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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蓝素兰（梭罗河）许丕新（香港）

编者注：许东亮(1914-2008)，男，祖籍福建金门，原名许乃昌，上世纪 60年代因被印尼军人政权通缉，改名为许东亮。著名爱国侨领，华侨大学第一至五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1938年到东南亚谋生，事业有成，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当地侨社和侨教工作，后转往香港发展，任华丰国货有限公司、大众动力机械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任旅港福建商会理事长、华侨大学香港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理事长、香港福建中学董事会董事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荣誉会长、香港华侨华人总会荣

誉会长、香港侨友社荣誉会长等职，2002年获华侨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04年荣获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曾是全国、福建、广东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工商联委

员等。香港闽籍著名企业家。

许东亮与华侨大学结缘于

1960年。那年，华侨大学校长廖

承志请他到福建泉州去看“一块

地”, 这块地就是当年筹办中的华

侨大学校址。

不幸的是，1966年文革后不

久，华大的上级机关中侨委也被

撤掉了，刚办起来不久的华大只

好停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国内外

侨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向中央表

达华侨大学一定要复办的强烈愿

望。

果然不久在廖承志的领导和

运作下，首先找回了当年积极参

与建校的一批港澳和东南亚的老

侨，直接成立校董事会来组织和

领导华大的复办大业。廖公亲任

董事长兼校长，许东亮被推选为

第一届校董会的副董事长兼华大

董事会驻港代表处主任。从那一

刻起，许东亮便与华侨大学结下

了大半生情缘，他将自己后半生

的心血倾注于华园，为华大的发

展积极奔走，不遗余力。

董事会刚运作不久，廖公这

时已上任国家副主席的崇高职

位，重任在身，日理万机的他终于

病倒了。十分不幸地过早去世了。

在中国侨学界，后来流传着

一个廖公向许东亮先生“临终托

付”的故事。

许东亮生前回忆：“那是廖公

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次开

完会合影后，人慢慢走散，廖公把

我拉到一个小房间，我俩长久紧

紧握手, 无语相望……最后，廖公

深情地、重重地说了一句话：‘许

先生，一切拜托了’。我只是点头，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无言的相望 , 紧紧的相握 ,

竟成了两位老朋友的永诀。“一句

嘱托 , 千钧承诺, 终生承受。”许

东亮说, 后来想起，那是廖公的

“临终托付”啊。

不负廖公重托，不负海内外

侨界和乡亲的期望，许东亮用自

己的大半生践行了对廖公的承

诺。

他曾多次赴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华大集资

募款, 其个人及他所领导的社团

和公司, 更是不断捐资兴建华大，

支持华大的建设和发展：

1962年，捐赠 5000元支持华

大建造陈嘉庚纪念堂；

1979 年至 1980 年，筹得

161.99万港币支持华大陈嘉庚

纪念堂的建设；

1986年 3月, 为华侨大学医

院购买医疗器材、实验室设备仪

器等；

1987年，大众动力机械有限

公司和华丰国货有限公司分别捐

款 20万港元和 30万港元给华大

教育基金，前者还捐款 5万港元

给华大用于购买印刷机；

1990年，华丰国货有限公司

捐赠华大价值 116.75 万港元的

物资设备；

同年，将筹得的 300多万元，

加上 1961年接难侨剩余的 100

多万元转存新加坡中国银行近

20年连本带利合共的 650万元，

以印度尼西亚中华侨团总会的名

义，在华大捐资兴建了“侨总图书

馆”；

1993年，华丰国货有限公司

出资 230万港元，用于兴建华大

留学生公寓“华丰楼”；

2000年，又以“华丰”名义捐

资华大教育基金 10万港元；

2003年，出资购买华大董事

会香港办事处办公室；

2004年，坚持将自己一生的

经营所得，与好友苏秀荣先生一

起，以香港大众动力机械有限公

司的名义，合捐 100万元港币，用

以重修华大侨总图书馆期刊分

馆，并命名为“大众图书馆”。

1986年 11月 11 日 ,“华侨

大学基金会”在深圳成立 ,许东

亮首任理事长；1994 年 5 月 9

日 ,“华侨大学香港教育基金会

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许先生被

公推为理事长。华侨大学基金

会自 1986年成立直到他离世的

2008 年 20多年间，在众多董事

和海外侨胞热心捐助下，收到的

义捐善款突破 3亿元人民币。这

在当年中国高校的发展中被称

为“奇迹”。

许东亮先生义无反顾地为华

侨大学付出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先后辞

去挂在身上的数十个各式头衔，

却迟迟保留着华侨大学第一副董

事长的荣衔。这个一生从不追求

名利职衔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

华大，是他奉献了大半生的华园。

“保留”这剩下的唯一职衔，没有

任何功利的动机，只是可以合法

委托他的长子代他出席每年一次

的华侨大学董事会，传达他的眷

念和期望，直到最后病逝。一干将

近 50年。

为了践行这一重千钧的伟大

承诺，他战战兢兢不敢有一点怠

慢，正是后半生的近五十年的时

间里，他患两次中风直到晚年半

身不遂，近 90岁还冒险作了一次

肠瘤手术，直到生前最后的一两

年几乎不会言语，但只要一提到

华大，老人的两眼就突然会亮起

来，脸上会露出笑容……

坚持一生爱国爱侨的信仰

和情怀 , 一生无私无求、德高望

重的许东亮先生与世长辞后 ,

其子女遵其临终嘱托捐资 100

万港元，完成了许东亮先生最后

一次资助他永远挂牵的华侨大

学的心愿。

在许东亮先生看来，爱国是人

生的一种信仰，一种崇高的情怀,一

种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就是人生的

一种实践。他始终认为，好好地为

国家做事，点点滴滴，就是爱国。

（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供稿）

阴 黄印华（印尼）

如今，中国在国际地位空前

提高，正日益显现出国际影响力。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宏伟构想，展现了大国情怀和

责任担当。

我是印尼华裔总会执行主

席，近期对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也十分关注。建国 70年，

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震撼。

上个月，今年已 68岁的我连

续两次飞往中国，分别参加“纪念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 80周年”

和“2019‘一带一路’华商峰会”两

场活动。除了印尼华社的事务外，

与中国开展相关领域交流合作已

成为了我工作的“日常”。

我的祖籍在中国福建省南安

市，1951年出生于印尼华人华侨

主要聚居地棉兰，在印尼华社算

是“出道”时间早、服务时间长、威

望高的领导人。

1984 年，33岁的我就加入

了当时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华人

宗亲组织“江夏公所”，开始服

务华人公益。时值苏哈托统治

期间，印尼华社财产均被当局接

管、没收。“江夏公所”自筹资金

购置的办公场地亦未能幸免。虽

说当时我只是“初生牛犊”，但我

还是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于

1986年从当局手中要回了该办

公场所。

两年后，因为工作出色，我被

推举为“江夏公所”会长，成为当

时印尼最为年轻的华社领头人。

直至 2018年主动退出，我担任该

职位 30年。今年清明节，我带着

小孙子参加该公所集体扫墓祭

祖，让我感触颇深。上世纪 50年

代祖父带我，如今我带孙子参加

扫墓祭祖，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代

代相传。

1998年，我出任印尼北苏门

答腊省（简称苏北省）佛教总会

会长（当地佛教徒绝大部分是华

人）至今；1999年筹备成立印尼

华裔总会苏北省分会并出任会

长，2018年出任华裔总会执行

主席。数十年来，我倾心尽力于

华社事务和印中交流合作并取

得丰硕成果。

1999年我带领 160多人组

成的“印尼团”参加昆明世界园艺

博览会；2001年促成中国广东省

与印尼苏北省建立友好省份关

系；2003年促成四川省成都市与

苏北省棉兰市建立友好城市关

系。我还出任了苏北省对外友好

协会和棉兰市友好城市协会的会

长。

回想起 1984年第一次踏上

祖籍国土地时的情景，至今我仍

记忆犹新。因为当时中印尼两国

尚未恢复外交关系，我只好办临

时签证从澳门入境。当时中国已

开始改革开放，深圳虽然仍是一

个小渔村的模样，但能感到其中

涌动的发展热潮。

至今，我也记不清回多少次

中国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成就

令人震撼。除了参加官方和机构

组织的交流外，我每年都组织包

括华裔和非华裔的印尼学生到中

国各地参加夏令营、冬令营及各

种文化艺术交流，至今已有 1000

多名印尼学生在我的组织下前往

中国。其中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

次到中国，直观地感受、体验真实

的中国，增加对中国的认识和认

可。

从 2004年开始，我几乎每年

都组织苏北省的穆斯林长老到中

国开展宗教文化交流，到过北京、

上海、广州、宁夏、甘肃、青海、新

疆等地，让印尼宗教界人士实地

了解、认识中国宗教现状，增进两

国民心相通。

2018年，我牵线组织并陪同

由印尼国防研究院秘书长带领的

该院代表团到中国开展相关交流

活动……

1999年 10月 1日，应中国

国务院侨办邀请，我到北京天安

门观礼建国 50 周年大阅兵；

2008 年应邀参加奥运会闭幕

式；每年应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中国侨联之邀参加国庆招待会、

各地经贸文化交流等活动。看到

祖籍国日益强大，我激动之情难

以言表。

我深深感觉到，如今，中国

在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正日益显

现出国际影响力之时，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

展现了大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最好的

例证。这一倡议已让“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看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美

好前景。

在过去的人生中，我有幸看

到了香港回归，看到了澳门回归，

看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

的成功实践。现在我最大的愿望

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祖籍国的

和平统一。这也是海外华人共同

的愿望。

1961年11月 14日，许东亮等人视察华大工地后留影（右

起郭瑞人、许东亮、王今生、陈金源、沈逸香、窦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