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阳主旨发言

徐四民祖籍厦门徐厝，1914 年

生于缅甸仰光一个著名爱国华侨

领袖家庭。

父亲徐赞周是著名华侨教育

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报人，是

孙中山坚定盟友，为同盟会缅甸分

会发起者和重要领导人，对辛亥革

命贡献至伟。

1912 年 3月 1日，国民政府临

时大总统孙中山特为徐赞周颁“旌

义状”，表彰他对革命的贡献。徐赞

周曾参与创办了缅甸华侨第一所

新式学校———中华义学和益商学

校，还参与创办了《商务调查月报》

《光华日报》《光华报》《进华报》《缅

甸公报》《觉民日报》等。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曾邀徐

赞周出任中华民国高官，但他认为

当初毁家革命只为中华民族，革命

成功理当身退，谢绝了孙中山力

邀，继续留在缅甸经商、著述和举

办华侨教育。

徐四民出生时，正是徐家经济

陷入困顿之季。1912 年，徐赞周经

营鼎新书局兼印务，因经济紧张，

未请帮工，全靠着自己“躬操其劳，

令家人子女分任各职”，以此营运

公司。徐四民小小年纪就成为家里

的排字工，他在所著的《一个华侨

的经历：徐四民回忆录》中曾对此

有过记述：

由于我出生后，家道中落，所

以直到十三岁，才进了学校。在此

以前，我却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

门。但是，我的启蒙却早在父亲的

教诲下开始了。这位蒙师不仅教学

认真，而且具有崇高威信，不由蒙

童玩忽学业。从学认“人、手、刀、

尺”到《三字经》《千字文》，到背诵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直到

我攻读《古文观止》，都是由父亲

讲授的。为了节约开支，又要兼顾

我的学业，于是，我就变成了一名

“家庭工读生”。我由排字房的学

徒做起，很快就掌握了全部工艺

过程，能操作一小时印一千张的

“元盘”印刷机，受到家长兼老师

的表扬。

当时，徐四民白天做工，晚上

读书，虽然辛苦，但也因此读了许

多书，他曾回忆说：“邹韬奋主办

的《生活》周刊，我总是全缅甸第

一个读者。因为一打开邮包，我就

先阅读起《生活》来了。”“我的小

学课程，是在诵读古文和自阅杂

书、期刊中完成的。说实话，从这

些‘课外读物’中，我得到的知识

是远比小学的课堂讲授的东西要

多的。”

徐四民 13 岁那年，进入马来

亚槟城著名的钟灵中学上一年级。

钟灵中学是徐赞周当年同盟会战

友创办的。14 岁时，回到仰光进入

缅甸华侨中学读初二。15 岁时，考

上厦门大学预科。

父亲徐赞周对徐四民影响甚

大。他自小看着父亲为国奔波，也

深切体会到侨居缅甸的华侨华人

热爱祖国和家乡的真挚情怀。1933

年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志，支持

爱国活动。

1936 年，徐四民以同等学力考

入厦门大学文科。鲁迅先生曾任教

厦大，徐四民深受鲁迅的影响，写

文章喜欢引用鲁迅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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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籍侨领徐四民： 徐四民（1914—2007 年），福建

厦门人，缅甸归侨，著名报人、侨领、

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报人世家考入厦大

抗日救亡支援抗战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

变”发生，徐四民回到缅甸，投身华

侨抗日救亡工作。他积极奔走，宣

传抗日，号召华侨坚决不买日货，

参与发起创立抵制日货爱国团体。

10月 2 日，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

会在仰光成立，宗旨是：削弱日本

经济实力，打击日寇，支援祖国抗

战。

徐四民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回

忆：

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是以

店员、学生及一般工商业者为基

本成员的爱国群众组织。这些成

员年轻热情，肯跑肯干，任劳任怨，

所以很快就发展到 100 多个分

会，分布在缅甸各地、各个边远的

角落。这个群众组织的工作是抵

制日货、打击汉奸，以实际行动宣

传抗日救亡……

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在打击奸

商与汉奸的工作上，做得积极而又

出色。总会派出人员到全缅各地的

商店去登记各店所存的日货，限期

售空。凡违反公约者先提出警告，

进一步没收货物，集中焚毁。为了

配合这项抵制日货的任务，总会还

组织了一个“锄奸团”来开展对汉

奸分子的打击、惩戒。这个团的成

员是由国术团体抽调的，一般都会

些武功。在执行任务时，召集人员，

分配任务，以及决定惩罚对象的名

单等等，使汉奸、奸商闻风丧胆。一

时间“打汉奸”的声浪此起彼伏，声

势很大。

徐四民说，现在回想起来，当

年的行动显然“无法无天”。“但是，

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基于民族的

仇恨。打击、惩罚的对象，又都是人

人憎恶、民愤极大的汉奸。所以那

些敌视抗日救亡的野心家和亲日

派，面对这些爱国活动，也都束手

无策。”

徐四民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甚

至置个人生死而不顾。

当时，日军为尽快吞并中国，

很快占领了中国港口城市。在敌

人封锁和包围下，唯一的对外通

路最后仅剩下滇缅公路，一切军

用物资都仰仗这条大动脉输送。

中国一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商和腐

败官员也纷纷涌入仰光，在缅甸

挥金如土，影响了一些华侨抗日

救国热情。

为集合更多华侨力量为祖国

抗战服务，徐四民数次利用缅甸华

侨社会的国民月会讲坛，登台痛斥

腐败官员与投机商，引起了一些相

关人士的不满。他们先是利诱，计

谋不成后又威胁，集资雇人把徐四

民清除掉。徐四民威武不能屈，坚

持斗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徐四民与著

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结成了忘年之

交。1940年 3月，时任南洋华侨筹

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亲率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取道缅

甸，经昆明回祖国视察劳军，并亲

赴陕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目睹

了陕北抗战情况。陈嘉庚回来后在

缅甸华侨欢迎会上介绍国内抗战

形势，特别是延安团结一致打东

洋，军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实，指

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给徐四

民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影响了徐四

民的一生。

徐四民在回忆录中称陈嘉庚

缅甸之行“为南洋广大侨胞带来了

光明的消息”，“每一忆及，在我的

心灵深处依旧涌现一种景仰与感

激之情”。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

发，日军开始轰炸仰光，并肆无忌

惮地向仰光街道闹市疯狂扫射。随

着东南亚多地沦入日手，缅甸危在

旦夕。

为保卫侨居国和抗击日本侵

略者，徐四民临危受命，组织仰光

华区义务警队。义警队在街头操

练，巡逻守夜，工作认真负责，做得

一丝不苟。由于是纯属自卫性质的

武装组织，又是尽义务，所以获得

了仰光华区各界人士的支持，各方

面的领袖人物无不协助义务警队，

并且一致称赞徐四民的服务精神。

赤子之心家国情怀

1942 年 3 月，日本侵略者攻

占仰光，缅甸沦陷。徐四民是日

军要捕杀的抗日分子，他带着已

有身孕的妻子郭素兰离开仰光，

开始了历时 3 年的艰苦危险的

逃亡生活。

1945 年 5 月 4 日，仰光光

复，各行业逐渐复苏。徐四民重

归仰光，发现自家的书局早已被

洗劫一空，整栋大厦成为一栋空

楼。随着华侨陆续回到仰光，徐

四民敏锐地感觉到人们迫切需

要一份立论公正、真实可靠、反

应及时的报章。于是，他联合朋

友，克服各种困难，筹办《新仰光

报》。

与之同时，他在自家楼下创

立了鼎和公司，取得了全缅燕

窝经销权和奥林比亚打字机等

办公用品的全缅代理权，在经

济上打下了稳健的根基。在办

报与经商的同时，徐四民以满

腔热情服务华侨社会，将不少

财力与精力投入兴办华文学

校，参与创办了当地的华侨中

学、中国女子中学。

徐四民成为了缅甸著名的社

会活动家和华侨领袖。

1949 年 10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徐四民带领缅甸

华侨华人，升起了当地第一面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年，他被

邀请回国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

会议，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

1964 年，徐四民举家回北京

定居，担任了全国侨联的驻会委

员。

1976 年，徐四民举家到香港

定居。次年在香港与志同道合者

创办《镜报》月刊。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英开

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徐四民

当时以七十高龄，积极投身过

渡事务。1982 年至 1997 年，先

后被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

港分社委任为港事顾问，被全

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

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委

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

备委员会委员，入选全国人大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代表选举

委员会主席团，出任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

委员。

为表彰徐四民为香港平稳过

渡、顺利回归所作出的重要贡

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其颁

发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

章。

2002 年，时任国家主席江

泽民为表彰徐四民的爱国情

怀，专门题词高度肯定，曰：“以

弘扬正气之笔，写爱国爱港之

情。”

2005 年 9 月 2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徐四民

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

徐四民虽然身在海外，但家

乡事他总惦念在心。当他知道家

乡厦门徐厝福源宫，连同徐厝旧

村庄改造拆迁重建时，也要尽

一份弟子之责，当即慷慨捐资，

并写下“泽披四海”匾额送到家

乡。

徐四民曾在《祖家的变化》一

文中写道：“我的曾祖父、祖父、

父亲都出生在厦门市禾山镇穷

困的徐厝社，因此我自然认定那

是我的祖家。”

徐四民一生赤诚，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他曾亲自填词了一首

动人的歌曲《我是祖国的儿子》：

“中国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伟

大老师，我从祖国的存在中学习

到许多真理。我爱祖国……所有

这一切，是由于我是她的儿子，

一个最诚实，可能也是最固执的

儿子。”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为国

辛劳，直到生命最后一刻。2007

年 9月 9 日，徐四民先生于香港

病逝，享年 93岁。

（综合自：福建省侨联《共和

国归侨（福建卷）》《镜报》）

本报讯（记者 林硕）11 月 7

日，为纪念缅怀徐四民光辉灿烂

的一生，以“我是祖国的儿子”为

主题的徐四民纪念座谈会在厦门

湖里区闽台文化交流馆举行。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特聘专

家、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赵阳，福

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福建省侨

联一级巡视员张瑶，全国政协委

员、香港山东社团总会会长、环

球石材集团董事长朱新胜，福建

海外杰出女性联谊会理事长廖

彩珍，厦门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市侨办主任、一级巡视员何

秀珍，市侨联主席陈俊泳，湖里

区委书记吴新奎，集美校友总会

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香港镜报

董事徐季英、副董事长徐小英，

香港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期刊

传媒公会主席、香港镜报执行社

长、香港缅华互助会会长徐新

英，香江智汇主席吴历山，厦门

侨资企业协会创会会长、英蓝集

团董事长于志强，中新社福建分

社社长徐德金，镜报顾问、厦门大

学旅港校友会监事长林劲，以及

省市区宣传、统战、文旅、侨联等

单位和湖里街道的相关领导，来

自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庚精神

研修班的海外侨领，厦门侨资企

业协会的侨商、侨企代表，徐四民

先生的家属、堂亲代表共约 130

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来自海内外的领

导嘉宾进行致辞和主旨发言，举

行追授仪式，并在会后参观了湖

里区侨文化馆。

吴新奎在致辞中表示，徐四

民先生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振

兴、国家富强、香港繁荣稳定的伟

大事业。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赞

誉，深受家乡人民的爱戴和敬佩，

是湖里和湖里人民的骄傲。我们

纪念徐四民先生，就是要缅怀他

光辉灿烂的一生，学习他爱国爱

港的高尚品格，弘扬他利国利民

的奉献精神。

何秀珍提到此次座谈会的意

义，“共同缅怀徐四民先生光辉灿

烂的一生，铭记传承他爱国爱乡

的高尚品格、为民利民的奉献精

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

侨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陈式海强调，“今天我们在

这里隆重纪念徐四民先生，是要

缅怀他一生的丰功伟绩，牢记他

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徐老

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华侨领袖，他

不愧为家乡的骄傲，广大海外华

侨华人的骄傲。举办这个座谈

会，一是缅怀他一生的丰功伟

绩，更重要的是表达广大华侨华

人、海外侨胞，对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热心桑梓的情怀的纪念。

我们要大力宣传弘扬华侨精神，

开展‘侨史留芳’纪念侨杰的主

题活动，传承华侨奉献精神和责

任担当。”

赵阳在《弘扬徐四民先生爱

国奉献精神，再创侨务工作新辉

煌》的主旨发言中表示，“我深刻

体会到我们这段历史中，陈嘉

庚、徐四民等老先生不是个体，

而是一个优秀的群体———海外

侨胞。华侨的历史是一部爱国的

历史、血泪的历史、奋斗的历史。

今天这个座谈会对中国近代的

历史是一次很好的回顾，是一堂

生动的学习，深刻的爱国主义教

育。”

朱新胜在《赤子之心照汗青》

的主旨发言中回顾了与徐四民的

往事，他说：“徐四民时刻牢记自

己是祖国的儿子，时刻保持对祖

国的热爱和忠诚，所作所为的出

发点都是爱国爱港，对祖国的赤

胆忠心毫不改变。”

于志强随后作了以《向“徐四

民精神”致敬》为主旨的发言，他

说道，“我们今天的时代仍需要

‘徐四民’，需要‘徐四民精神’。厦

门是陈嘉庚、徐四民的故乡，也是

厦门市侨资企业协会永远会长庄

炎林的故乡，华侨情怀、华侨精

工作中的徐四民

何香凝为徐四民题字

“香港期刊终身成就纪念奖”追授仪式

镜报执行社长徐新英 座谈会嘉宾参观侨文化馆

来源：《镜报》

神，铸就了厦门城市灵魂，我们要

向华侨先辈学习致敬。”

闽侨智库闽江学院研究中心

研究员、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刘琳在《浅析徐氏华侨报人世家的

形成、发展与作用》的主旨发言中

梳理了徐四民报人世家的历史，并

对其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

了精炼总结，“徐氏华侨报人世家

历史，也是百余年海内外先进中国

人执着探索民族救亡图存、救国救

民道路并最终选择跟着中国共产

党为民族复兴奋斗的历史，展现了

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一

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自强不息

的顽强意志。”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香港期刊

终身成就纪念奖”追授仪式。

徐四民为“一国两制”事业在

香港的生动实践，为祖国的和平统

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977 年，他秉

承“诚实敢言、振兴中华”的宗旨，

创办《镜报》月刊，亲自撰写发表多

篇政论文章，较好实践了期刊传媒

作为社会公器的担当，成为香港期

刊界的先锋与表率。

为纪念徐四民先生赤诚爱

国、精辟敢言的一生，进一步激励

广大香港期刊传媒工作者“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香港期刊

传媒公会特别追授徐四民先生

“香港期刊终身成就纪念奖”。赵

阳代表香港期刊传媒公会进行授

牌，徐四民的二女儿、镜报副董事

长徐小英和徐四民外孙吴耿南代

表家属接牌。

徐四民小女儿、镜报执行社长

徐新英对前来参会的各级领导、来

宾，湖里区的父老乡亲、亲朋好友

以及为座谈会付出辛苦努力的人

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徐新英总结回

顾了父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终身的历程，留下了“我是祖

国的儿子”的真情告白；她坦然告

慰父亲，将遵照父亲“振兴中华 诚

实敢言”的宗旨，全力以赴办好《镜

报》，以更好的成绩回报祖国，回报

家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

据悉，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厦门市委统战部、厦

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厦门市

湖里区委统战部、湖里区侨联主

办。

此次座谈会为福建省侨联“侨

史留芳———闽籍百名侨杰风采录”

系列公益活动之一，系列活动旨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推选百名闽籍

杰出华侨，深入挖掘史料，总结突

出功绩，进一步宣传闽籍侨杰的奉

献精神，发挥垂范作用。2023年，

徐四民因突出功绩被福建省侨联

列为百名闽籍侨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