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 年，我在印尼首都雅加

达出生。当时战局动乱，社会不

宁，物资匮乏，是民不聊生的时

代。我在华侨社会共济帮助下，

有幸在“广仁”、“巴中”两所爱

国名校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中

小学的学业，也担任班长、学生

会主席等职务，这使我在学识和

社会工作能力方面，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些自

称“海外孤儿”的华侨，强烈地感

受到祖国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

为她奋斗终身的地方。青年人都

梦想能投入母亲的怀抱。我在巴

中留校教书才一年多，当地反华

排华的恶流已开始涌动，印尼政

府改华文教育为印尼文教育，许

多不会讲印尼文的老教师将面临

失业。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派员

来到“巴中”动员年轻教师回国升

学，以免“争老教师饭碗”。1958

年 3 月，我拿了领事馆赠送的三

等舱船票，乘“芝万宜”号巨轮启

程回国，经香港进深圳罗湖口岸，

回到祖国母亲怀抱，开始了人生

新的征途。

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度过多

雨的春季，8 月考上厦门大学生

物系动物专业。当时是建国初期，

百业待兴、又遇特大自然灾害，苏

联逼债，对台斗争等，我的大学生

活是在炮战、饥饿和学习秩序动

乱情况下度过的。在最紧张的对

台炮战中，厦门面临第一线，

我们就常去农村边劳动边学

习。当时有的侨生动摇了，我

虽也感到困惑，但经历过苦

难的童年，身怀对祖国的热爱，我

还是坚定地紧拥母亲，克服种种

困难，全身心投入学习，在学校汲

取知识，使自己在专业、外文水平

得到很大的提升，以优秀的成绩

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在这里学习工作，建立家

庭，培养子女。祖国母亲把我从一

个海外孤儿培养成一位对国家有

贡献的科研人材。

在三十多年工作中，我一直

在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从事海洋渔

业资源的研究。省水产研究所是

属于生产性的研究机构，其课题

大部分是指令性的，由中央水产

部、省水产厅下达。福建面临台湾

海峡，辽阔的海域就是大实验室。

为取得第一手资料，出海更是我

们科室的家常便饭。虽然我们有

正规的调查船“闽锋号”，但因对

台关系紧张，目标太大，有风险。

到一定的海域我们就改乘渔民捕

鱼船，船小腥味重，晕船呕吐是免

不了，我和同事们一起不管风急

浪大、瓢泼大雨或白天夜晚，都要

做好各站点的工作，采集水样、浮

游生物及各种渔获物的生物学测

定。每出海一次都要掉几斤肉。上

岸后再进行样品的分析，参照有

关资料，及时写出调查报告。比较

大的项目还要和水产院校如厦门

大学海洋系，协同完成，共出成

果。

我当时正当壮年，由于热爱

海洋事业，虽然工作繁重也坚持

博览群书，钻研业务与同行交流，

参加全国、全省学术研讨会，并参

加了全国、本省的有关专著的编

写，《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福建鱼

类志》等。20 多年来得到科研奖

项共 15 项，其中国家级、部级奖

项 4项，省级奖项 6项。

由于我在工作中有点成绩，

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先

后被评为国家级专家、福建省优

秀专家并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和高

级人才生活

津贴。在政治

上也得到高

度 重 视 ，任

八、九两届全

国政协委员

和八、九两届

厦门市政协

常委，多次评

上侨界先进

工作者。单位

也委任我研

究室主任、省

水产资源调

查队副队长、

省水产研究

所副所长等

职务，还任厦

门市侨联副

主席等社会

职务。

1958 年

至今，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度过

了 61 年，我个人的成长及取得的

一些成绩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培

养。我已经 85 岁高龄了，过着安

详的晚年生活，逢年过节或有病

住院，都得到各级领导拜访慰问，

使我倍感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

暖。我这一辈子都在祖国关怀下

堂堂正正做人，为祖国献出青春

和力量，我可以自豪地说：祖国母

亲，我是您的好儿女，永远热爱

您，永远忠于您!

（厦门巴中校友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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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画如其人、人如其画”。凡接

触过陈云鹏及看过他的画作者，

必有同感。

出生于缅甸仰光的陈云鹏，

未曾享受儿童应有的幸福快乐，

却陷入日寇蹂躏战乱下的逃难生

涯。1948 年缅甸独立，仍内战不

断，他进入华人学校读书。新中国

成立时，在学校里大力宣传。从

此，他开始融入各种热爱新中国

的活动，活跃于校内外。

曾在缅甸著名艺术大师吴威

盖教授工作室深造，参加过两届

全缅美术家协会油画展的陈云

鹏，完全可以在缅甸发展，可他

1960 年毅然决然回到祖国，参加

了中缅边界划定勘界工作，任中

方勘界第一办公室的缅文翻译，

为中缅两国的友好往来作了贡

献。

1963 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1968 年毕

业留校，1973 年 4 月转回祖籍地

厦门工作。曾任中共集美大学师

范学院美术系党总支书记，1998

年退休。现为中国油画学会会员、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厦门市

美术家协会会员。

退休 20 年来，陈云鹏几乎没

有间断过油画创作，坚持学术钻

研，撰写数篇学术论

文，2013 年在《艺术》

期刊发表文章《神奇的

学画机遇》，阐述他在

艺术攀登路上的真知灼见。

陈云鹏擅长油画静物、风景

画和肖像画，画风严谨富有内涵。

作品被缅甸前总理吴努、英国收

藏家协会、陈嘉庚纪念馆等机构

和收藏家广为收藏。部分作品在

《艺术》期刊上发表、被收录于《中

央美术学院 678 专刊》。

陈云鹏的画，和他的人一样，

朴实无华，自然亲切，充分体现出

对大自然的迷恋，对人生的无限

热爱。这些伴随着他走过 20 年退

休岁月的作品，是他心灵的写照，

也是他个人精神的寄托。

综观他两本厚重的油画作品

集，一是对骠国（缅甸古称）深深

的眷念之情。生于缅甸，喝着伊洛

瓦底江之水、吃着缅甸大米长达

22 年之久的他，岂能不眷念？他

参加缅联会组织赴缅甸旅游团至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蒲甘时，深

感缅甸是一个古朴而充满震撼的

国度，于是，相机快门的照片，成

为他油画的素材。

陈云鹏对骠国眷念之情还体

现在积极参加厦门缅甸归侨联谊

会组织的活动，按他的原话说，能

与有共同语言、共同情感的胞波

相聚，感到很亲切和快乐。人老

了，出力不了，出钱可以。他说到

做到，每年的泼水节年会，都义无

反顾地慷慨解囊捐款 1000 元，有

时捐 2000 元。

二是对祖国及家乡厦门深深

的爱。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 2018

年 11 月 9 日在集美大学美术学

院举办的“歌颂中华魂———陈云

鹏老师作品展”开幕式，画展系集

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重要活动之

一。此次画展展出的百幅作品，题

材多样，有静物风景，也有人物风

情，反映出了陈云鹏旺盛的创作

才情。作品细腻中有粗犷，粗狂中

见细腻；色彩浓而不艳，艳而不

俗，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构图

布局生动多样，不拘泥不造作，每

一幅精心绘制的作品，都在表达

美好的意境，或清新，或浓烈，或

宁静，或热情。

陈云鹏致辞表示：“回顾 60

多年的艺术生涯，我没有辜负恩

师和前辈们的培养，始终传承着

美术教育，坚持油画创作。本次

画展是我退休 20 年来的一部分

作品展览，主题是歌颂中华魂。

在我心里，不畏艰难困苦，奋勇

前进就是中华魂！秉承嘉庚精

神，诚以待人、毅以处事就是中

华魂！在厦门教育界工作 25 年

来，我欣喜地看到往日的学生们

大多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

柱，也看到了校友们对社会做出

的贡献，在此向广大校友致以崇

高的敬意。为秉承嘉庚精神，本

次画展的义卖所得将全部赠与

集美大学用以支持教育事业”。

（厦门市缅联会供稿）

我在祖国的水产事业中闪光
□朱耀光

仰光瑞德贡大金塔（油画）

陈云鹏与缅联会胞波合影

参加全国八届政协会议 朱耀光夫妇

鉴定海洋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