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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我出生于印尼爪哇

东端的一个小镇。在我童年的

记忆中，那里民风淳朴，椰林处

处，左邻右舍都是地道的原住

民，有深受荷兰教育的知识分

子，也有卖香蕉煎的小贩，他们

不时来我家小店买日用杂品。

我的父母印尼语虽不精通，但是

懂得与人相处之道，彼此守望相

助，邻里和睦。父母对孩子们的

教育很严格，

除了上华校，

说闽南话，还

有一套套的连

环图画：长坂

坡、草船借箭、

花 和 尚 鲁 智

深、林冲夜奔、

宁国府、荣国

府……都是我

童年时代的读

物。我对这些

读 物 爱 不 释

手，耳濡目染

之下对中国历

史文化产生了

喜好。

而“家书”

就是父母生活

里的主题曲，是悲是喜，亦忧亦

慰，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有所感

受，也有所联想。在那天之际的

中国，是我们的故乡，有以“耕

读传家”的祖父母在翘首远眺，

还有身边父母对故国家园的牵

挂。

上世纪 60年代初，印尼政府

排华政策骤起，掀起居住印尼的

中国侨民被迫举家回国浪潮。当

时校里流传的一句话“海外孤儿

有了娘”让我们感到自豪。记得当

年，家里似乎乱哄哄的，大柜小

箱，满屋都是，甚为纳闷。看到母

亲神色凝重，在忙着把一小撮又

一小撮米粒大的火石塞入手中的

几件裤腰里，再密密针缝。又不时

在清点衣物，红色毛毯，厚重外

衣，还有一罐罐食用油，小至肥皂

针线都齐。原来是有个住在乡下

的远亲就要回国了，所要携带的

行李都在我家打理整合。听说，火

石在中国能卖钱，可以备用度日，

但我心想我们的祖国怎么会没有

食用油、肥皂等？临行道别时，大

人们的悲戚和泪水，历历在目，久

难释怀。

时光匆匆，白驹过隙，我们

在时光的隧道里不走回头路，一

晃就是七十年，我也从中国侨民

的身份归化入印尼国民，在这印

尼的国土上落地生根，开枝散

叶。但是中国文字的魅力和中

华文化的熏陶，其内在的价值观

和顽强的生命力，又让我们一代

传一代。身为印尼华族，我们深

爱养育我们成长的国家———印

尼，也非常依恋我们的文化母

国———中国。

新中国 70年风华正茂，举世

瞩目。尤其在一代伟人邓小平“我

们必须解放思想”的引领下，中国

勇敢地迈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

道路，独领风骚。今天的“一带一

路”，就是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的

总体目标。行者无疆，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一一实现对接，项目

全面铺开，落地开花，这是中国与

未来有约，与世界人民同使命，共

担当，为万世开太平，功在当下，

重创千秋伟业，勾勒历史的新画

卷。

忆当年，秦皇汉武，开疆拓

土，划下物华天宝的地域江山。唐

宗宋祖，人文鼎盛，唐人文化的软

实力震撼世界。在一字一世界，

一笔一乾坤的中国字里记下了

五千年历史的传承，璀璨如新，

散发出对自身文化的民族自信

和力量。看今朝，中国人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

创新，创下国强民富的最高点，

用智慧使经济和文化等量齐观，

持续不懈地为司法、人权、环保

做贡献，培根铸魂，树正气，蓄

浩气，显骨气，养和气。正如习

主席所言，坚持开放绿色廉洁治

国理念。这正是国人心齐图治，

努力朝向的目标，润物无声，“事

因于民者，必成”。

中国啊，我的祖籍国，今年是

您 70岁大寿，请接受我这远居海

外共和国同龄人的祝福。同是同

龄人，可人生如朝露，我已经是日

薄西山，正度余年。但共和国仍然

屹立东方，泱泱大国，巍巍华夏如

日中天。乘“一带一路”的东风，彰

显中国的盛世风华，站在世界大

国、世界强国的舞台上，华丽转

身。您坦言不敢独善其身，要为生

民立命，达人达己，兼济天下，与

世界诸国携手共进，共创进步和

平的世界。

70 年来，斗转星移，沧海桑

田，我们这一代印尼华族，早就根

植于我们的印尼祖国，也深深地

爱上了这养我育我、椰林处处的

千岛之国。可午夜梦回，挥不去的

是我童年的记忆，那物资匮乏的

时代。放不下的是对祖籍国博大

精深文化的眷恋，祝愿的是印中

两国人民的友谊常青，在新世纪

里共建，共商，共享。怃今论昔，思

潮如涌，披衣打字，随手而书。诚

挚祝福祖籍国中国 70岁华诞，国

运昌隆，人民安乐，昂首阔步再迈

五千年！

阴 廖彩珍（印尼）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七十周年

父亲升起五星红旗
父亲是名“教书匠”，抗日战

争爆发后移居缅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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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一生为人耿直，爱憎分

明，不求名利地位，传播中华文

化，忠心耿耿地为缅甸华侨的教

育事业服务 20余年。为了让更多

的华侨华人子弟，特别是贫困学

生能接受同等教育，他长期辗转

在小城镇的华侨学校任教、任职，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少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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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亲自制作五星

红旗升在他任教的华侨学校，并

经常对我们说起新中国成立时令

人激动难忘的情景。从此，每年国

庆，父亲都会制作许多小五星红

旗，带领华侨学生唱国歌，激发华

侨学生的爱国热情。在父亲的教

导，我也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立

志“好好学习，争取回国！”

1963年底，父亲安排我们兄

妹俩从仰光途经曼德勒、腊戍到

棒赛，并跨越中缅边界经畹町、昆

明、福州到陈嘉庚倡办的集美侨

校读书。当我看到集美侨校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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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建设做贡献。

陈嘉庚先生倡议创办的集美

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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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侨生在这所学

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建设

祖国的有用人才。我于 1965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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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过侨校民兵连副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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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写就的经历
有了理想和信念，必须要有

执着的追求。我曾多次写过入党

申请书，凭借自己是“知识青年”，

靠笔杆子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

示、部队的好人好事，既锻炼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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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侨生们上

山下乡后的处境，期望我能向上

级反映，我如实写下长信，寄到中

央相关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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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集美侨校的“知青”同宿同食。他

们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出乎

我的意料。我再次把自己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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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

起，我便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曾多次见过中央领导人毛

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66 年、

1969年），也见过江泽民、胡锦涛

（1995年、2000年）和习近平。毛主

席指引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邓小平教导我们“要有一点闯

的精神，‘冒’的精神，走出一条好

路，走出一条新路，干出新的事

业。”

1981年我加入致公党，并参

与厦门致公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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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侨”的联

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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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

是涉及侨界的事，只要是归侨侨

眷、华侨华人需要帮助，我会尽心

尽力，责无旁贷。

1984年，我被评为厦门市

“侨务工作者先进个人”。我先后

担任过市侨联副主席、致公党副

主委，人大侨委、政协“四胞委”、

统战部、侨办等涉侨部门、单位的

职务。我曾六次出席中国致公党

全国代表大会，二次参加全国“侨

代会”，先后被授予“全国归侨侨

眷先进个人”称号和中国致公党

中央授予的“全党机关建设工作

先进个人”。

责任描绘的荣誉
“堂堂正正做人，一心一意为

侨”，这是我在统战与侨务工作中

的准则。

退休十年，我仍以普通人的身

份为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做些力所

能及工作；仍然继续保持与致公党

的联系，应邀为各地党员、基层侨

联授课，讲解党史和侨情侨史；编

著《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一书，

为广大归侨侨眷和致公党党员提

供侨史、致公党党史的研究交流平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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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七十周年，我在五星红

旗下成长、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获

得殊多荣誉：荣誉是我进取的动

力，荣誉寄托着党的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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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的集美侨校学生证

阴 王起

廖彩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