创新性开发现实意义如下：

1.1  抢救被人遗忘的珍贵抗战记忆
1938年10月以后，中国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封锁。

1938年，国民政府为获得海外援华物资，修建了滇缅

公路。由于国内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匮乏，爱国侨首

陈嘉庚受国民政府委托，于1939年2月发布《南侨总

会第6号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招募华侨机工。

《通告》得到南洋华侨的广泛响应，报名回国的华侨

机工达3192人。据日军参谋部估算，自南侨机工参

战后，每月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达1万吨。仅1941年

就有132193吨。[2]“某种程度上南侨机工这几千人为

当时的抗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他们，前线

几百万军队就没有物资保障。”[4]战后，3200多名参

战的南侨机工中，有1028人壮烈殉国。[5]随着岁月流

逝，南侨机工逐渐被人们所遗忘。2009 年7月，《南

侨机工》摄制组在昆明随机采访时发现，“年轻人

没有知道南侨机工的，甚至很多新闻界的人都不知

道。”[6]2012年，央视纪录频道导演张兵再度拍摄南

侨机工纪录片，他给这一群体起名为“被遗忘的卫国

者”。因此，发掘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唤醒这一珍贵

抗战记忆就有了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1.2  弘扬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国家危难之时，南侨机工表现出强烈的国家

认同爱国主义精神。首先，义无反顾回国效力。南侨

机工分15批由马来西亚经越南或缅甸回国，在归国

华侨机工中还有4位女性，她们是白雪娇、陈娇珍、

朱雪珍和李淑美。其中，白雪娇是瞒着父母归国的，

她留下的告别书说：“家是我所恋的，但破碎的祖国

更是我怀念热爱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

我一滴之微力。”而新婚不久的贺玉兰女士则与丈

夫双双回国效力。[2]其次，不惧生死舍身卫国。当年，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面临道路险恶、疟疾横行和日

军轰炸等三道“夺命关”。1941年1月27日的《新华日

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

先锋，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7]最后，精神长

存激励后人。2016年7月7日，90岁的南侨机工蒋印生

在云南畹町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开馆仪式上说：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每一位回国抗战的南侨机

工都无怨无悔！”[8]为此，如何发掘南侨机工档案文

献，宣传南侨机工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档

案工作者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 创新性开发思路论证

2.1  开发思路梳理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开发思路为：以抢救南侨机

工抗战记忆为理念，以传播、弘扬南侨机工爱国主

义精神为目的，依托其档案文献资源整合建设，利

用专业网站开发、社交媒体平台发掘，以及手机移

动终端信息推送服务等开发方式，对这一珍贵抗战

档案文献进行创新性开发，以抢救南侨机工抗战记

忆，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开发思路设计如图1所示。

2.2  开发学理分析
（1）国家政策保障。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 

2017年12月27日，李明华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

上的工作报告提出：“切实加大优秀档案文化产品制

作力度，利用档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0] 2018年3月，国家档案局印

发的《2018年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提出，“扎实

推进《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广泛宣传档案

编研和开发利用成果。依托档案馆广泛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11]党和国家爱国主义宣传方针对南侨机工

档案文献开发的意义在于：一是指明了创新性开发

的目标，就是要发掘这一宝贵抗战档案文献，宣传南

侨机工抗战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从开发内

容、开发经费，以及人才和设施等方面提供了保障，

从而保证了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开发工作的开展。

（2）开发理论支撑。其一，档案资源开发理论。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就是根据社会需要，采用专业方

法和现代技术，发掘、加工、传输所收藏档案中的有

用信息，方便利用者利用，以实现档案的价值。[12]档

案资源开发理论的应用，就是要利用南侨机工档案

文献资源，采用各种有效方式，全面发掘这一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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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遗产，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其二，档案记

忆理论。档案的主要功能是传承社会记忆，“档案资

源是一种经过沉淀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深层的要

素，它给关注者提供事实、关联、依据和理性，通过

这种方式浸入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13]南

侨机工档案文献承载着珍贵的抗战记忆，其发掘利

用对宣传南侨机工抗战事迹，抢救这一抗战记忆有

重要意义。其三，资源共建共享理论。这一理论是

指文献信息机构建立协作关系，利用各种技术和方

法，建设和利用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信

息需求。[14]该理论应用的意义在于：将南侨机工档

案文献收藏单位或个人视为一个整体，构建协同机

制，开展资源共建工作，实现这一档案信息资源的社

会共享。

（3）开发资源丰硕。其一，实体资源遗存丰富。

如云南省档案馆珍藏有国民政府原西南运输处遗留

的大量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其中纸质档案共有850

卷，2000余份，内容包括回国机工名单，侨工因公殒

命及病故姓名一览表，以及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复

员总登记名册等；照片史料200多张，主要有1939年

马来亚槟榔屿、新加坡回国华侨机工照片等。[15]在

口述档案方面，如2009年，海南日报社组织部分记

者两次重走滇缅路，通过实地走访，征集到部分在

世南侨机工及其后代的采访记录，采集到丰富的南

侨机工口述档案文献。[16]在实物档案方面，如云南

畹町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共收集到4000 余件

南侨机工使用过的头盔、摩托、扳手、马灯等遗存实

物。其二，数字资源建设成效显著。如云南省档案馆

已经开始对馆藏2000余份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进行

数字化扫描工作，构建专题数据库，在其数字化资

源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又如南侨机工历史研究

会为抢救其抗战记忆，征集制作了部分南侨机工数

字化声像档案文献，仅研究会官网公布的就有视频

15条，专辑特刊6部，为南侨机工档案文献数字化开

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

3 创新性开发存在问题

3.1  开发主体多元问题
其一，相关文化机构。主要有云南省档案馆、广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遗产弘扬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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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台湾省“国史馆”、陈嘉庚纪念

馆、云南畹町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以及新加坡

国家档案馆等，这些文化机构保存有丰富的南侨机

工档案文献，是其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核心主体。其

二，电视台、报刊或网站等传媒平台。如拍摄过南侨

机工纪录片的有中央电视台、昆明电视台、湖北卫视

等；宣传过其事迹的报刊有《人民日报》《中国档案

报》等；此外，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侨

网、云南省档案信息网等都发布过南侨机工的相关

报道。其三，南侨机工研究会、联谊会等社会组织。

主要有云南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海南南

侨机工历史研究会、新加坡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

等。其四，南侨机工后人或相关学者等。如研究南侨

机工的学者有夏玉清、林少川等。从开发主体分析，

存在问题有：一是开发主体众多，有档案馆、纪念

馆、南侨机工研究会，电视台、报刊或网站等。开发

主体众多有利于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的发掘利用，但

也造成开发力量分散，不利于形成合力，打造系列性

或集成性开发成果的问题。二是开发主体水平不一，

多数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的开发还处在宣传层次，介

绍性开发成果多，深层次整理成果少；重复性或转

载性开发成果多，创新性开发精品少。

3.2  开发资源散存问题
其一，纸质档案文献，主要保存在新加坡国家

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台湾省“国史馆”等。如台湾省

“国史馆”保存有大量的南侨机工复员遣返档案文献，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也收藏有部分档案文献，其

种类有文告、文电、公函、名册、证书等。其二，声像

档案文献，主要有照片、视频和纪录片等，大多保存

在云南省档案馆、陈嘉庚纪念馆，以及中央电视台、

昆明电视台等。此外，一些网站网页也散存有部分

南侨机工声像档案。其三，口述档案文献，相关机

构、学者或南侨机工后人等，征集抢救过一批口述

资料。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都以录音

的方式，征集到部分新加坡南侨机工口述档案。其

四，实物档案文献。如云南畹町南侨机工回国抗日

纪念馆、陈嘉庚纪念馆等，都收集到大量的南侨机

工使用过的扳手、马灯、勋章、证书等实物档案。从

开发资源看，存在问题有：一是资源分散问题。南侨

机工档案主要保存在档案馆、纪念馆、电视台，以及

南侨机工后人或相关网站网页中，散存性破坏了档

案内部的有机联系，不利于其资源的体系化建设。

二是资源建设不平衡问题。如在数字化资源建设方

面，云南省档案馆已经完成了馆藏2000多份南侨机

工档案的数字化，而其他收藏单位的数字化建设则

相对滞后。三是规范性建设问题。由于南侨机工档

案保存在不同机构，其分类整理或数字化建设等存

在着标准不一问题，极不利于其档案信息资源的整

合与共享开发。

3.3  开发方式滞后问题
目前，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开发方式主要有：其

一，编研开发。如2005年11月，台湾省“国史馆”出版了

三卷本《战后遣返华侨史料汇编》，收录了“战后遣

返南侨机工”等档案史料。其二，展览开发。如2009

年8至10月，由中国国家档案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联合主办，云南省档案馆承办的“南侨机工回国抗战

史料图片展”先后在昆明、北京和新加坡展出，展示

了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200余幅历史照片，以及100 

余件档案仿真复制件等。其三，影视开发。如2012 

年，中央电视台和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摄制《南侨

机工—— 被遗忘的卫国者》纪录片；2015年7月，云

南润视荣光影业制作有限公司摄制《南侨机工英雄

传》电视剧等。此外，新华网、百度百科、搜狐网等

网站等也发布了部分南侨机工档案文献。2016年4

月，《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

要“加强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充分运用新技术，利

用档案报刊等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有效传播优

秀档案文化，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17]因

此，如何打破原有开发模式，依托社交媒体，以及

音视频、VR等新媒体、新技术推送南侨机工档案信

息，丰富开发内容，更好地传播南侨机工抗战精神是

其创新性开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 创新性开发对策建议

4.1  依靠地方党委，构建协同开发机制
从档案信息资源合作开发视角看，“协同合作可

以实现不同资源拥有者之间的优势互补，是弥补档

案部门自身力量不足、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有效

途径。”[18]为此，建议依靠地方党委，利用南侨机工

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契机，由

云南省宣传部成立领导小组，依托云南省档案局，建

立由多元开发主体组成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开发委员

会，组织、协调其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其主要职

责为：一是规划指导开发工作，由云南省档案局定期

召开联盟会议，商定开发原则，制定开规划，组织指

导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开发工作；二是形成共建共享

机制，推荐目录体系或数字化资源建设标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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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南侨机工档案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开发。三是

协调开发工作，整合社会资源，分工合作，发挥不同

开发主体的优势，共同做好南侨机工档案信息资源

的开发利用工作。

4.2  依托数字人文，实现资源共建开发
“数字人文”是指围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定

研究对象知识本体数字化保存和应用所进行的相关

信息资源采集、加工、组织、服务、研究、教育等活动

的总称。[19]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资

源建设首先要开展数字化工作。建议依托南侨机工

档案文献开发委员会，签订信息权益保护协议，依据

国家档案局《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

《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62—2017》和《照

片类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 DA/T 54—2014》等数字

化标准，规划部署数字化资源建设工作。其次，构建

“数字仓储”。数字仓储是一种通用型的数据保存

环境，与主题相关的各类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网

页等数据都可以被纳人保存的范畴。[20]为此，建议依

托云南省档案馆，汇总共建单位数字资源，依据统一

数据标准，建设南侨机工档案数字仓储，为其数字化

开发提供资源条件。最后，数字资源共享开发。建议

各个开发主体依托南侨机工档案数字仓储，利用数

字人文技术，以建设人文主题网站、专题数据库，以

及提供与主题相关的各类数字档案在线服务、各类

场景和实物在线展示服务[20]等方式，与公众分享其

档案信息，传播南侨机工爱国主义精神。

4.3  创新开发方式，拓展信息传播空间
《2018年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提出，要“适

应时代发展变化，充分运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

客户端等新媒体和音视频、H5页面、VR等新技术新

手段加强宣传，增强档案宣传效果，扩大档案工作影

响。”[21]为适应时代发展，拓展南侨机工档案信息传

播空间，建议从以下方面创新开发：

（1）专业网站多向开发。其一，网站查询服务。

2010年6月，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指

南》规定，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应当根据档案信息的

利用需求和网络条件，“能够通过网络平台或特定

载体发布档案信息和信息资源共享”。[22]为方便社会

公众查询利用，建议档案部门在专业网站上提供南

侨机工档案文献目录，设立互动窗口，通过网站查询

服务，提供其档案信息资源。其二，提供档案文献材

料。如云南省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利用网

站公布了大量的音像档案，其中有6部专辑特刊视频

和部分影视作品，以及300多张历史照片。其三，举

办虚拟展览。虚拟展览是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

开展线上展览的一种方式。为传播南侨机工抗战事

迹，建议档案馆、纪念馆等机构在开展实体展览的

基础上，利用VR技术，制作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网上

虚拟展览，以突破地域、时间等条件限制，取得更好

的宣传效果。其四，提供专题数据库。如云南省档案

馆已经在其网站“云南记忆”栏目上，以“华之魂 侨

之光—— 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档案史料图片展”为专

题，提供了200多幅照片；[15]在“专题数据库栏目”

中，公布“南侨机工名录”[15]数据库，在其数据库信

息资源共享方面取得成果。

（2）社交媒体平台开发。社交媒体（Socia l 

Media）是依托互联网技术、移动技术和数字技术，

用以分享信息、经验和观点的工具或平台，包括社交

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据统计，截

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 亿，互联网普及

率达57.7%。中国网民即时通信类（包括微信）应用的

用户规模达7.56亿，占网民总体的94.3%；微博的用

户规模达3.37亿，占网民总体的42.1%。[23]鉴于社交

媒体平台具有信息传播的快捷广泛性，以及更高的

用户参与度和互动性，目前，江苏省档案局、河南省

档案局等，都在微博开设官方账号，利用社交媒体

平台推送档案信息服务。为此，建议云南省档案馆、

陈嘉庚纪念馆等机构，建立社交媒体平台管理部

门，利用社交媒体开设南侨机工档案服务微博账号

和微信平台，定期发布南侨机工档案信息。同时，还

可面向公众设立其档案征集、互动窗口，构建一个

集档案征集、信息推送，以及互动服务等功能为一

体的社交媒体平台，更好地为社会各界提供南侨机

工档案信息服务。

（3）手机移动终端开发。据统计，2018年6月，我

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较2017年末增加4.7%。
[23]手机上网人群激增，促进了手机移动终端APP档

案信息推送服务的发展。截至2017年8月，可用于使

用的档案APP有9个，其中省级档案APP6个，市级档

案APP3个。[24]如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在2013年创立

“海淀区革命历史遗迹”电子杂志，通过网络连接区

域内的22处革命历史遗址，利用手机APP向订阅用

户推送档案信息服务。[25]为拓展档案信息传播范围，

建议由档案馆等开发主体打造南侨机工档案APP，

设置档案查询、浏览和用户信息分析功能，以及用户

评论、线上论坛等版块，开展互动服务，针对不同年

龄、职业、学历等群体用户推送档案信息，以增强宣

传时效性，传播南侨机工爱国主义精神。

档案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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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IS技术应用开发。GIS即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它使用地理模型，

对某一地区的数据进行采集、储存、处理、分析和

显示，将动态信息与地理空间相结合，向用户提供直

观、全面的“信息图”服务。其基本功能是将表格型

数据，无论它来自数据库或电子表格文件等，均可转

换为地理图形显示，进行浏览和分析。[26] GIS技术的

应用一是可深入挖掘整合南侨机工档案信息资源，

创新档案开发方式，提升档案信息服务效率；二是

可拓展其传播的空间与范围，为海内外社会大众提

供多元化、多视角的南侨机工档案信息服务。其实

现途径为：其一，以南侨机工档案，如南侨机工回国

前居住地、南侨机工运送物资路线、滇缅公路上机

工病亡牺牲统计、战后南侨机工复员及留华情况等

为基础，将分散的档案信息在地理空间进行交汇聚

合。其二，通过互联网查询等方式公开共享。用户可

结合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独特人文风俗、历史背

景、地理环境等要素，对南侨机工档案信息进行查

询利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南侨机工大多已经离世，这

段抗战历史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对南侨机工档案

文献遗产进行创新性开发，不仅可铭记这一抗战记

忆，传播南侨机工义无反顾报效国家、不惧生死舍身

卫国等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更好地团结联

系海外华人华侨，共同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均有

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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