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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起鹍，致公党厦门市委机关支部党员，福建厦门人，1948年出生于缅甸。1964年回国到

集美侨校读书，1968年应征入伍，1971年退伍。1981年加入中国致公党，1984年调入致公党

厦门市工委会，曾任致公党厦门市委第三、四届专职副主委，现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

工作委员会顾问，政协厦门市委员会特邀研究员，福建省“闽侨智库”成员。

本文来自王起鹍的回忆和自述，让我们一起品味老归侨的精彩故事。

我的父亲王仁章祖籍厦门集

美高浦村，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

缅甸，并参加了由许金荣等爱国

华侨领导的缅甸华侨救灾会、工

联，积极募捐支持祖国抗战。他为

人耿直，爱憎分明，不求名利地

位，衷心耿耿地为缅甸华侨的教

育事业服务 20 余年，教育和培养

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少年学生，

甚至出钱出力将自己培养的学生

送到祖国学习。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亲手

制作的五星红旗升起在他任教的

华侨学校。他经常对我们说起新

中国成立时激动难忘的情景，盼

望祖国更加强大。此后每年的国

庆，父亲都会制作许多五星红旗，

带领华侨学生唱国歌，激励华侨

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我自幼就受到父亲强烈爱国

思想的熏陶，每天早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播出的《歌唱祖国》，时常把

我们带进梦想中的祖国，梦想着长

大后能驾驶汽车从中缅边界回到

自己的祖国……在我们海外侨胞

的心里，五星红旗是一种精神，一

种力量，一种尊严。歌唱祖国时，红

旗在心中，祖国在心中。

1961 年 1 月 2 日，我和许多

华侨学生、缅甸学生一道，举着五

星红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率领

的由 437 人组成的代表团一行。

那年的元旦到周总理结束访问缅

甸行程之日，每天都看到父亲亲

手把五星红旗升在礼居市中华学

校的楼上，并经常引导路过学校、

来自祖国的访问团成员。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树立了

爱国主义思想，立志“好好学习，

争取回国！”1963 年底我们兄妹三

人从仰光途经曼德勒、腊戍到棒

赛，并跨越中缅边界经畹町、昆

明、福州，最终抵达陈嘉庚倡办的

集美侨校读书。

1963 年 12 月，我带着妹妹和

弟弟从缅方边界经过畹町桥，一面

五星红旗在桥头飘扬，是祖国迎接

我们归来了……激动的心情让我

们久久无法平静。接待我们的侨务

部门负责人介绍说，1956年 12月，

周总理陪同缅甸贵宾，经畹町桥赴

德宏州府芒市参加中缅两国边民

联欢大会，书写了中缅两国胞波情

谊的新篇章。当时的畹町镇似乎比

对面缅甸棒赛镇（又称九谷镇）落

后，夜晚一片漆黑，然而，我们早早

地起床，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蓝

色的天空，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回

国就是为了学习，为了参加祖国建

设，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1964 年元月，我和妹妹王碧

芬到集美侨校报到，学校不但为

侨生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而

且非常注重校风、教风和学风建

设，其“严治校、严治教、严治学”

的办学方针深受海外华侨的赞

誉。许多侨生在这里接受了良好

的教育，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

才。当我再次看到校门上迎风飘

扬的五星红旗时，我暗自发誓：一

定要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

作出贡献。在集美侨校，我和妹妹

享受助学金之外，每月还有 12 元

生活费，即使在“困难”时期，侨生

仍然得到了祖国母亲的眷顾。

在集美侨校，“诚毅”精神伴

我成长，我的理想终成现实。当时

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

学习”，我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学

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革命精神的热潮中，做好了“一颗

红心、多种准备”，随时为祖国的

需要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五星红旗引领下，我遵循

党和祖国的要求，在自己的学习

岗位上，为将来参加祖国建设做

好了准备。1965 年我光荣加入了

共青团，后来被评为“三好生”“五

好民兵”，当选校学生会干部、出

席厦门市“学代会”；担任侨校民

兵连副连长、纠察队大队长，出席

厦门市民兵代表大会、当选厦门

市人大代表。1966 年 10 月，我代

表集美侨校赴北京参加国庆观

礼，在观礼台上，见到了毛主席、

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1968 年我又实现了一个理

想，从侨校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部队的大

熔炉里得到进一步的锻炼成长。

有了理想和信念，必须要执

着地追求。入伍后，我把校园知识

带入部队，靠笔杆子宣传毛主席

的最新指示、部队的好人好事，既

锻练了自己、也鼓舞了士气，受到

部队领导的赞许、被评为“五好战

士”，多次获得记功和嘉奖。

1969 年夏天，几位集美侨校

同学到北京找我，谈到侨生们的

处境，期望我能向上级反映，我如

实写成长信，寄到中央相关部门。

此后，我决心退伍后，一定要为侨

生们多做些实事。1971 年，我带上

不多的退伍金到永定，从坎市到

下洋，一个多月走进十几个社队，

2006 年，58 岁的我离开了

党派的领导岗位，开始向研究

学者的转变。退休近 20 年来，

我默默无闻地为归侨侨眷、海

外侨胞做些力所能及工作；发

挥自己的优势，继续为统战部、

致公党、侨联做好海外联络、接

待工作；2009 年，主动协助华

侨大学到缅甸仰光设立孔子课

堂；仍然继续与致公党组织和

党员保持联系，应邀为各地党

员、基层侨联授课，讲解致公党

党史和侨情侨史；同时，还协助

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市侨联

编著《厦门市海外联谊会成立

20 周年》专辑和《厦门市侨联

成立 60 周年》画册，继续为统

一战线、为归侨侨眷、华侨华人

及广大致公党员服务。

2014年，在致公党厦门市委

会的支持下，我开始着手《海外

洪门与中国致公党》一书的撰写

工作。为了保持史料的丰富和真

实，我辗转海内外多地，搜集到

很多珍贵史料的原物和原件照

片，并把实物照片与已有的文字

记载进行一一比对和佐证，力求

还原历史。2017年 6月，历经近

三年的时间，该书终于出版问

世，得到了全国各地致公党党员

的关注和支持，目前已经三次再

版。由于致公党成立于海外，许

多曾经被遗忘的历史还需要进

一步发掘。只有加强研究，才能

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不忘先辈

为国抗争、多党合作的历史和初

心，坚定信念，履行参政党职责，

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携手前进。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但赤

子初心不改。我在五星红旗下

成长、在祖国的培养教育下获

得诸多荣誉，荣誉是我进取的

动力，荣誉寄托着希望，荣誉充

满人民的厚爱，荣誉属于我的

母亲――祖国！

祖国的强大才是海外侨胞

的靠山，中国梦，也是千千万万

侨胞的梦。

和集美侨校的“知青”同宿同

食，并再次把自己所看到的一

切，撰写成“华侨知识青年在永

定的生活状况”一文，分别寄往

省、市革委会和国务院。从此，

我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为

侨服务成为我今后的职业理

想。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吹响了侨务工作改革

开放的号角，厦门经济特区的

建立也为侨务工作的恢复与发

展赢得了时间和机遇。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见

证了侨务事业的发展，见证了

“侨党”致公党事业的壮大：

1981 年我参加致公党，并参与

致公党厦门市地方组织的筹建

工作；主动协助落实归侨知识

分子政策和侨房政策；帮助集

美侨校的复办工作；组建厦门

归侨文艺队、组织归侨医疗服

务队到涉侨单位为归侨侨眷服

务；协调市“五侨”的联络工作；

积极推进侨务立法；加强侨史

和致公党党史研究；参与筹建

厦门归侨知识分子联谊会；协

调、拉近港澳侨界与厦门的联

系；积极做好引进侨资侨智和

侨务对台工作。这 40 多年，只

要是涉及侨界的事，只要是归

侨侨眷、华侨华人需要帮助时，

我就会致力为公、尽责尽力，责

无旁贷。

1984 年，我正式调入致公

党厦门市工委会，实现了从企

业的技术管理干部到党派机关

干部的角色转换。那时是致公

党在厦门市发展初期，许多归

侨侨眷不了解也不敢加入党派

组织，我利用自己在侨界的人

脉，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与发

自肺腑的真诚，积极在侨界代

表性人士中推进组织发展工

作，使致公党队伍在厦门市稳

步壮大，我也被评为厦门市“侨

务工作者先进个人”。

因工作需要，我先后担任

两届的厦门市政协委员、当选

两届的市人大常委，六次出席

中国致公党全国代表大会，两

次参加全国“侨代会”，多次出

席省、市致公党和侨联代表大

会。2009 年和 2023 年先后两次

被授予“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称号，2006 年被中国致公党

中央授予“全党机关建设工作

先进个人”；2020 年 9 月 25 日

应邀参加中国致公党中央在北

京举办的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

95 周年座谈会。

我只是一个平凡归侨，回到

祖国 60 余年，从侨生、军人、工

人、大学生、技术员到公务员，学

习和工作中，大大小小的荣誉职

务、奖励、奖状有 100 多个，然而

领导职务、政治荣誉更多地意味

着责任。这些荣誉，无不凝聚着

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凝聚

着老一辈的革命薪火相传，凝聚

着祖国大家庭里关心、支持我的

每一个人的付出……

从缅甸到中国

诚毅伴我行

执着服务侨胞

矢志侨史研究

2009年和2023年，王起鹍两次被授予“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王起鹍（后排中）一家在缅甸时的合影

集美侨校师生欢送王起鹍入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