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國史料珍藏博物館

■寧波幫博物館展出「中國船王」陳順通的愛國事跡史料。 寧波幫博物館供圖
在2009年開館的寧波幫博物館裡，陳順

通「沉船愛國」的事跡史料被放在館內的
顯著位置。館長王輝告訴記者，在「寧波
幫」的百年發展史中，陳順通以其民族大
義和愛國情懷一直為世人所稱道。「我們
從上海檔案館和南京檔案館要來了很多歷
史資料，包括蔣中正簽名的國民政府對「源
長」號輪船的徵用受領證、記載「源長」

號和「太平」號兩輪自沉事跡的《寧波大
觀》內頁文章等。」

「每年我們回寧波給祖父掃墓時，父親
都要帶我來博物館轉一轉，看一看祖父的
故事。」陳經緯說，「父親
很開心，他說家鄉人民沒有
忘記祖父，他的一切付出都
是值得的。」■記者 俞晝

A5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陳振傑 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

「「船王船王」」後人盼早得賠償後人盼早得賠償
幼子憶述幼子憶述：：父遺言父遺言「「船回家再下葬船回家再下葬」」停柩停柩3030載載

從1939年提出訴訟請求，到2010年上海高級法院終審判
決商船三井需賠原告29億日圓（當年折合1.9億元人民

幣，約2.4億港元），直至上海海事法院本月19日正式執行
判決令扣押貨輪，這場跨國、跨世紀的官司持續了75年之
久。陳乾康說，父親陳順通於1949年在上海去世，留下遺言
說要等輪船回來。「父親的遺體直到1979年才在寧波華僑公
墓下葬，可以說至死都不能瞑目。」

受訪數度哽咽：全靠國家強大
對於法院執行判決令，陳乾康昨日在電話中接受本報訪問
時數度哽咽，「中威船案能有今天的結果（強制執行扣
船），完全是靠着國家的強大。」陳乾康坦言，他們陳家的
命運和事業同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936年我父親的公
司是中國最大的私人輪船公司，擁有四艘巨輪。隨着抗日戰
爭的爆發，兩艘船被日軍扣留，另兩艘自沉水底，基業毀於
一旦。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只有國家強大，人民才不會遭
外人欺侮。」
陳乾康的兒子陳經緯說，雖然沒有見過祖父，但祖父的愛
國事跡是他年少時父親每周必講的故事。從1930年成立中威
輪船公司，陳順通以一年半一艘的速度購置了包括海輪「順
豐」號、「新太平」號以及江海輪「太平」號、「源長」號
等4艘巨輪，成為當時四大輪船公司之一。

孫兒：爺爺自沉兩輪為抗日
「可以說是在我祖父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
了。」抗戰期間，為了封鎖全國的重要江海口，國民政府進
行了一項戰時特別措施：徵用噸位較大的船舶，將它們沉沒
於重要的船道上，以防止日本海軍的進攻。「當時按規定每
家輪船公司只需出一艘輪船自沉江中，但我祖父還是義無反
顧地將僅剩的兩艘巨輪都交給了國民政府。」
最終，「源長」號於1937年8月，連同其他20多艘船舶一

起作為軍事防禦工事自沉於江陰要塞；「太平」號則在1939
年6月自沉於寧波鎮海。
「太平」號自沉當天，船長同時收到了兩封電報：第一封

電報是將「太平」號沉沒的指令；另一封電報則是陳順通從
上海發來的，要求船長在沉船時掛好國旗，同時務必將「太
平」號船頭指向他的家鄉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隨着上

海海事法院執行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的

「BAOSTEEL EMOTION」貨輪，作為中威輪

船公司創始人陳順通小兒子的陳乾康昨日接受了

本報獨家訪問。「感謝祖國強大，才使這場延宕

了近80年的商務糾紛得以解決。」陳乾康表示，

陳家三代人為這場曠日持久的訴訟耗盡心力，期

待早日能獲得應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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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針
對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三井公司商船
「BAOSTEEL EMOTION」一事，日本內閣
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日稱，扣船事件可能動搖日
中關係正常化的根基，必然導致在華所有日資
企業收縮業務。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
指出，該案是普通商事合同糾紛案，與中日戰
爭賠償問題無關。

「強烈希望中方能妥善處理」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已開始研究具

體對策，包括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日方正在
加緊收集相關信息，希望弄清中方對於此事的
態度。菅義偉稱：「這可能會從根本上動搖
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中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
精神……已通過外交途徑要求中方迅速提供相
關信息，將和商船三井共同研究具體對策。」
他還表示：「突然接到船舶被扣押的通告極其
令人遺憾。可能會對在華開展業務的日本企業
整體產生收縮效應。」他強調：「日本政府對
此深感憂慮，強烈希望中方能妥善處理。」
共同社分析稱，因戰後賠償訴訟而扣押日本

企業資產尚屬首次，加上不久前中國法院受理
二戰時期被強擄至日本的中國勞工對日索償
案，是中方加大對日強硬態度的一部分。

「中方保護外國在華合法權益」
對此，秦剛昨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回應

道，該宗案件是普通商事合同糾紛案，中國法
院已經發布權威信息，已於2010年8月作出終
審判決。此後雙方當事人也進行了多次和解協
商，遺憾的是未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
法院根據原告方的請求採取了強制執行措施。
本案與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無關。中國政府堅持
和維護《中日聯合聲明》各項原則的立場沒有
變化。中方將繼續依法保護外國在華投資企業
的合法權益。」

涉虐工賠償陰影
日企投資中國料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日本商船三井旗下一艘貨
船被上海法院扣押事件，在日本引
起較大震動。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該案執行將令眾多牽涉到二戰勞工
索償案的日本企業提高警惕，可能
放緩在華投資的腳步。
報道稱，日本分析人士表示：
「過去中方學習日本企業的意識很
強，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有
了自信，開始認為對於日本不用再
像以前那樣客氣。」

日對華首季投資勁減47%
另外，由於釣魚島問題和歷史問

題導致的日中關係惡化以及在華生

產成本上升，今年首季日本對華直
接投資同比減少47%。有專家預
測，今後新增的投資可能還將繼續
減少。
另有日企人士表示：「如果日企
在華遭受不利的案例不斷累積影
響，可能會進一步促使其向東南亞
市場轉移。」
中國專家分析稱，廣闊的市場目

前仍是中國對日本企業最有吸引力
的優勢，但是民間一些過激行為，
將使日企擔心在中國工廠的安全。
而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同時也在
逐漸減弱，這些因素都會進而增加
日企將投資重心從中國轉移到東南
亞國家的可能性。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稱，中國法
院扣押日本貨輪可能會根本上動搖
日中邦交正常化精神。 彭博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稱，中國
法院扣押日船是商事糾紛案，與中
日戰爭賠償問題無關。 資料圖片

■首位「中國船王」、
中威輪船創辦人陳順
通。 陳經緯供圖

■蔣中正簽名的國民政府對「源長」號輪船徵用證。 陳經緯供圖

■陳乾康(前)與陳經緯父子接受本報訪問。 陳經緯供圖

兩子三女散居港滬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陳順通育有兩子三女，大子陳洽群
繼承父輩產業，移居香港後全力追索賠
償；幼子陳乾康與二女兒留居上海；兩
個女兒則移居美國。
在陳乾康兒子陳經緯看來，即使中威

公司隨伯父陳洽群遷至香港，但由於他
的精力都耗費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
中，「祖父是一代船王，他的事業無法
發揚光大，實在是可惜。」
如今，陳經緯在外貿公司做業務員，

兩個在美國的姑姑也是普通的工薪階

層。「如果沒有中日戰爭，如果祖父的
航運公司還在，說不定我們現在都是富
二代了。」陳經緯半開玩笑地說。

「美國報紙也有『扣船』新聞」
雖然家族成員散落在世界各地，但這
次上海海事法院執行扣押日本三井株式
會社輪船的消息，還是讓大家都很振
奮。「就連美國的報紙也刊登了這條新
聞，兩個姑姑昨天都給我打了電話，說
很關注我們這裡的進展。因為這場官
司，大家多了很多話題呢。」

■■商船三井株式會社的商船三井株式會社的「「BAOSTEELBAOSTEEL
EMOTIONEMOTION」」貨輪貨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威的中威的「「新太平新太平」」號輪船號輪船。。陳經緯供圖陳經緯供圖

■■中威的中威的「「順豐順豐」」號輪船號輪船（（模型模型）。）。陳經緯供圖陳經緯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