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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五个字的线索 他在厦门成功寻根
三月初春，寒意未退，而厦

门市侨联的会议室里却暖意融

融，侨乡厦门迎来了一个社区海

外联动、接力寻根的感人故事。

在这场关于“寻根”的座谈

会上，林永良的心里热乎乎的。

通过厦门各级侨联上下的联动，

侨界热心人士、侨乡文史专家的

热心参与，让侨胞魂牵梦萦的故

乡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林

永良远在东南亚的祖父墓碑上

的短短五个字，成为开启寻根之

旅的“钥匙”。而这一趟旅程结

束时，他对一个字的印象尤其深

刻。

这个字叫做：联。

只有五个字线索的寻根行
林永良出生于东南亚文莱、

旅居于加拿大。在他的心中，一直

存在着一份特殊的情愫，那就是

寻根之情。这份情愫，其实源于他

的父亲林明来的一个夙愿。

早年间，林永良的祖父林国

敏拖家带口下南洋，只为谋一份

生计，此后便久居海外，林永良的

三伯林明仕曾多次回乡探亲，但

林明仕过世后，他们便与故乡的

亲人们断了联系，林明来一直引

以为憾。父亲过世后，林永良一直

惦记着父亲的遗愿，未曾放弃过

“寻根”的念头。2024 年 3月，他

终于决定踏上这一段跨越半个地

球的寻根之旅。不过，他手上仅有

的信息，就是祖父墓碑记载的“厦

门禾山村”五个字。

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

清晰的“索引”，曾经回乡寻根

的人告诉他，可以先到厦门当地

的侨联了解情况。于是，林永良

只身一人，千里迢迢来到厦门，

在当地好心人士的介绍下，他找

到了同安区侨联、区侨史学会会

长庄志鹏。

林永良简单介绍了情况后，

庄志鹏整理编辑好寻亲信息并

告诉他，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

同安的“禾山村”并没有迁居南

洋文莱的林家族人。虽然难掩

失望，他依然不由得佩服于厦门

的侨联工作人员的专业。

庄志鹏听出了他的惆怅，又

告诉他，不要紧，“禾山”在厦门早

期是一个很大的地域概念，他们

会协同现在的湖里区侨联帮他一

起寻找，请他等消息。林永良重燃

希望，连连称好。

林永良从未来过厦门，但这

座城市却承载着他的思念与期

待。在他心中，厦门是祖辈留下的

记忆之地，是连接着家族情感的

纽带。他希望，好消息能够早点到

来。

果然，不久之后，庄志鹏就给

他回了电话。他这才知道，原来祖

父记忆中的同安“禾山村”其实叫

做“豪山村”，而他要找的“禾山”，

如今划归为厦门莲前街道的前

埔。而且侨联给他带来了真正的

好消息———经过多方辗转找寻，

他的寻亲信息经过许多热心寻根

事业的志愿者们转发，这一条跨

越时空的“亲情链”仅仅用了两

天，就续上了。

续上跨越时空的“亲情链”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他立刻奔赴同安区

侨联，在那里，

他见到了帮忙

查找的庄志鹏、

孙以亮和林进

才三人。在他们

的带领下，林永

良来到前埔，见

到了自己的堂亲

林大川。

终于，“联”上了！

林永良心中百感交集，

转头向侨联工作人员连连称谢，

他们却说，见面了，先喝杯家乡

的茶哦。

于是，他们坐下来，在茶香中

叙起了祖父辈的故事。听着亲切

的闽南乡音，林永良在林大川的

描述中看见了祖辈留下的足迹，

那些曾经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的

勇气，以及为了家庭团结而慷慨

相助的情谊。

当年的往事也在他脑海中逐

渐“拼图”———在抵达南洋文莱之

前，林永良的祖父林国敏带着妻

子、四个儿

子和一个

女儿踏上

了艰难的

旅程。远渡

重洋，出发

前林国敏左

算右算，发现路

费不足这件事比

即将到来的风浪还更让他无所适

从。林大川的祖父听说之后，二话

不说，将自己准备用于家族成员

结婚的积蓄交给了林国敏，作为

他们生活费和路费。

林大川的父亲与林国敏的

三儿子林明仕，则是非常要好的

儿时伙伴，相处甚密，如同亲兄

弟一般。所以，一直以来，林国

敏家的老宅也都委托给林大川

父亲管理。27 年前，林明仕回厦

门时，提议将老宅赠送给林大川

的父亲，但后者婉拒了这份慷

慨，继续默默而细心地看管这栋

老宅。

说话间，林大川引着林永良

来到林氏宗祠，两人穿过历史悠

久的门廊，踏入了庄严肃穆的宗

祠内部，林永良的心情更加激

动。他祭拜完林氏先祖，与姑姑

那一边的表兄弟也顺势取得了

联系, 完成了这一趟寻根之旅，

他将“带”回去给异乡亲人的，

是有着真实触感的故乡情意。

这种情意，一是来源于心中

魂牵梦萦的故土和朝思暮想的

亲人，二则是他对于这样一次顺

利“链接”的诸多感悟。他觉得，

家乡的侨联之“联”，不仅仅是对

亲情的重视、对华人寻根的全力

以赴，更有一种机制和力量的支

撑。回到加拿大之后，他也想告

诉那里的人，要想回家乡寻根，

一定要找侨联来“联”！

（来源：华人头条）

庆祝厦门印尼苏北归侨联络会成立 30周年暨苏北开心歌队建队 2周年活动举办

春暖花开，生机盎然。3 月

16 日，厦门印尼苏北归侨联络

会（简称“苏北联络会”）举办

“庆三十周年华诞暨苏北开心歌

队建队两周年”的大型聚会活

动。

厦门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

委员会副主任邓飚，厦门印联会

多位名誉会长及侨界知名人士，

厦门印联会会长陈晓鹭及班子

成员，第八届会长梁国民偕夫人

及第八届班子成员，来自香港、

广东、福建等地的印尼苏北侨友

等 160 余人参与活动。活动获厦

门市蓝天救援队乐队、福建常山

华侨农场舞蹈队等友情支持。

庆典大会在拍摄喜庆“全家

福”、奏响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后开始。

苏北联络会会长张健玲感

谢与会嘉宾们的到来，并表示，

苏北联络会自 1994 年成立至

今，成为了苏北侨友们互助互爱

的温暖大家庭。作为区域性归侨

群众组织，苏北联络会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举

办聚会活动，组织会员外出旅游

学习，给高龄年长的老侨友祝

寿，看望生病住院的侨友等，将

友爱温暖送至侨友心田；积极发

展侨二代入会，为祖国建设、社

会和谐尽微薄力量。2022 年，在

几位爱好唱歌侨友的积极筹建

下，成立了厦门印尼苏北开心歌

队。歌队的成立，丰富了侨友的

文化生活，也增强了侨友们的凝

聚力。

印联会名誉会长陈进强回首

回国后的种种经历，感慨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他表示，

上世纪 60 年代回国的“老侨”，为

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作为归侨

群体的一员也深感骄傲。这次参

加厦门庆典聚会，与“老侨”共享

欢乐，寄希望于侨二代、三代能传

承“老侨”们的奋斗精神，让优良

品质代代相传。

陈晓鹭表示，厦门印尼归侨

联谊会成立于 1989 年。成立后，

陆续诞生了来自印尼各地的 13

个下属同学会、校友会，“苏北同

学会”为其中之一。随着吸纳归侨

侨眷、侨后

代的加入，

更名为“苏

北归侨 联

络会”。看到

济济一堂侨

友大聚会，

展示 了 苏

北联 络 会

的凝聚 力

和生命力。

在印联会 13 个同学会校友会

中，苏北联络会新生力量最多、

活力十足，值得点赞。而两年前

成立的苏北联络会开心歌队，为

侨友们搭建了相聚交流的平台。

大家可以每周通过歌队活动唱

侨曲、叙侨情，丰富了侨友们的

精神生活，也进一步凝聚了侨友

们的心。

庆典大会的文艺演出以厦

门蓝天救援队演奏的外国名曲

《啤酒桶波尔卡》、印尼民歌《五

彩鲜花》拉开帷幕。阵容庞大的

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侨韵舞蹈

队友情献演印尼舞蹈《爱在班达

内啦》《甜蜜的姑娘》等，艳丽印

尼服饰和婀娜舞姿表现印尼人

民的能歌善舞、淳朴热情；苏北

开心歌队带来用中文、印尼文演

唱的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

以及男声小组唱印尼民歌《祝酒

歌 Lisoi》，表达了对庆典大会成

功举办的美好祝福；印尼留学生

献演表演唱《我们不一样》和《朋

友》，表达了他们的青春活力和

期盼广交朋友的心愿；印联会名

誉会长陈保安及夫人侯美娇也

用美声唱法深情演唱《美丽梭罗

河》。

活动现场还安排了“为苏北

年长者祝寿慰问”仪式，表彰 8位

为苏北联络会做出积极贡献的侨

友，并颁发荣誉证书。

庆典大会在《歌唱祖国》的歌

声中落下帷幕。

厦门苏北联络会成立 30 年

来砥砺前行，广结侨缘，朝着“续

侨缘，凝侨心，汇侨智，为侨服务”

的发展目标，行稳致远，朝着未来

更好的发展前行。开心歌队也将

继续发挥凝聚侨心的力量，成为

侨友们心中温暖的“家”。

庆典大会还收到多位侨界知

名人士和相关单位发来的热情洋

溢的贺函、贺匾。

（苏北归侨联络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