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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老特别重视青年的培养，

他对年轻人的爱护也是出了名

的。前不久，我遇到几位 30 年

前曾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谈到

萧老，这些如今已年过半百的

人都肃然起敬。大家一起追忆

起当年曾受到过他的种种关怀

与帮助，往事仍历历在目。有的

是生病期间，萧老亲自探望慰

问；有的是工作没了着落，萧老

亲自协调落实；有的是没有住

房，他关心帮助解决；有的是想

再读书深造，他爱惜人才，直接

开绿灯……

1987 年夏，全国侨联第一

次向高校招录大学毕业生，我

们 4 个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

学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

被分配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与华侨历史研究所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工作。大学生的到来

受到侨联的重视，萧老更是用

心栽培。

记得那年 10 月我们刚上岗

不久，萧老就带着我们去广东参

加在江门举办的华侨历史研究

工作座谈会。广东是改革开放的

前沿，又是重点侨乡，作为北方人

的我，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萧老和学会的老同志们一路为我

们讲解，从广府人、潮汕人、客家

人的特点，碉楼的历史和文化，到

侨乡的特色、侨刊的发展，其间种

种，不厌其烦，娓娓道来，增进了

我们对侨乡的了解和对侨胞的情

感。

上世纪 80 年代正是中国承

前启后的时代，蓄积着将欲迸

发的巨大力量。乘着时代的东

风，萧老带我们走访广州、佛

山、江门等地的侨联组织，看望

当地的归侨，深感侨联组织在

外事、旅游以及接待侨胞、吸引

侨资、捐资办学、修路搭桥等方

面的作用。这些难忘的经历对

我们几个刚走出校门、进入社

会的大学生来说，是一次记忆

深刻的体验，不仅增进了我们

对侨乡的认知和对侨胞的感

情，更增强了我们做好侨联工

作的信心。

“读书千古事，做官一时

荣”，这是萧老经常对年轻人说

的话。他说，你们是 80 年代的大

学生，赶上好的时代，要多读

书、多钻研，要耐得住寂寞，要

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了解他的

人都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尽快

培养一支专业性强的侨史研究

队伍。

青年的引路人

萧老做人温和低调，生活

简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

关心困难归侨的生活，曾听他

的司机说，萧老一直用工资在

资助困难归侨，而且不让司机

对外讲，也不知道那些年他帮

助了多少困难归侨。萧老对吃

穿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生活

很简朴，春秋就是两套灰色和

蓝色的中山装换着穿，夏天就

是两件白色短袖衬杉换着穿。

他平易近人，不讲排场，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出差时常住的

地方是广州沙面招待所和厦

门大学、暨南大学招待所，他

说这里的条件跟过去相比已

经很好了。

上世纪 90 年代，我与侨史

研究所的人到他家采访，到了

中午，他一定要请我们吃饭，选

了在方庄附近的一家烤鸭店。

那天萧老特别高兴，点了不少

菜，大家吃得很开心，最后是萧

老买的单。

还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记忆

深刻。一次是同萧老坐火车出

差，上车时，路过洗手池，发现

水龙头没有拧紧，还在滴水，前

面一个女旅客随手将水龙头关

紧了。萧老见此景后，对我说：

这个人有修养，不但有节水意

识，更体现了良好的公共道德。

从那之后，我便养成了随手关

灯、随手拧紧水龙头的习惯。还

有一件事，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刚刚兴起喝小包装的袋装

茶，工作人员不知，把内层纸袋

也打开，把茶叶末倒到杯子里

为萧老沏茶，萧老看到不但没

有怪罪，还说不要浪费，竟然就

那样喝了起来。这些虽然都是

生活中的小事，但更体现出萧

老高尚的品德和修养。

大约从 2019年开始，萧老的

身体每况愈下，开始经常住院。考

虑到他的情况，医院和家属不让

探望，我只好经常向他的司机了

解萧老的情况。记得 2019 年夏

天，我偷偷跑去北京医院看他，他

特别高兴。老人家也是偷偷地躲

开护士，坐着轮椅下楼，在一楼的

角落里与我聊了近一个小时。那

次谈话是萧老最后一次跟我谈

话，也隐隐像是在做最后的交待。

他嘱咐说，一定要把侨史研究推

动下去，同时要我自己注意身体，

劳逸结合。这几年来，每当想起那

时的情景都感觉恍如昨日，令人

伤感。时至今日，可以告慰萧老的

是，一批批年轻人正在成长，中国

华侨历史学会已经发展到 1000

多人，侨史研究成果丰硕，可谓薪

火相传，后继有人。

萧老在《张国基诗文选》一

书中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斯人

已去，风范长存》的纪念文章，

称赞陈嘉庚、庄希泉和张国基

这三位全国侨联主席“淡泊以

明志，不争名、不争利、不争权”，

而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

侨服务，品德高尚。其实，这个

评价也正是萧老一生为人处事

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中国侨联副秘书

长、经济科技部部长）

建立博物馆、修建纪念碑以

及各种华侨活动的公共场所，是

宣传华侨历史、传承华侨文化的

一种有效方式。

为南洋华侨机工树碑

我刚到中国侨联，就听说侨

联与华侨历史学会出面与云南省

省委和省政府协商，一起在昆明

滇池之畔的西山脚下，为抗战胜

利作出重要贡献的“南洋华侨机

工”建立了纪念碑，并且解决了南

侨机工的政治、生活待遇问题。这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抗战时期，由陈嘉庚先生号

召和组织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

团”，有 3200 多名机工活跃在滇

缅公路上，往内地运送抗战物资，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三

千多名机工中有一千多人都牺牲

了，近千人战后留在中国，主要分

布在云、贵、川等地，其余的返回

侨居地。新中国成立前，萧岗同志

（以下称萧老）曾穿梭于滇缅间，

从事革命工作，因此，对南侨机工

战后的困境十分了解。当时，萧老

的妹夫就是机工中的一员，战后

回到槟城后，患肺结核，由于生活

困难，英年早逝。

据我了解，庄明理（曾任陈嘉

庚先生的秘书）、萧岗这代侨领一

直牵挂着战后留在中国的南侨机

工，并且锲而不舍地努力为机工

们解决所面临的困难。1986 年，时

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的庄明理、萧

岗等亲率调研组赴云、贵、川三

省，对仍留在中国的南侨机工群

体进行了调研，摸清了南侨机工

的基本情况，并向当地省委省政

府反映，呼吁落实政策。同年 11

月，在庄明理的陪同下，以陈嘉庚

先生的侄子陈共存先生为团长的

新加坡南侨机工考察团再次沿滇

缅公路访问留居云南的南侨机

工，了解他们的实际状况。萧老负

责安排和接待考察团，协助调查

工作，他积极奔走，鼎力协调，终

于使战后中国境内的南侨机工在

政治和生活上所遗留的问题得到

了妥善解决。

为筹建华侨历史博物馆奔走呼吁

萧老对我说，中国华侨历史

学会和华侨历史博物馆是中国侨

联最具特色的工作之一，应该重

视这个阵地的建设，充分发挥其

重要作用。萧老对华侨历史研究

的支持，还体现在他大力支持地

方成立侨史博物馆，以及对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上。1960

年陈嘉庚先生倡议兴办华侨博物

馆，并将 50 万人民币托付给庄明

理，这之后，在北京筹建华侨博物

馆成为侨联几届领导人的夙愿。

上世纪 90 年代，根据全国人

大关于兴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的意见，全国侨联成立了以萧老

为组长，张楚琨、彭光涵等为成员

的筹备小组。后萧老任中国华侨

历史博物馆名誉理事长等职，他

多次奔走呼吁、支持筹建。2005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了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建设项目，

馆舍筹建、征集藏品及筹集部分

资金的工作全面展开，萧老与其

他侨联老领导带头捐款，并对展

陈大纲等细致的工作不吝提出意

见。对他来说，筹建华侨历史博物

馆不仅寄托了侨胞的情感，更重

要的是建成后将成为宣传侨史、

促进文化交流的有力阵地。

博物馆的建立历经艰难，直至

2014年 10月才建成开放。2016年

8月，萧老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专门前去参观了各个展厅，他

既感慨又欣慰的心情溢于言表。

倡导用侨的特色文化来宣传侨史

品德兼修待人以诚

位于昆明滇池之畔西山脚下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于1989年7月7日落成

2005年 8月，萧岗（前排左六）参加华侨历史博物馆陈列大纲研讨会后合影

1987 年 10 月，全国华侨历史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东江门召开。萧岗

（前排居中）和与会的侨研所人员合影

1991年 4月，萧岗（二排左三）与侨研所同志在香山植树留影

———怀念中国侨联原副主席萧岗 连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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