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副 刊

本报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及照片因不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2021年 8月 6日

编辑：黄佳畅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史海钩沉

□陈克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全党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和全省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

活动之际，由中共安溪县委统战部指导，安溪县侨联

主办，联合推出“学党史·颂侨杰·跟党走·开新篇”专

题展览。展出的数十名侨杰，他们是安溪侨界的佼佼者，体现了安

溪归侨侨眷和侨胞百年来投身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坚决跟着党走作出的贡献。

革命时期跟党走

安溪是著名侨乡，也是革

命老区，广大归侨侨眷和华侨，

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

参与党领导下各个时期的革命

斗争，与反动势力进行英勇斗

争，直至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1925 年，上海共产党员被

害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归侨

庄希泉在厦门参加组织外交后

援会，开展罢工罢市、抵制日

货活动，被日本驻厦领事馆逮

捕送台湾关禁 9 个多月才释

放。1942 年香港沦陷前夕，他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转移到桂

林。获悉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受

破坏缺乏经费，他即与其子庄

炎林将留在香港的财产变卖，

悉数捐给党组织作经费。建国

后任中央政府侨委会副主任、

中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

席。

魁斗镇马来亚归侨郭节，

1928 年回国后，在南安和永春

任教。他加入共产党，以教师

身份为掩护，在安（溪）南（安）

永（春）边区开展革命活动。先

后建立中共佛仔格支部任书

记，建立安南永特区委任宣传

委员。1931 年底建立安南永临

时县委任委员，领导农民开展

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

斗争。1932 年 2 月，在带领群

众与强砍百姓树木的民团斗

争时，不幸被捕，后在县城就

义。

金谷镇新加坡归侨刘由，

1930 年回乡后参加农会、赤卫

队、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任红二支队第三大队副大

队长、大队长、中共安溪中心县

委执委。1935 年春，他先后在各

区活动，接着负责军事工作。同

年 11 月，刘由带领 11 位干部

到白濑隐蔽活动。12 月在白濑

山林中养病时被叛徒勾结土匪

杀害。

抗日战争期间，庄炎林在

上海参加战时服务团，做宣传

组织工作，维持社会秩序。后又

在广西参加学生军，军训后即

开赴桂南前线抗日，敌机炮弹

在他身边爆炸，他幸运逃过一

劫。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大会上，他作为侨界的抗战

老战士，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为他颁发并戴上纪念章的殊

荣。

马来亚女华侨青年白雪

娇，1938 年瞒着父母报名参加

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留给父母

的信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

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

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在

祖国危难时候，正是青年人奋

发效力的时机。我希望在救亡

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

力”。她的家书和行动受到各界

的赞誉。

龙门镇印尼归侨林降祥，

为革命奔波海内外。他在 1937

年 8 月从上海回龙门家乡，开

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党的同

情小组”，恢复农会组织，1938

年 10 月加入共产党，担任龙门

党支部书记，是“白皮红心”两

面政权的创始人。1941 年前往

印尼，任爪哇党的负责人和抗

日大同盟总部组织部长。1952

年回国任中侨委副处长，全国

侨联办公室副主任、联络部负

责人。

参内镇缅甸归侨叶文霸，

1937 年随父回参内定居，就读

内迁安溪的集美学校。1940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前往晋

江建立中共科任支部任宣委。

1943 年任安南区特派员，在南

安和安溪开展工作。1943 年 8

月 5 日在安溪县城因身上藏有

党的文件被捕，押到三元梅列

集中营进行严刑酷打，后被秘

密杀害，牺牲时年仅 22 岁。

爱国侨领陈嘉庚，于 1942

年 5 月抵印尼泗水梭罗避难，

安溪侨杰黄丹季，把校主接去

玛琅照顾，在 3 年多的日日夜

夜里，他始终冒着生命危险，悉

心保护校主的安全，直到日本

投降，才让他安全返回新加坡。

陈嘉庚决定拨大片橡胶园给

他，以报答营救之恩，被他谢

绝。陈老任全国侨联主席和全

国政协副主席后，多次请他回

国均被推辞。

缅甸侨领刘梧桐大力支持

抗日。1943 年，他冒险到广东韶

关，接运美国运来的卡宾枪及

子弹，装满 11 卡车，行经江西、

浙江、安徽至江苏战区交抗日

军。1945 年，他在永安乘坐国民

政府专机，到重庆参加庆功大

会，接受国民政府奖赏 36.5 万

元，作为他抗日费用的补偿。

金谷镇侨眷莫耶，原名陈

淑媛，1934 年秋往上海，任《女

子月刊》杂志社编辑、主编；

1938 年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

习，创作了《延安颂》歌词，在延

爱国爱乡齐奉献

爱国爱乡的广大安溪籍

归侨侨眷和华侨，纷纷在各个

时期，从各个方面投身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投资家乡经济建

设，捐赠大量的资金兴办公益

事业，为家乡的经济繁荣作奉

献。

安溪侨胞捐办公益事

业，捐资兴学占捐资总数的

一半以上。早期有官光厚创

办崇德中学，林树彦创办蓝

溪中学；建国后李金水创办

崇文中学，柯进来创办来中

学；还有华侨捐资创办小学

和幼儿园。吴水阁捐资创办

幼儿园至今已有 66 年，成为

全国少有的捐资创办超过半

世纪的幼儿园。

安溪侨胞还捐建大量校

舍，主要有施金城捐建培文

师范、中小学和幼儿园 6 所

系列校舍；有李尚大、李陆大

兄弟捐建慈山学校、慈山财

经、长坑衡阳及湖上飞新的

多所学校建校舍，李陆大独

资捐建安溪一中 9 幢大楼；

林梧桐捐建梧桐高级中学；

陈松基捐建陈利中专学校，

陈金火捐建金火中学和金火

高级中学，林江水捐建江水

中学等校舍。华侨捐资的中

学有 45 所，小学有 202 所，

幼儿园有 16 所。

安溪侨胞热心在家乡修

桥造路，捐建公路和水泥路硬

化工程。唐裕向交通部反映海

内外安溪乡亲要求改建安同

公路开凿龙门隧道重大工程，

得到交通部拨款支持。他还

请李鹏总理为龙门隧道题

名。全县各主要侨乡均由侨

胞捐赠大量资金修桥造路，

全县共捐建公路和水泥路

221 条，大小桥梁 162 座。官

桥芦汀桥为泉州地区早期侨

建最长的桥梁。

安溪侨胞关心家乡医疗

事业，陈丙丁等在建国前就

捐资在官桥创办依新公立医

院。建国以后，各主要侨乡都

由华侨捐资创建医院。改革

开放以后，侨胞捐建官桥医

院院舍及捐赠设备达 3000

多万元；钟铭选家族和李陆

大家族，分别捐赠巨资建设

铭选医院和陆大医院院舍，

易峥嵘伉俪也捐资重建魁斗

卫生院。

安溪在开发蓝田水库电

站时资金紧缺，侨胞林木荣投

资人民币 4800 万元，占 40%

的股份，使水电站成功开发，

为安溪最大电站。新加坡蔡金

顺，投资 1 亿多元，创办集安

锰铁（安溪）有限公司，设立集

安炼铁厂和石灰石矿，年产生

铁 7 万多吨及石灰石 50 万

吨，促进安溪水泥产业发展。

唐裕捐赠“安溪号”远洋

轮船给家乡，所得资金创设县

教育基金会，用于培养家乡人

才。他把毕生收藏的 33683 个

精美茶壶赠送家乡，组成万壶

馆展出，为全国绝无仅有。县

政府致信感谢，并向他颁发证

书和奖匾。

新加坡安溪会馆主席唐

裕，发起举办世界安溪乡亲

联谊会，他任创会主席。第二

届联谊会于 1994 年在安溪

举行，海外 1450 多名安溪乡

亲与会，出席的人数之多，在

安溪是史无前例的。在一至

三届联谊会，应唐裕邀请为

联谊会题词的国家领导人有

20 多人次，李鹏总理共题词

三次。

2006 年 6 月，福建省委书

记卢展工在新加坡拜访李陆

大时说：“李先生为福建的公

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代

表 3500 万福建人民感谢你。”

“很多年轻人在你捐建的学校

里学习成材，我也代表他们感

谢你。”以名字命名小行星的

福建省两位乡贤，一位是陈嘉

庚先生，一位就是李陆大先

生。

新加坡侨领林庆年，积极

支持祖国进步事业，北伐成功

后，他被选为南洋华侨四代表

之一，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

他任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大

力促进华侨私塾合办学校，因

华校多采用方言教学。他又极

力推广华语教学，最终在新马

的华校全面推行，是新马教育

界的一项重大革新，功绩巨

大。为新马的各界人士所敬

仰，荣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

长，成为著名侨领。

侨杰名扬海内外

安溪有多位侨杰名扬海

内外。唐裕致力中新中印的

友谊。1983 年，新加坡总检察

长兼国家石油公司主席陈文

德，想到厦门考察和寻根，因

中新尚未建交，请唐裕带领

他访问厦门，成为中新友谊

的引路人。随后在陈文德的

支持下，唐裕邀请胡平率福

建省代表团率先访问新加

坡。

在中国和印尼断交后，唐

裕致力两国复交。首先牵线搭

桥，促进两国恢复直接贸易。

后又在中国印尼两国之间来

往穿梭，沟通两国的信息，致

力促成两国复交。印尼政府把

国家的最高荣誉“印尼共和国

普拉塔玛勋章”授予他。中国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国

家领导 20 多人次会见他表示

赞赏，对唐裕致力架设国际友

谊之桥给予充分肯定。

庄炎林在 1974 年被派往

非洲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

代表，负责包括我国援建坦赞

铁路等几十个经济援建项目。

中国专家和技工多达 1.6 万多

人，由于环境艰苦，疾病流行，

又缺医少药，近百位援建人员

献出了宝贵生命。庄炎林带领

援外人员，战胜了艰难险阻，

历经 3 年多时间，坚持到胜利

完成任务才回国复命。

归侨庄希泉、庄炎林父子

和林军，三人祖籍都是龙门

镇，庄希泉任中国侨联第一届

副主席、代主席，第二届主席；

庄炎林任第四届主席；林军任

第七、八、九届主席。中国侨联

共选出十届主席，安溪龙门镇

就走出了三位全国侨联主席，

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改革开放以来，法学泰

斗、全国政协副主席、归侨罗

豪才，到过 40 多个国家考察

访问和讲学。他的许多亲人在

新加坡，夫人又是印尼归侨，

在海外有许多血亲、宗亲和族

亲。他懂英语，又会讲闽南话

和广东话，加之待人真诚随

和，同海内外朋友容易沟通，

使他与海外侨团和侨界人士

建立了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

走到哪里都有老朋友，又交新

朋友，并为之提供力所能及的

服务，受到侨界朋友的信任和

爱载。

1994 年 11 月，国家主席

江泽民要出席在印尼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香

格里拉酒店订房时，日本使馆

已向该酒店订了最好的房间。

香格里拉酒店股东之一的李

尚大知悉后表示，应让祖籍国

的亲人住上最好的房间。他为

大使馆预订最好的房间，并负

责酒店由此造成的损失。会议

期间，江泽民抽空亲切接见李

尚大及其家人，他对李尚大

说：“你在印尼做了许多好事，

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你在中国

做了许多好事，我个人感谢

你。”

安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演出

受称赞，成为激发抗日救亡的

圣歌，贺龙称她是“出色的女

作家”。1950 年加入共产党。家

乡将其事迹创作《莫耶·延安

颂》现代高甲戏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时演出。

解放战争期间，龙门镇印

尼归侨肖枫，从新四军所在地

转入华中野战军七纵（后为十

一纵）三十一旅，任直工科长

等职，在作战部队参加了包括

淮海战役在内的多次战斗。

1948 年，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二十九军

八十五师二五四团政治部主

任，参与南下福建的各次战

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