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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孙炳炎诞辰 110 周年

□郭倩 孙吉龙

今年恰逢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孙炳炎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也是其自陈嘉庚先生手上接办的乐安小学

迈进新百年的开局之年。孙炳炎与陈嘉庚的结缘，便始于嘉庚先生亲手创办的这所百年老校。他一生追

随陈嘉庚创业海外、回报家乡、服务社会，穷一生之力践行嘉庚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嘉庚精神进一

步发扬光大，成为陈嘉庚最忠实的学生。

“嘉庚精神”博大深广，其最著者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总结的三点：“艰

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而

回顾孙炳炎一生，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与嘉庚精神渊脉的密不可分。

坚毅勤勉，敢为人先
1926 年，年仅 14 岁的孙炳

炎阔别家乡，远涉重洋南下新加

坡谋生。为了改善境遇，他自强

不息，白手起家，从学徒、店员做

起，一边打工积累本钱经验，一

边刻苦自修充实自身，不到六年

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经营木枋

生意。此后近半个世纪，他兢兢

业业、艰苦奋斗，善观时变、敢为

人先，凭借诚实守信、重诺重义

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爱拼敢赢的

精神，将“森林”由一家小作坊发

展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商业集

团，创造了“独木成林”的商界传

奇，在为新加坡的建设和腾飞做

出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

宏图大志，奠定了自己的社会历

史地位。

情系桑梓，报国情深

爱国精神是嘉庚精神的精

髓，也是贯穿孙炳炎一生的主

线。他虽身在南洋，却始终心系

祖国，在开创事业的同时，以“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担当，

积极关注着祖国和家乡的命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孙

炳炎出于义愤，在新加坡的报刊

上撰文痛斥不抵抗主义，并以乐

安学子的身份拜谒嘉庚先生，积

极参加陈嘉庚组织的抗日活动。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孙炳炎毅然将刚有起色的

事业抛在身后，积极投身陈嘉庚

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

难民总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

运，并当选为芽笼区筹赈分会主

席。他积极组织各项筹募活动，带

头捐款捐物，全力以赴支援祖国

抗战，成为陈嘉庚的得力助手。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新加

坡，因为在抗日筹赈活动中表现

活跃，孙炳炎成了日军重点搜捕

的对象，他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

坚持抗日救亡工作。由于工作出

色，孙炳炎早早进入了陈嘉庚的

视野，此后二人交往渐多，孙炳炎

对陈嘉庚的高风亮节有了更为深

刻的认识和领会，二人渐成忘年

之交。

1940 年前后，经嘉庚先生介

绍和推荐，孙炳炎当时虽然在资

历、财力等方面与各位前辈尚有

一定差距，但仍获得了十二位理

事的一致认可，得以加入怡和轩

俱乐部，进入新加坡华商精英阶

层，为后来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怡和轩俱乐部等重要华人社

团要职，并在嘉庚先生归国后全

面接手其社会工作，成为继嘉庚

先生之后东南亚华人杰出领袖

之一。

在祖国解放战争期间，孙炳

炎又明辨是非，坚定地追随陈嘉

庚，高度认同嘉庚先生“中国的希

望在延安”的政治论断，在中华总

商会会长任上，他立场坚定地支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

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1949

年，陈嘉庚回国参政，孙炳炎对此

全力支持，并不负重托，努力完成

嘉庚先生在南洋的未尽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

定居，孙炳炎与嘉庚先生并未因

为空间距离的拉开而疏离，二人

在诸多方面皆有密切合作。几十

年来，每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孙

炳炎总是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

与祖国站在一起，不离不弃。

1956 年，应周恩来总理和陈嘉庚

先生的邀请，孙炳炎组织带领新

马工商考察团，冒着极大的风险，

辗转来到中国进行商务考察。在

华期间，孙炳炎在北京参加了中

国国庆观礼，周恩来总理和陈毅

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鼓励，使他

备受鼓舞，爱国信念更加坚定。新

中国建立伊始，国家经济艰困，孙

炳炎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具体行动，长期向海外代

理经销中国产品，帮助中国政府

突破西方经济封锁，为中国的发

展积累了宝贵的外汇。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一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孙炳炎就冲

破种种阻力和藩篱，多次率领新

加坡华商访闽团来到中国考察、

投资，支持和推动中国的发展。

他自己率先在家乡厦门投资了

新加坡酒店、同成食品有限公

司、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同森园

艺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在黑龙

江、吉林、贵州等省份等也有不

少大型投资。此外，在招商引资、

城市建设等方面，他也带来了许

多崭新的理念和思路，提出了许

多卓有成效的建议，表现出一个

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在

以孙炳炎为代表的第一代侨商的

引领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的外资

进入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

世界的交流合作，形成一股助推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所有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陈嘉

庚先生的毕生追求。这位可敬的

爱国侨领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

忘“台湾必须回归中国”，深切地

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和

愿望。作为嘉庚先生的忠实学

生，孙炳炎对陈嘉庚和平解放台

湾的心愿心领神会，并勉力付诸

实施。为了完成陈嘉庚先生的遗

愿，孙炳炎在创建世界同安联谊

会时特意吸纳台湾的同安乡亲入

会，其初衷，除联络乡谊、交流商

机外，也还有彰显“两岸一家亲”，

以民间特有的渠道和

方式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动祖国和

平统一的考量。1996

年在同安召开的第二

届世同大会，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4

个代表团中，就有 12

个来自台湾，会上倡

议的由厦门莲花水库

向金门供水的建设项

目，在台湾同胞中引

起了强烈反响。2013

年，第九届世界同安

联谊大会在台北市成

功举办，对进一步扩

大海峡两岸的经贸合

作和交流，促进祖国

和平统一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服务社会，公而忘私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是为公

益事业竭诚奉献的一生。在受陈

嘉庚支持与鼓励而加入怡和轩

俱乐部，并在日后成为怡和轩俱

乐部、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同

安会馆等社团主要领导人的过

程中，孙炳炎先生始终将公益事

业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业之

一，其一生都在以有限的精力兼

顾新加坡和中国的社会公益工

作，鞠躬尽瘁。

在新加坡，孙炳炎以毕生的

辛勤和汗水滋养着这个承载着

他的梦想的国度。他组织和领导

了维护华商合法利益、推动对外

经济交流、支持创办南洋大学、

支持华人争取公民权、支持新加

坡独立建国、组织向日本“追讨

血债”，促请修建“日本占领时期

死难人民纪念碑”等活动，同时

为发展华文教育、争取华语官方

地位、筹建中华医院、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值

得注意的是，从本质上来看，爱

国精神始终是孙炳炎从事社会

工作的不变底色，他总是巧妙地

将社会工作与对祖国的爱结合

起来，对他来说，服务新加坡与

护佑海外侨胞周全不仅不矛盾，

反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对中国，孙炳炎关心祖国的

建设和家乡的发展，更是倾注了

海外游子全部的爱与赤诚。回顾

孙炳炎的社会工作，可谓成绩斐

然，其中在包括教育、卫生、文化

等在内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

更是孙炳炎服务社会、践行公益

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从陈嘉庚到

孙炳炎，略不相同的时间段，但

行事轨迹却彼此辉映，有着惊人

的相似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孙炳炎先生

生前累计在厦捐赠总数超过

1200 万元，除支持陈嘉庚倡办同

安同民医院和华侨博物院，并多

次捐助救护车、医疗设备等珍贵

物资外，多数款项用于资助家乡

的教育事业。

早在 1947 年，为减轻嘉庚先

生的办学压力，生意仅稍有起色

的孙炳炎就主动请缨，要求接办乐

安学校，独自提供办学经费。之后

又出资捐建乐安小学、乐安幼儿

园校舍。1957 年，孙炳炎借回国

访问之机专程回到集美拜会嘉

庚先生并处理乐安小学建设一

事。嘉庚先生与其一起赶赴集美

学校抗日时期内迁旧址参观，并热

情邀请其在家中留宿，二人意气相

合，扺掌而谈，直至夜深。甚至，嘉

庚先生还曾带孙炳炎去参观自己

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厦门大学，就连

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都还是在与

孙炳炎讨论乐安学校的建设问题。

这足以证明，陈嘉庚是把孙炳炎当

成家乡学校事业的接棒人的。

对于嘉庚先生的信任和期许，

孙炳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上世

纪80年代，又出资出力倡办了乐

安中学，在孙厝建立起了包括幼儿

园、小学、中学在内的较为完整

的教育体系，解决了乡亲子弟上

学难的问题。此外，他还多次提

议在集美建设职业技术学校，牵

头引进外资建设厦门市书画教

育研究院等，为家乡的教育事业

殚心竭虑。

1999 年，在森林企业遭遇困

境、资金紧缺之际，孙炳炎仍多

方筹措资金，捐资人民币 200 万

元在厦门市教育基金会设立“孙

炳炎教育基金”。直至今日，孙炳

炎教育基金仍源源不断地为厦

门的奖教奖学、助教助学等活动

提供支持。正如孙炳炎的儿子所

说的“到后来，父亲剩下不多的

钱了，但还在不停地捐，可以说，

父亲在晚年捐出去的，都是‘血

钱’”，孙炳炎的捐资促学与陈嘉

庚毁家兴学、“出卖大厦，维持厦

大”的壮举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

一致的。昔日的学子受到嘉庚精

神的感发而效仿校主，反哺母

校，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源源不

断地加入捐资助学的行列，将家

乡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进一步

发扬光大，这就是嘉庚精神代代

相传的最好例证。

年 月 日，以孙炳炎为团长的新加坡华商访闽团一行 人抵厦，

这是国务院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后的第一个海外华商访问团。

陈嘉庚（左三）和孙炳炎（左二）等。 年摄于北京

陈嘉庚于 1961 年 1 月 30 日写给孙炳炎的信 孙炳炎于 1961 年 3 月 3日写给陈嘉庚的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