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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希两代归侨热血报国
王雨亭（1892-1967），福建

泉州人，马来西亚、菲律宾归

侨，著名侨领、报人。曾任菲律

宾《前驱日报》总编辑，菲律宾

华侨抗战后援会宣传委员，中

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工商委

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

会委员、行政处处长、联络司司

长、办公厅主任，华侨投资辅导

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侨联秘书

长。

王唯真（1923-2006），王雨亭

的长子，菲律宾归侨，著名新闻

人。15 岁便回国参加八路军，17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华社工

作长达 65 年，曾任新华社副社

长、代理社长、全国侨联常委。

王双游（1919-1978），王雨亭

的长女，在菲律宾时协助抗日斗

争及解放战争。回国后在鼓浪屿

任中学教师，为华侨引种场的引

种工作做出贡献。

王雨亭

王雨亭出生于泉州市，1908

年，赴马来亚谋生。他接受了孙中

山推翻清朝革命的思想，1909 年

加入同盟会，很快成为讨袁护法

的骨干，曾受派运送武器回福建，

支援家乡讨伐袁世凯军事斗争。

1918 年，侨居印尼的王雨亭

就与他人共同办报，宣传新文化、

新思想。1919 年，前往菲律宾谋

生，和几个朋友成立了“平民党”，

创办了党报《平民日报》，因为太

激进了，报纸办了一年不得已停

刊。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南

洋华侨发动侨胞捐款，掀起了抵

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以配合

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

王雨亭走在了爱国行动的前列。

他在印尼办了《赤旗报》，在

媒体上猛烈抨击西方列强瓜分

中国和日本灭我中华的野心，在

侨界产生很大的影响。结果只办

了两期，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就

以王雨亭的言论妨碍了“日本友

邦”为借口，将其逮捕并驱逐出

境。

1920 年 5 月，王雨亭将全家

迁到了鼓浪屿，而后前往菲律宾

马尼拉继续办报，在华侨中开展

宣传活动，并与桂华山等鼓浪屿

华侨利用话剧等形式，揭露日本

侵吞中国的企图。

1922 年，应老同盟会会员、泉

州自治军司令许卓然邀请，王雨

亭回泉州出任晋江县民团团长。

第二年到厦门协助恢复《民钟日

报》。创办于 1916 年的《民钟日

报》，是东南亚辛亥革命功臣陈新

政与许卓然、林瀚仙等创办的，目

的是宣传孙中山革命主张、反对

北洋军阀，维护共和。两次被福建

当局勒令停刊。王雨亭参与主持

《民钟日报》期间，经常刊登一些

针砭时弊、反对北洋军阀、揭露黑

暗的新闻和言论，厦门百姓争相

传阅。

1924 年，王雨亭赴新加坡参

与创立南洋影片公司，代理国产

影片，宣传爱国思想。王雨亭因

宣传反帝救国，被印尼荷兰殖民

当局逮捕。两年后，被驱逐回国，

在上海任南洋影片公司驻沪代

表，并参与投资明星影片公司

等，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进步电

影商。

1929 年，王雨亭赴日本留学。

次年回国途中，专程到东北三省

实地调查日本关东军在当地的种

种劣迹。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王雨亭撰写《东北印象记》一书，

据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掠

夺我东三省的罪行，批驳了“国际

联盟调查团”偏袒日本的错误行

为，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

开展。

1932 年底，为更广泛发动海

外华侨支援祖国人民抗战，王雨

亭重返菲律宾，与友人一起创办

了《洪涛》，1933 年 6 月，又力邀庄

希泉共同创办了《前驱日报》，继

续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抨击南

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王雨亭在进步报纸所发表的

这些言论，鼓舞了菲律宾华侨抗

日救国的斗志。

1936 年夏，《前驱日报》因经

费困难停刊。王雨亭想出了另一

个办法：他与庄希泉创办中华影

片公司，放映进步电影，并在每场

电影开映前，利用幻灯、广播等形

式进行抗日宣传。

七·七事变后，王雨亭在八路

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的领导下到

菲律宾开展抗敌工作。除了担负

起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宣传

工作，他还协同组织包括黄登保

等闽南籍华侨青年在内的 200 多

名华侨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或参加

八路军、新四军。

1938 年 5 月，王雨亭将长女

王双游和次子王明爱留在马尼

拉，带着不满 16 岁的大儿子王唯

真到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将其送

往延安抗日前线。离别之际，王雨

亭写下临别赠言：“这是个大时

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

前线……但愿你虚心学习……来

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短短几

句，舐犊情深。1949 年北平解放，

王雨亭陪同陈嘉庚从香港到北平

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

会议，父子重逢，格外高兴。当

王唯真把 10 年前的“临别赠言”

拿给父亲看时。王雨亭感慨地

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

安的路走对了！”

1938 年，王雨亭赴香港，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接受党的新

任务，到缅甸仰光开设国泰电

影院，开展华侨抗日工作。日军

入侵缅甸后回昆明，在云南、广

西一带经商，筹措中国共产党

地下活动经费。抗日战争胜利

后，王雨亭奉命到香港经营建

元公司，并从事海外爱国统战

与宣传工作，以团结更多力量,

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

业。

1946 年，王雨亭在香港加入

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南方

总支部工商委员。

1949 年，在参加了第一届

全国政协会议后，王雨亭回到

菲律宾，把所有财产捐给慈善

事业，回到祖国。

王雨亭参加了组建国务院

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先后

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

员、中央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

秘书处处长、联络司司长、办

公厅副主任等，同时被推举为

全国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委员。

1958 年 6 月起担任全国侨联

秘书长，直到 1967 年在京病

逝。其生前好友、著名侨领庄

希泉在遗体告别会上做出如

是评价：“王雨亭的一生，是为

祖国人民和海外侨胞无私奉

献的一生”。

王唯真

王雨亭为了革命海内外四

处奔波，居无定所，他的孩子们

对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时常

搬家。

王唯真是长子，在鼓浪屿

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在怀德幼

稚园和福民小学上过学。1933

年，王雨亭把家人都带到了菲

律宾，那时王唯真小学还没毕

业。

受到父亲的影响，王唯真

和王双游、王明爱等幼小的心

里都已种下了爱国的种子。抗

战爆发后，在马尼拉南洋中学

读书的王唯真因组织同学参

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校方开除，

便多次向父亲请求让他回国

参战。

1938 年 10 月，王雨亭最终

决定送 15 岁儿子回国。父子抵

达香港当天，日军在华南登陆

并占领广州，王唯真北上延安

之路中断。父子俩只得暂住香

港庄希泉家里。半年后，有一

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

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

路军，王唯真才和他们一道，

离香港经越南北上，奔赴延

安。

抵达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

后，王唯真进入战时青年训练

班学习。安吴青年训练班是为

了培养抗日新生力量，在国民

党统治区设立的一个抗日青年

干部培训学校，在抗战初期同

陕北公学、延安抗大同列为中

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

4 个月学习结束后，王唯

真抵达延安，先进入青年剧团

做美术师，画了大量抗日宣传

画。

1940 年，王唯真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0 年 5 月，陈嘉庚、

侯西反和李铁民等侨领访问延

安时，王唯真是他们的闽南语

翻译之一。

1941 年 8 月，王唯真被调

到《解放日报》任美术编辑，从

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当年

11 月，由于懂外语，王唯真又调

入新华社做英文翻译，之后在

新华社工作长达 65 年。

新华社的翻译工作十分紧

张。为了保证中央能及时掌握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发展和

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译电员、

编辑和电台抄报员昼夜不息，

轮流工作。王唯真精通英语，还

有很好的国学功底，成了业务

骨干。

时隔半年，这位优秀的年轻

人再次接到调令，这次是到新

华社广播科担任编辑，成为了

新华社第一个专职国际编辑。

1942 年到 1944 年的新华社和

新闻广播电台国际新闻，都是

由他编撰的。他还写了长篇述

评《南洋殖民地人民的胜利》

《印荷谈判经过》《菲律宾的“独

立”》等相继在《解放日报》刊

发。

王唯真参与了新华广播电

台第一次对华侨播音。抗战胜

利后，为宣传中共反内战、争民

主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发动全

面内战的阴谋，王唯真写了《告

侨胞书》，分别用广东话、闽南

话和普通话三种语言在延安广

播电台向海外侨胞广播。这是

中共的广播电台首次向海外华

侨广播。

1949 年，王唯真随新华社

进入北平。此时王雨亭也专程

从香港陪同陈嘉庚到达北平参

加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的筹

备工作，父子两人离别十年后

胜利重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王唯真先后担任新华社国际

部编辑组长，新华社香港分社

副总编，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

组长，新华社河内分社首席记

者、社长兼任《人民日报》驻越

南记者，新华社里约热内卢特

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副主

任，新华社编委会编委。

1964 年，巴西发生军事政

变，王唯真正在里约热内卢担

任特派记者，他和另外 8 位在

巴西工作的中国同志被巴西政

变当局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

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挫败了台

湾特务的绑架、策反阴谋，捍卫

了祖国尊严。王唯真从狱中通

过国际红十字会寄给家人的信

中写道“蒙难异乡，心沐东日之

下；囚歌壮丽，颂祖国日益富

强。”

1965 年，在我国政府的全

力营救和国际友人的声援下，

九同志胜利凯旋，受到了周恩

来总理、刘少奇主席的亲切接

见。新华社就此播发了题为

《九颗红心向祖国》的长篇通

讯，称他们是“祖国忠贞九儿

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

响。

1967 年 1 月，王唯真被中

共中央任命为新华社第一副社

长，主持新华社全面工作，9 月

被任命为新华社代理社长。他

还是全国侨联常委、新华社侨

联主席。文革期间，他顶住政治

压力，封存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这些照片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还原了历史的真相。1982 年，王

唯真任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

1988 年离休。

2006 年 5 月 6 日，王唯真

在北京逝世。

王双游

王双游（1919-1978）是王雨

亭的长女、王唯真的姐姐。她和

弟弟们从小受到革命爱国思想

的熏陶。十几岁随父亲去了菲

律宾，很快就融入了当地华侨

社会，曾是当时菲律宾菲华女

子篮球队的主力。

（下转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