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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振

爱国侨领陈嘉庚，深受南洋华侨爱戴。他一生热爱祖国，

倾资兴学，大力支持祖国抗日战争，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器重、

关爱和赞赏。在陈乃昌著的《追随周恩来总理的岁月》一书里，

记载了不少周恩来总理与陈嘉庚侨领之间的动人故事。

谆谆叮嘱问候陈嘉庚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期间，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

进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早期毕

业于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的

陈乃昌，对校主陈嘉庚崇敬有

加。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跟随

周副主席，在第三厅工作。

有一天，周副主席和郭沫若

来到第三厅，陈乃昌陪着他们走

到一座小楼上的厅长办公室。阳

翰笙从主任秘书室迎了出来。周

副主席要大家坐下来。郭沫若说

起这次三厅主导的抗战一周年

宣传活动成绩斐然，把武汉三镇

的人民动员起来了。周副主席频

频颔首，表示同感。

郭沫若忽然对陈乃昌说，

1937 冬离开上海时，原想到新加

坡走走，没料到会在这里搞宣传

啊。陈乃昌说，真要去了，陈嘉庚

校主会热烈欢迎你的，我还可以

为你和陈嘉庚校主当个闽南土

话的翻译员。

陈乃昌回忆说，周副主席正

随手拿起宣传画报翻阅，听到郭

沫若和他的对话，周副主席即对

他说：“你是集美学校的学生，应

该可以和陈嘉庚先生通讯吧？你

现在的宣传工作岗位，正好可以

通报团结抗战的情况。寄点宣传

书刊给陈嘉庚先生，他会欢迎

的”。陈乃昌转向阳翰笙问了一

句：“寄得出去么？”

周副主席又说：“陈嘉庚先

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赞成‘恢复

中华，创立民国’的宗旨。别人做

不到的，他做到了，倾资兴学就

是其爱国主义最为难能可贵的

表现。日寇侵略中国，妄图沦我

国土为殖民地，嘉庚先生对此是

同仇敌忾的。寄些反映团结抗战

的书画，他会感到鼓舞，会高兴

的。你写好信，选择一些书画，让

阳翰笙托由香港寄出，要注意质

量。最近三厅印行的书刊画报质

量是好的。”

周副主席的见识、细致的作

风和亲切的态度，陈乃昌深深受

到教育，便说：“好的，一定这样

办。”阳翰笙在一旁也连声称是。

陈乃昌又说:“我和校主是素昧生

平，但写信时可以提一下叶渊，

他是嘉庚先生最信得过的校长，

是校主写了三次聘书才聘来的

校长，又是我的安溪同乡。前几

天他还来信说，他想趁此对日抗

战之机，再请嘉庚先生向当局吁

恳。他要我先对闽籍的和华侨的

参政员疏解一下。我正好可以把

这一信息对嘉庚先生说说。”周

副主席听后说：“这就更好了。你

在信里要写清楚———你是集美

的学生。你现在的工作机构和工

作岗位，要做点说明。嘉庚先生

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们的团结抗

战、抗战到底的主张，必能得到

他的共识。写封信，寄些书画，是

贯彻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一项具体措施，要做好，经常

做。”陈乃昌感觉周恩来副主席

的谆谆叮嘱问候校主嘉庚先生，

是真挚、坦诚的，有远见卓识的，

都是为了团结抗战的胜利。

周恩来首次会见陈嘉庚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侨

领陈嘉庚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大会，发动华侨筹赈支持

祖国抗战。又应祖国的需求，发

动华侨机工回国抗日。他还带领

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开展慰劳

活动。他到重庆见国民党蒋介

石，也到延安见中共主席毛泽

东。

1940 年 3 月 26 日，陈嘉庚

由新加坡经仰光转抵重庆，在重

庆会见中共领导人，时任中共中

央副主席的周恩来，未能与他在

延安见面。陈嘉庚于 5月下旬到

西安，正好周副主席和朱德总司

令在西安聚首，他们得知陈嘉庚

此时也在西安，即由朱德面邀陈

嘉庚，于 5 月 21 日在八路军驻

西安办事处，和周副主席一起见

面，陈嘉庚愉快地应邀了。不料，

竟为当地主管所阻，他们未能会

面。周副主席即往重庆，陈嘉庚

则上延安。

直到 1940 年 7 月 21 日，周

副主席才在重庆嘉陵宾馆，第一

次与侨领陈嘉庚见面。周恩来深

邃的智慧，恢弘的气量，谦诚的

态度，平易的谈吐，苦口婆心的

阐说，令陈嘉庚深感信服。周恩

来说，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

关头，必须坚持抗战，反对妥协

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国共分裂；

坚持民主进步，反对倒退。陈嘉

庚赞成周恩来讲的这个方针。

周副主席对陈嘉庚说：“国

共合作是历史的潮流，国民党受

到各方批评，才推动两党进行谈

判。”他和陈嘉庚会谈后，陈嘉庚

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人才

啊!”这是他和周恩来首次见面后

说的一句话，表达了他对周恩来

的崇敬。他还说：“到延安见到毛

泽东主席后，始知中国维新的始

基已定，殊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

也。”

7月 25 日晚，陈嘉庚在国民

外交协会演讲“西北之观感”，集

美校友陈乃昌前去参加。陈嘉庚

讲的是闽南话，陈乃昌记下全部

讲话，深夜就把记录稿送到周公

馆了。叶剑英和周副主席都看

了，周副主席赞扬陈嘉庚是凭着

“良心与人格”讲的，是根据事实

颂扬延安的讲话。

陈嘉庚得知国共正在谈

判，妥协有望，可告慰侨胞。但

从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后，国民

党人的不满，以及蒋介石当面

痛骂共产党，使他顿觉阴云四

布，但他最后致函蒋介石辞行

说：“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

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

不同情。”义薄云天，不畏权势，

令人感佩。

周副主席说陈嘉庚的崇高

品德是“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

屈”。陈嘉庚说，“余天性好直言

不欺隐，勇于负责，不怕威胁。

为爱国热诚，嫉恶好善，不能附

和潮流”。陈嘉庚在回国慰劳期

间，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对陈嘉庚的生平是

熟稔的。陈嘉庚留给周恩来的

是一个严正长者的印象，是崇

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凛烈的民

族气节。陈嘉庚回国慰劳，反对

国共摩擦，坚持枪口对外，打败

日寇，复兴民族，这是他的崇高

的思想品质，是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的表现。从周恩来首次

会见陈嘉庚，到建国后对陈嘉

庚的关怀，让陈嘉庚对周恩来

无比崇敬，他们之间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陈嘉庚打算视察滇、

黔、桂、粤、湘、赣并回福建故

乡，再经昆明出国，返回新加

坡。

陈嘉庚的一张电报

1941 年秋的一天，国民党

行政院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在

重庆开锣劝募公债，蒋介石参

加了劝募委员茶话会，其行径

是在皖南事变政治上大失败之

后，企图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广

大中间人士的麻痹拉拢，以塑

造举国一致的假象。

劝募会要在海外华侨中推

销公债，曾急电陈嘉庚，请其主

持一切劝募事宜，并说将由劝

募会秘书长亲往新加坡面聆明

教。陈嘉庚立即回电，痛陈南洋

华侨热爱祖国从不后人，自抗

战军兴，各属华侨同仇敌忾，曾

已义捐巨额侨汇，足供抗战军

需而有余，并可充作银行发钞

的储金准备。

电报还说，上述情况是他

1940 年春回国内所了解的。并

说国民党政治腐败、独裁、贪

污、侨汇为私人中饱，尤所痛

心。近且不能一致团结、枪口对

外，侨胞大失所望，侨汇大减，

今欲劝募公债，无异“缘木求

鱼”，一口谢绝了。

周副主席看了电报后，显

得喜悦、兴奋。他赞扬嘉庚先生

爱国兴学的精神，创办集美和

厦大这么雄伟的系统的学校，

为国家培养人才。他的兴学精

神，要永远受到尊敬和爱护”。

接着，周副主席问陈乃昌：

“听说集美发生过学潮，这应该

只是针对学校当局的意见吧？”

陈乃昌回答说，“正是这样。当

年学生闹学潮，是在‘读书与革

命’的问题上和学校发生矛盾。

陈乃昌讲到，陈嘉庚在 1920 年

创办的集美师范，对学生很优

待，吃饭发银洋四元，愿意吃稀

饭的，每月还能发回给一块钱。

我们切身体会，倘不是集美师

范，就无法受到教育了。周副主

席听了大大赞扬嘉庚先生优待

贫寒子弟的办学方针，说他读

书时就没有这样优待贫寒子弟

的学校。

周副主席说：“陈嘉庚先生

在二十年代创办的集美学校，

是全国有名的学校，对中国的

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

的铁骨铮铮、刚正不阿的高尚

品质，永远闪烁着民族独立的

光辉。”

周副主席十分称道嘉庚

先生“凭良心和人格”说话办

事，有着至为可贵的教育意

义。他在客观事实中明辨是

非，认识真理，不管任何人，无

论地位高低，谁要歪曲事实，

“指鹿为马”，靠谎言与谬论骗

人，他都不会容忍，必欲抗争

到底。他在延安的观感所得和

对福建故乡时弊的抨击，就是

明显的例子。

周副主席又提到陈嘉庚

1940 年回国发表的抗日爱国

的言论，对推进团结抗战，反

摩擦、反分裂的时局是有作用

的。联想到 1939 年，他从新加

坡打电报给国民参政会那个

响彻祖国大地的十一字提案: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以及这张拒绝推销公债、义正

词严的电报，都表达了他一贯

反对国共破裂、反内战，一贯

支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抗

战到底、驱逐日寇出国土的思

想主张，这种思想应该广为宣

传。

请院长竭尽全力抢救

1958 年元月间，担任全国

侨联主席的陈嘉庚，突然身患

重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

经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右眉上

端，不幸患了癌症。次年转到北

京治疗，先住崇文门马匹厂，旋

即移居后圆恩寺，由日坛肿瘤

医院吴桓兴院长负责，对他进

行放射治疗。

陈嘉庚先后在后圆恩寺养

疴住了两年时间，他坚毅地与

严重的癌症作斗争，无论怎样

痛苦，从不呻吟一声，直至右眼

失明，犹神态自若。这期间，他

关心时事如故。每天早午间要

让看护他的叶祖彬读报一小

时。他一贯以十分认真的态度，

屏息静气地听着。

选择后圆恩寺这座院子，

作为校主陈嘉庚的养疴之所，

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总理周恩

来商量后特意安排的。这里环

境幽静，房舍明亮，不华不俗，

一进门便有身心舒适之感。在

这期间，校主重症在身，却旷达

乐观，对个人的生命安危，表现

出少有的坦然。

校主陈嘉庚在进入高龄

之后，亲自主持设计规划他的

身后，在集美鳌头宫营造他的

“生坟”(今集美园鳌园) ，在他

生病之前已经完工了。尤为重

要的是，昔日被日寇、蒋帮飞

机大肆轰炸、破坏的集美学校

建筑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

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与支持下，

并在校主自己的辛勤擘划、经

营下，已经修理完善，旧貌换

新颜，更加宏伟壮丽了。他多

次说：“我再没有什么放不下

心了。”

陈嘉庚校主对周恩来总

理的感情十分深厚。他尊称周

总理为“开国宰相”，每每提起

周恩来总理，他总要付之一声

赞叹。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曾

深入缅南各地参观。校主知道

了，忧心忡忡地说：“唉，何必

到那种地方去？我知道那些地

方不安宁啊!”为了了解总理

在缅甸的情况，他每天提早读

报，又兼听广播，显得很焦灼，

直到总理回国了，他才安下心

来。

有一次总理突于夜间来

访，专程前来看望陈嘉庚，问

候他的起居饮食情况，随后就

匆匆离去。陈嘉庚校主对此感

动至深。总理走后，他表情沉

重地一句一句地说：“开国宰

相日理万机，只顾别人不顾自

己，还来看望我这衰残无用的

老人啊!”

1961 年 6 月下旬，嘉庚校

主病情突趋恶化。6 月 23 日，

周总理前来探望时，校主双目

紧闭，不能说话，已失去了知

觉。周总理在前厅会客室，即

时邀集吴桓兴院长等中西医

务人员以及亲属亲友谈话，着

重嘱咐：“竭尽全力抢救!”他

要求对嘉庚先生的病情进一

步检明原因，对症抢救，促进

恢复健康。

由于病情恶化，校主陈嘉

庚先生因抢救无效，于 1961 年

8 月 12 日 0 时 15 分在北京逝

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