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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漳州市知
名地方文史专家郑来发
编著的《李林烈士史料
汇编》正式面世，此书
对于研究和宣传李林同
志的爱国奉献精神提供
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也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一部生动教
材。

李 林 是 从 福 建 漳
州 走 出 去 的 华 侨 抗 日
女英雄。2009年，李林
入 选 1 0 0 位 为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成立做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是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缅
怀墙”上的漳州籍民族
女英雄，也是国家确认
的 “ 1 0 0 位 杰 出 英 雄 人
物 ” 、 “ 3 0 0 位 抗 日 英
烈”之一。

李林原名李秀若，
福建漳州龙溪人，刚出
生40天，即被侨眷陈茶
收 为 养 女 。 4 岁 时 ， 随
养 母 南 渡 荷 属 爪 哇 寻
找 养 父 李 瑞 奇 团 聚 ，
在 东 爪 哇 的 外 南 梦 （ 
B a n y u w a n g i ） 度 过 童
年、长成少女，曾耳闻
目睹殖民残暴统治下之
民族不平等、华侨所遭
受之歧视及苦难。14岁
时，她回国就读于厦门
集美中学，深受校主陈
嘉庚先生爱国主义思想
濡染。“九·一八”事
变后，李林先后到上海
爱国女中、北平民国大
学读书，既受过中等教
育，也受过高等教育。
作为归侨和知识分子，
在祖国危亡、民族危难
之际，她毅然决然投身
于抗日救亡运动，义无
反顾走向抗日前线。她
不怕艰苦，深入群众，
与群众打成一片，宣传
发动群众，培养地方干
部，建立人民武装，转
战长城内外，为开辟和

巩固晋绥抗日根据地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6年12月26日，
她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
盟会会员的身份，二出
雁门关，亲赴前线指挥
抗敌，先后任晋绥边区
第8游击支队队长、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独
立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
职。以一巾帼率部英勇
杀敌，威震晋绥，赢得
万民信赖。1940年4月26
日，在晋绥边区第九次
反围剿战斗中，李林为
掩护抗日机关团体壮烈
殉国。中共中央妇委会
称她为“女共产党员的
光辉模范，全国同胞所
敬爱的女英雄。”

李 林 牺 牲 后 ， 许
多中共主办的报刊杂志
都刊登了李林牺牲的消
息、通讯，有的还发表
了社论和纪念文章。中
共中央机关报延安《新
中华报》特别提到：“
李林同志，性情刚毅，
行动敏捷，每当临阵杀
敌时，骁勇异常，贺龙
将军及晋绥各地抗日军
民均堪钦，咸称之为女
英雄。”

今 年 4 月 2 6 日 是 李
林同志牺牲82周年纪念
日 。 周 恩 来 总 理 生 前
曾 谈 到 “ 要 多 宣 传 李
林。”李林是福建漳州
人民引以为荣的英雄。

在 郑 来 发 先 生 主
编的《李林烈士史料汇
编》一书中，不仅收录
了李林的遗书和生前遗
作、当时报刊杂志上登
载的有关李林牺牲的消
息、通讯报道、社论和
纪念文章，而且还辑录
了许多李林的同学、同
事 和 战 友 撰 写 的 回 忆
录，从中展示出李林是
如何从一个归国求学的
侨生逐步成长为一位抗

日 中 帼 英 雄 的 人 生 轨
迹。其中，有些文献资
料是首次披露，更显得
弥足珍贵。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
所教授聂德宁为此书作
了序，他在序中说：“
这部《李林烈士史料汇
编》的出版无疑具有重
大的意义，对于研究和
宣传李林同志的爱国奉
献精神提供了难得的第
一手资料，也是向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一 部 生 动 教 材 。 ” （
完）

《李林烈士史料汇编》面世
作者：萧镇平

许能贵：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药循证
研究如何影响世界医学？（下）

中新社记者：中医
药的优势和独特的魅力
在哪里？给西医带来哪
些影响和有益的促进？

许 能 贵 ： 中 医 是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生产
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
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
丰富发展起来的原创医
学体系，具有很高的实
用价值和丰富的科学内
容，它不仅是中国的优
秀文化遗产，也是世界
的优秀文化遗产。多年
来，以针灸为代表的中
医药早已声名远扬世界
各地。

从 现 实 层 面 上 来
看，以青蒿素为代表的
中医药走向全世界并惠
及全球，每年挽救成千

上万人的生命，因此，
青蒿素也被西方媒体誉
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
大的医学创举”。从思
想上来看，近年来，西
医逐步提出的个体化治
疗方案和预防疾病的概
念，无不与传统中医药
文化如“动态平衡的整
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个
体化治疗、治未病的理
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中医
药要走向世界为各国普
遍接受，目前还存在哪
些阻碍因素？除了要加
强循证研究，还需要在
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许 能 贵 ： 总 的 来
说，影响中医药疗法的
临床应用和走向世界主
要就是两大问题：是否
确有疗效和如何产生疗
效，对应的就是临床研
究和基础研究。目前，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中医药的疗效问题。

在 此 之 外 ， 中 医
药机制的探索也十分重
要。现代科技的高速发
展为中医药疗效机制研
究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应及时引入现代生命科
学领域的新思路、新方
法与新技术，为从现代
科学的角度揭示中医药
的作用本质和人体的奥
妙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医人应选择开放
的心态，对原有的中医
药理论进行合理的继承
与完善，并充分吸收现
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
点和新思路，中医药才
能得到更好地发展和创
新，最终更好地发挥其
对 临 床 的 指 导 作 用 。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