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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月，萧岗（左四）参加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扩大会

上世纪 90 年代末，萧岗参加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座谈会（右二为萧岗，站立

者为本文作者）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伊

始，便积极开展中外以及中国大

陆与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萧岗

同志（以下称萧老）说，“对华侨华

人的历史研究不能关起门来搞，

必须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华

侨华人史’这门开放性很强的边

缘学科的发展，需要更多、更全面

地掌握国外研究的情况及学术思

潮、观点，以拓宽研究路子。为了

多学习、借鉴，我们要力争在可能

的条件下，与海外有关学术研究

团体和机构建立经常的学术联

系”。

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学会

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据不完

全统计，侨史学会成立的十年

间，会长洪丝丝、副会长萧岗以

及学会的领导接见过包括泰国、

新加坡、加拿大、美国、日本、马

来西亚、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台

湾、香港地区在内的 30 多批访

问团，共 60 多名来访学者。其中

包括美国学者麦礼谦夫妇、王灵

智，澳大利亚的王赓武、刘渭平、

杨进发，新加坡的李励图、魏维

贤、崔贵强，菲律宾的吴文涣，加

拿大的谢培智、李德胜以及日本

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多位学

者。萧老与这些学者进行了深入

交流，他们都对萧老印象深刻，以

至于很多年以后，他们当中的一

批人有机会再来中国的时候，还

多次问起萧老，关心萧老的近况。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还陆续与新加

坡南洋学会等多家境外科研院所

和国外的中文报刊建立联系、交

换杂志、交流成果、共同举办学术

活动等。对侨史研究而言，在中国

的大门打开后，能够迅速了解世

界动态、加强对外交流，是何其重

要！不得不说那一代人确实独具

世界眼光。

除了开展国际交流，萧老还

积极安排推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和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在北

京联合举办 《甘苦沧桑二百

年———美国华人历史图片展览

（1785-1980）》，后来这一展览还

到广东等地展出，使国人加深了

对华侨史和华侨的认知。

1999 年 8 月，中国华侨历史

学会和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共同在

广州举办了“海峡两岸华侨与抗

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在

大陆举办的海峡两岸华侨问题学

术盛会，台湾华侨协会总会组织

了 19 名台湾学者与会，带来了 24

篇论文。时任学会会长的张楚琨

先生因健康原因未能参会，时任

全国侨联副主席朱添华代表张楚

琨宣读了致辞，萧老则以会议筹

备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

议。他十分认可两岸学术交流的

这种模式，他说，选择讨论“华侨

对抗战的贡献”这一题目，让两岸

的学者们都能接受，而学术交流

形成的成果还可以进一步促进两

岸的民间交流，很有意义。正如萧

老所见，这次会议后，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与台湾华侨协会总会进一

步加强了联系。次年，在台湾举行

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年会”时，应台湾华侨协会总会邀

请，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率团赴台

访问。

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理事

中，聚集了一大批从事东南亚问题

研究和侨史研究的专家及热心侨

史研究的老侨务工作者，一些知名

专家学者如陈翰笙、姚楠、韩振华、

朱杰勤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萧老十分喜欢与学者交朋

友。在他身边聚集着像黄猷、周南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侨联领

导，萧老是参加华侨历史学会

活动次数最多的，不论是理事

会、学术报告会、研讨会，还是

历史学会举办的活动，只要条

件允许，他都抽空参加，支持学

会的发展。1989 年 4月 22 日至

28 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与新

加坡南洋学会、福建省华侨历

史学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共同举办了“战后海外华人变

化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华侨

历史学会参与举办的一次大型

的国际会议，也是我随同萧老

第一次去福建厦门。会议很成

功，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

律宾、泰国、美国、加拿大、日

本、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名学

者齐聚鼓浪屿，共同探讨侨史

学界最为关注的课题。

记得当时同行人中也有个别

从北京参会的学者，由于经费不

足，学者们多选择乘坐火车。研究

所的领导劝萧老坐飞机，可萧老

不想搞特殊，坚持要与学者们一

起乘火车。那个年代都是绿皮车，

条件比较差，但是有萧老同行大

家都很开心。那次会议原国务院

侨办副主任彭光涵也参加了。

这两位侨务战线的老战友都没

有领导架子，从头至尾参加了 5

天会议。我还记得晚上陪同两

位老人在鼓浪屿散步的情景，

夕阳西下，徐徐海风中他们饱

含热情谈论的都是工作上的

事，有交流海外华侨华人经济、

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有

讨论如何加强国内侨史研究和

政策研究等。

那年 5月 17 日，萧老在北

京主持召开了厦门会议的总结

会，研究所的巫乐华、方雄普、

郑民、谢成佳以及丘立本、梁英

明、陈民等人参加。大家对这次

学术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其在华侨华人经济问题的研究

方面成果显著，如，战后华人经

济演变及发展趋势，国际经济

和各国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

响，华人经济的性质及经营方

式，战后华人大企业集团的发

展，中国引进侨资的政策等。会

上还就“华人是同化还是认同”

“是搞华人经济圈还是南南合

作”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都

畅所欲言，谈了各自的看法。参

加这类会议，对我们这些刚入

行不久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受益

匪浅。最值得一提的是侨乡之

行，我还结识了萧老的两个弟

弟，大弟肖永坚在暨南大学东

南亚研究所工作，小弟肖永吉

时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他们

兄弟三人都在为侨的事业默默

耕耘，成就了一段佳话。

1991 年 12 月，因工作需

要，我调离了华侨历史研究所，

萧老多少有些惋惜，时常勉励

我不要放弃读书学习。回想起

来，这段时期是我写文章最多

的时期。1998 年 12 月经中国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方雄

普同志多次推荐，我又回到研

究所工作，萧老听说后非常高

兴。那时他已退出侨联领导岗

位，但仍很关注侨史研究，有一

段时期，萧老经常打电话给我，

交流对华侨华人相关问题的看

法。如，如何认识和看待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国应抓

住发展的机遇；华侨华人是中

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们对祖籍

国做出贡献，对住在国也做出

了贡献；要关注海外华侨华人

的生存发展，促进他们融入当

地，做中外交流的使者；要把握

好侨务政策，正确区别华侨华

人，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研究

华侨历史并不是排斥对现实问

题的研究，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保留“历史”这两个字更有利于

开展工作；发挥侨联特色，利用

归侨侨眷加强与海外侨胞的联

谊，协助做好民间外交工作；国

运兴，侨运兴，侨联事业大发展

等。2010 年 7月，萧老在参加中

国侨联在北京召开的部分侨史

专家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只有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

作，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才能不

断取得新发展；只有坚持侨史

研究与侨情研究相结合，侨务

理论与侨联工作才能更有生命

力；只有不断拓宽学术交流渠

道，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华侨华

人问题研究才能取得更具价值

的成果。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

考展现了萧老具有非凡的洞察

力和世界眼光，也反映出他为

侨史研究殚精竭虑的赤子情

怀。

2010 年 11 月，我兼任中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那时

萧老已经80多岁了。在那段时间

里，他与周南京、梁英明、丘立本

等学会的老同志仍然还坚持参加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六次会员代

表大会、会长扩大会、纪念中国华

侨历史学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

侨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

学术研讨会等许多活动，对侨史

学会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鼎力

支持。

（作者系中国侨联副秘书

长、经济科技部部长）

积极促进对外学术交流

学者的良师益友

殚精竭虑助力研究

1993年4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邀请新加坡学者崔贵强座谈，萧岗（前排右三）接见

———怀念中国侨联原副主席萧岗 连载（中）

□特约撰稿 赵红英

京、梁英明、丘立本、陈民、蔡仁

龙、黄昆章、李国梁、赵和曼等一

大批学者。而对于学者来说，萧

老善于思考，并且对知识分子

饱含尊重和理解，所以他们都

把萧老当知己，有什么意见和

建议都愿意向他反映。萧老常

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要依靠

社会力量办会，要注重发挥专

家的作用，无论是办杂志还是课

题研究，学会秘书处和华侨历史

研究所都应尽力给予支持，从而

在社会上培养造就一支从事华

侨历史研究的力量。

事实上，学会的成立与发展

与有一大批热爱侨史的专家的

参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与萧

老共事相处过的学者和工作人

员无不被他高尚的品格和为民

的情怀所打动。原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副会长巫乐华曾深有感

触地说，“萧老虽官至高位，但

在我们这些有幸在他手下当过

‘兵’的人心中，他亦师亦友、亦

兄亦长，是一位可亲可敬、让人

永远怀念的前辈和楷模”。

萧老对学者的深情厚谊绵

延长久，直到他离休以后，还时

常叮嘱年轻人多向老专家学

习，为他们搞研究创造条件。他

特别关注学者的生活和身体健

康，只要听说有学者身体欠佳

或有什么困难他都倍加关心。

我因工作变动原因，后来跟专

家联系得少了，萧老就会主动

打电话提醒我。

记得北京大学教授周南京

身体抱恙的那几年，萧老总是

把周教授生病住院的消息第一

时间告诉我，让我得空探望。

2016 年春节前，萧老打电话告

诉我周老师病重。那年 5 月周

教授因病去世，在他去世前，我

陪同时任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去

医院探望，并为他带去了萧老

的问候，这也让我少了些遗憾。

福建社科院原副院长黄猷

是萧老的挚友，也是研究华侨

华人问题的专家，萧老经常与

他探讨华侨华人问题。萧老曾

将黄老介绍给我，后来在黄老

的支持下，我和所里的两名同

事完成了《建国以来侨务政策

回顾与展望》的课题。黄老 2015

年 11 月去世，在他生病的日子

里，萧老十分关心，让我们到福

建出差时前去看望，带去问候。

黄老去世后，我和萧老第一时

间得到消息，并以个人的名义

送去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