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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

1925 年 10 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跨越世纪历经考验，

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风雨同行，携手走

过近百年沧桑岁月，“致力为公跟党走，侨海报国建新

功”是致公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神圣使命。

厦门目前 1330 余名致公党党员中，侨海人士超过

90%，其中有许多上世纪 50-60 年代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回到祖国支援建设的老归侨。

穿越历史长河，述说百态人生。2025 年将迎来中

国致公党成立 100 周年，为传承弘扬归侨们爱国爱乡、

勤勉奋斗、矢志不渝的侨海报国精神，进一步凝聚侨

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即日起本报联合致公党厦门

市委推出“侨海归心 归侨故事汇”专栏系列报道，讲述

归侨们一路走来的点滴故事，反映他们国门内外的特

殊经历，传承他们聚力归心的爱国情怀。

开栏的话

陈毅明，致公党厦门大学综合支部原主委，厦门市华侨博物院

名誉院长，海南琼海人，1935 年出生于新加坡，1953 年回国，先后

就读于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1961 年 -1989 年在厦门大学任教，

1990 年调入华侨博物院，潜心研究、传承嘉庚精神，1999 年退休。

“致力为公、侨海报国”是

中国致公党的宗旨，也是陈毅

明的人生选择。1985 年 3 月致

公党厦门大学支部正式成立，

支部主委、厦大物理系教师陈

国川认为陈毅明既是归侨，又

长期从事华侨史研究，工作成

绩突出，参政议政能力强，便积

极发展她加入致公党。1986 年

12 月，陈毅明加入了中国致公

党，从此在政治身份上有了一

份归属，更多了一份责任。

加入党派后，陈毅明发挥专

业研究特长，积极履职建言参

政议政。她起草的关于“筹备陈

嘉庚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和

“支持厦门大学进入‘211 工

程’”的建议被采纳，她对厦门

市的侨务工作提出的重要建议

受到高度重视。1998 年 8月，陈

毅明向致公党中央联络部汇报

了印尼华人唐裕先生的情况，

并根据指示，以个人的名义支

持唐裕先生接受印尼政府颁赐

特等功臣勋章。陈毅明与唐裕

先生家族一直保持着密切情谊

和往来，2023 年 8 月，唐裕先生

个人收藏的重达 5 吨的文物由

其后人赠送给华侨博物院，陈

毅明为促成此事，也是不吝心

思的。

陈毅明一辈子研究华侨，心

系华侨，为维护侨益奔走力行。

1998 年，一位南侨机工去世，其

女儿因父亲单位认为其父亲是

“国民党”而不让报销医疗费

用，找到陈毅明求助。陈毅明敏

锐地意识到，要尽快推动南侨

机工群体的政治认定，随后开

始为南侨机工群体奔走呼吁。

2000 年 2 月，全国两会召开前

夕，她将整理的南侨机工历史

地位材料分别寄往海南、广东、

广西、云南、四川、福建各地侨

联以及中国侨联，推动南侨机

工政治认定和解决经济待遇问

题。经过各方多年的努力，南侨

机工获得了应有的荣誉，生活

待遇也得到了提高。曾有人在

书里说陈毅明是“研究南侨机

工第一人”，对于这样的溢美之

词，陈毅明认为学术之事要实

事求是，在她之前早已有学者

在研究南侨机工了。回首 30 年

的奔走、呼吁，她感慨“尽了绵

力，于心可慰矣”。

时光荏苒，鲐背之年的陈

毅明见证了国门内外的无数变

迁，经历了几十年来的人生起

伏，至今仍然密切关注海内外

侨情变化，潜心开展华侨史研

究。爱国之心不改，报国之志弥

坚，当年她从南洋颠沛而来时

紧贴胸前的国旗红，已经深深

地印入了心里，烙进了无悔时

代的践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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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明幼年时期颠沛流离，

随父母辗转于新加坡、北婆罗洲

和廖内群岛，11 岁就读于新加坡

星洲幼稚园附小。因家境贫寒，15

岁就在阜安布伞行做工。受老师

李鸿江和马来亚共产党员冯增贤

的开导，开始涉猎西欧、俄国和苏

联的文学著作，接触到左派、民主

革命观念。少年陈毅明萌生了当

作家的梦想，对知识的渴望让她

从来不曾停下学习的脚步———工

余时间她在醒华夜校学习，到益

群夜校成年识字班当教员助理。

深夜时分，住处窗外的月光和灯

光，照亮了她的悦读之路，也打开

了她认识世界的眼界。她崇拜陈

嘉庚，同情反殖民统治运动，赞叹

共产党人的刚强意志，向往五星

红旗飘扬的新中国，强烈的情感

催生了她回到祖国的热望。

上世纪中期，新加坡仍是英属

殖民地，劳动工人特别是女工的待

遇得不到保障。陈毅明在布伞行的

女工中年纪最小，1952 年，她竟联

合十多位工友要求老板给女工在

三八妇女节带薪休假，并带这些工

友到老板的汽水厂参观，在那里讲

“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她还在醒

华夜校两周年庆的演讲中高呼：

“打倒英帝国主义，炸烂这个不平

等的社会”……一系列行为引起了

英国殖民政府的注意。就在这一

年，她被扣上“与共产党有联络触

犯‘紧急法令’”的罪名，先后关押在

中央警察局、西罗敏女牢和巴生集

中营，经历了 1年多的牢狱生涯。

被监禁期间，当局曾派人动员陈毅

明去“感化院”，接受感化以获优待

和自由，被她断然拒绝。在狱中她

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偷偷

地和狱友们以秘密方式传递歌谱，

学习进步歌曲。被“遣送”前，殖民

政府让她选择“去中国台湾”还是

“红色中国”？她毫不犹疑：回到新

中国！

1953 年 7 月 22 日，18 岁的

陈毅明和 300 多名难友同时被

警察押上开往广州的船。“久在

樊笼里”的她和同伴一起挥舞着

国旗、党旗，望着祖国的方向，许

下庄重的誓言———赶不上参加

祖国的解放战争，就参加祖国的

建设，报效祖国。就业还是就学？

大学期间，陈毅明表现优

秀，1961 年毕业后留校，相继被

安排到厦门大学历史系、科研

处工作。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

她受过不少冲击，同时也得到

多方面的保护，与贫下中农“同

住、同吃、同劳动、同床共被”，

到水产造船厂当翻沙工，操起

风钻机挖防空洞……生活的艰

辛让她学会保护自己，也变得

更加坚韧。1972 年厦门大学复

课，陈毅明被调到教务处，1979

年厦大历史系东南亚史教研室

恢复，系主任陈在正认为，陈毅

明是归侨，对华侨有感性认识

基础，于是安排她开设华侨史

专题课，从事华侨史研究。与此

同时，她协助陈碧笙教授整理

陈嘉庚的资料和年谱，这是她

参与学术研究的第一部作品，

也让她对校主陈嘉庚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与厦门大学毗邻的华侨博

物院，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由侨

胞和归侨捐款建成的，是当年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侨历史

博物馆”。执教厦大历史系期

间，陈毅明经常带领学生参观

华侨博物院，当她了解了陈嘉

庚创办华侨博物院的宗旨和陈

列陈旧、专业人员缺乏等状况

后，便决意去那里工作。1990

年，陈毅明调任华侨博物院副

院长，主持院务，开启了人生新

征程。她凭借自己的侨史专业

知识和文化自信心，不仅坚决

阻止了华侨博物院商业化，而

且丰富了博物院的收藏品和展

示内容，带出一个有凝聚力、有

活力、热爱博物馆事业的学术

队伍，使华侨博物院进一步呈

现出其鲜明的专业特色。

陈毅明在华侨博物院的工

作，总关联着“侨”，这样的经

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并以新加

坡时代特征为背景研究华侨领

袖陈嘉庚。2007 年 5 月 5 日、6

日，陈毅明登上中央电视台“百

家讲坛”，为全国亿万观众讲述

《我心目中的陈嘉庚》，将陈嘉

庚先生独具一格的魅力展示于

世人。她一改以往国内学者“隔

着南中国海”研究陈嘉庚的思

维方式，把嘉庚先生放在东南

亚的位置来解读，介绍嘉庚先

生的国民自觉精神和对新加坡

的贡献，推动了新加坡对陈嘉

庚重要价值的肯定和宣传。

是她回国以后面临的第一个

选择。在广州石牌难侨招待所

干部们的耐心劝导下，她参加

了全国华侨学生的中学统一

考试。受陈嘉庚先生和启蒙恩

师李鸿江的影响，她选择到集

美中学就读，从此与侨乡厦门

结下了缘分。

在“侨生摇篮”集美中学，

有许多来自东南亚的侨生，他

们和陈毅明一样，向往新生的

共和国而来，为把自己锻造成

祖国的栋梁之才而来，朝气蓬

勃，生龙活虎，像八九点钟的阳

光，将青春的活力洒满校园。求

学过程中，陈毅明又一次面临

了人生方向的抉择。1955 年初，

“鹰厦铁路青年志愿筑路队”招

募队员的消息，又激起她参加

祖国建设的豪情，她一连五次

提交退学申请，但都没得到批

准。叶振汉校长还特意找她谈

话，告诉她建设社会主义是有

许多方面的，并不是要所有青

年人都去建铁路，要做有远大

抱负的人，安心学习，将来用学

到的知识建设祖国。志当存高

远，从此陈毅明读书更勤奋，终

于在 1957 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历

史系。

回到新中国，无悔的选择

建设新中国，毕生的追求

专研华侨史，宣传嘉庚精神

加入致公党，实践侨海报国

1953年在“大伟健轮”上，回国的

华侨们难掩兴奋挥舞红旗，陈毅明为

右侧举旗者

陈毅明（前排左三）在集美中学

就读时与同学合影

陈毅明在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

媒体上解读嘉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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