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徒美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图源：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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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印记———侨心共筑中国梦”华侨文物

联展日前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该展

讲述了海外侨胞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

共，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所做的独特贡献，激发

爱党爱国情怀，为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提供了精神力量。

在展览中，陈嘉庚作为“华侨首席代表”参

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护照吸引了不少目光。这

本护照于1949年 4月 11日由新加坡殖民政

府签发。护照上有时任马来亚总督金森

（Gimson）的签名。”TANKAHKEE”是陈嘉庚

护照上的英文名，与“陈嘉庚”闽南语发音契合。

1949年，陈嘉庚持该护照前往北京，作为“华侨

首席代表”参与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陈嘉庚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874 年，生于福建同安县，1961 年于北京

逝世。展览举办之际，护照将他的故事再

次带入大众视野。

17 岁时，陈嘉庚离开故

乡，赴南洋经商，经过艰苦创

业，从一个渔村少年成长为东

南亚工商巨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

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总会”，募集巨款，并四处奔

走呼号，动员3000多名华侨机工

慷慨回国，冒着枪林弹雨抢运军需

物资，为中国赢得重要转机。

1949 年 10 月 1 日，陈嘉庚

以华侨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全

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出席

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注

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次年国庆节，陈嘉庚在家

乡集美发表演讲，兴奋之情仍

溢于言表。他说：“赤旗蔽空，红

灯匝地，万点照耀，灿成火海，

热闹异常，入夜 9时方散尽。盛

况空前，可谓千载一时。”

陈嘉庚关注教育事业。1913

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

学，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

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另设

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

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

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 70余

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

北京市侨联朝鲜归侨联谊会

会长任希贤曾就读于集美华侨

学生补习学校（现称：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他至今仍清楚地记

1919 年，陈嘉庚决定创办厦

门大学并当场捐赠 400 万银元，

“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为吾国

放一异彩”，是陈嘉庚创办厦门大

学时的期望。两年后，厦门大学宣

布成立，这是第一所华侨出资捐赠

的大学，自此，“南方之强”为世人

所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也成

了一代代厦大人心中的烙印。

1929 年，陈嘉庚公司受到沉

重打击，为保住学校，陈嘉庚多方

筹款，甚至变卖家人居住的 3 栋

别墅，所得钱款全部充当厦门大

学经费。他为了实现心中的教育

宏愿，倾尽全力苦心经营，“宁可

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1950 年，耄耋之年的陈嘉庚

回国定居在故乡集美村。那时，他

每周从集美乘船到厦大督建校

舍，每次要花费 3个多小时，风雨

无阻。他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

兴学乃国民天职”。

今年，正值陈嘉庚诞辰 150

周年之际，各界对他的纪念与敬

仰之情尤为深厚。

知名华人研究学者游俊豪在《激

荡风潮：陈嘉庚的现代精神与文化遗

产》中阐述道，陈嘉庚对社会、教育、

民族等方面都付出巨大的关怀与奉

献，其事迹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

“在同一时代当中，他能以个

人魅力发动群体力量，一起投入具

有现代性的社会改进、教育推进、

民族塑造的工作当中。此外，他逝

世迄今 60余年，他的精神遗产仍

然继续发挥作用，获得许多后人赞

许与认同，甚至通过各种形式让其

精神价值具体化。”游俊豪写道。

1949 年，周恩来总理送给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一件大衣。这件大衣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1949 年 9 月，应中共中央

邀请，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

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会议期间，北京天气寒冷。司

徒美堂由于从美国匆忙归国，寒衣

不足。周恩来总理心思细腻，对美

堂老人关怀备至，于是特意派人到

北京前门大栅栏瑞蚨祥商号，为他

定制一件水獭领狍毛大衣。

据介绍，这件大衣连袖长

128cm，宽 80cm，高 137cm；衣身

全黑，表面双排扣；翻领，嵌水獭

毛；大衣里面嵌狍毛，相当名贵。

“这件大衣不仅见证了周总理与

他的情谊，更是体现着中共中央

对归国华侨的尊重和关怀。”司

徒美堂的孙女司徒月桂说。

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上，司徒美堂当选为全

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

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司徒美堂去世后，其家人

把这件大衣转送给秘书司徒丙

鹤作为纪念。后来司徒丙鹤将

这件珍贵的水獭领狍毛大衣捐

赠给开平司徒美堂纪念馆，后

转由开平市博物馆收藏。

司徒美堂一生爱国，为中

国封建社会的推翻、中国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新中国的

建设都做出了伟大贡献。

1868 年，司徒美堂出生在

广东开平赤坎镇一个穷苦农民

家庭。12 岁为生活所迫远渡重

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

餐馆做杂工。17 岁时，司徒美堂

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

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

路。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

成立了安良堂，打出“锄强扶弱，

除暴安良”的旗号。安良堂后来

发展到全美 31个城市，成员达 2

万多人。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

约成立“安良总堂”，自任总理。

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

前，曾任该堂法律顾问。

1945 年 3 月，“美洲洪门恳亲

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

公堂改组为海外华侨政党“中国

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

美总部的主席。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政治

热情日增，表示要回上海召开五

洲洪门恳亲大会。

1946 年 4 月，司徒美堂率众

抵达上海。6 月 21 日，司徒美堂

会晤蒋介石，话不投机，失望而

归。两天后，他亲赴南京梅园 30

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

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

举行的欢迎茶会。

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

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

请他到解放区参观。两相对比，司

徒美堂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

产党。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共产

党发表“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

政协的主张。司徒美堂获悉后，倍

受鼓舞，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发表国是

主张：“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

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

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

真正爱国爱民的中国共产党。”

1949 年 10 月 1 日，司徒美堂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了

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留

在北京，参加了工作。他长期保持

与海内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联

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关

心海外留学人员，在他影响下，不

少解放前留学海外的英才纷纷回

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5 年 5 月 8 日，司徒美堂

在北京逝世。党和国家为他举行

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主席

亲自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主持

公祭大会并扶灵执绋，何香凝女

士为他撰写墓志铭。

（徐文欣 韩辉 来源：中国侨网）

得，开学第一天，学校组织师生去

陈嘉庚的墓园献花，在那里，他对

陈嘉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84 年到 1987 年，我在学

校学习初中和高中知识，重新学

习了英语，得以考入大学。”近年

来，任希贤在多地策划并举办展

览，他希望更多人了解陈嘉庚的

故事，弘扬“嘉庚精神”。

1904 年，孙中山到全美各埠

游历演讲并筹集革命经费，在此

期间，司徒美堂结识了孙中山，逐

渐了解了他的民主革命宗旨，并

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内革命

斗争。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请

司徒美堂回国当监印官。但司徒

美堂却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

官”为理由，婉言拒绝。

抗战时期，司徒美堂已经 60

多岁了，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

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他的带

动下，广大华侨积极捐款，当时每

个华侨平均捐款 600 到 1000 美

元，总捐款额度达到 1400 万美

元，另外还有飞机、药材等物资，

数额高达数亿美元。

亲历开国大典

兴学支持华侨教育

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特意定制的水獭领狍毛大衣

致力为公侨海报国

积极支持共产党余生奉献新中国

“共和国印记———侨心共筑中国梦”华侨文物联展现场。（华侨博物馆供图）

图为陈嘉庚作为“华侨首席代

表”，参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护照。

（华侨博物馆供图）

舞台剧“陈嘉庚”扮演者通过情景表演呈现厦大筹建至今的历史。王东明 /摄

1949 年周恩来总理送给司徒

美堂的水獭领狍毛大衣。

（图源：开平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