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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丹季与陈嘉庚的交往情谊
□陈克振 王朝晖

著名华侨社会活动家、旅居印尼的安溪华侨黄丹

季，早年就读于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抗日战争期间，

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避难印尼，黄丹季凭着自己的报国

之心和对校主的敬仰之情，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冒死将

他接到玛琅加以保护。黄丹季亲身感受了校主崇高的

人格魅力，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两人由此成为莫逆之

交。正是黄丹季舍生忘死同敌人斗争和周旋，使陈嘉庚

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得以避开敌人的多次搜捕而安然

无恙，为后来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黄丹

季与陈嘉庚在玛琅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及后来交往中

的许多感人故事及其高尚情怀，使之成为一个传奇式人

物而博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赞赏和敬仰。

舍生忘死保护校主平安周全

黄丹季 1900 年生于安溪县

参内乡镇东村，中学毕业后曾在

家乡小学任教。1924 年就读于厦

门大学。1927 年加入北伐军，曾

任国民党安溪县党部筹备委员，

后在泉州监察署负责农会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当

局通缉，他迫于无奈，于 1928 年

流亡海外。1930 年辗转印尼玛

琅，涉足工商、教育和银行各界，

曾任华校校长及银行经理。他为

人正直仗义，深受华侨爱戴，曾

荣任印尼中华总会理事、玛琅和

泗水中华总会领导人及生活促

进社主席，成为一位爱国华侨名

人。

抗战初期，陈嘉庚在新加坡

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

民总会”并出任主席，领导南洋

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此，日

寇对其恨之入骨。1942 年日军占

领新加坡时曾悬赏 100 万元捉

拿陈嘉庚。新加坡沦陷前夕，陈

嘉庚前往印尼避难，于 1942 年 5

月抵达梭罗。时在玛琅的黄丹季

得悉后，就考虑将他接往玛琅。

因未找到合适的住所，遂到梭罗

谒见陈老，与其他校友一起同陈

老商议，先让校主安顿下来，由

丹季及其他校友负责保护。时梭

罗天气炎热，陈老多次牙痛，在

征得校主同意后，黄丹季毅然将

他接到玛琅。

为确保陈嘉庚的安全，黄丹

季有意将陈老化名填上早年的

户口和税单，把校主变成玛琅的

“老居民”。尽管如此，黄丹季仍

放心不下，惟恐哪里出了纰漏而

发生意外。那时，玛琅各地不时

出现各种传言，警探和汉奸也故

意造谣蛊惑人心，说：“陈嘉庚被

捕了!”这些传言使厦大和集美校

友们忧心忡忡，心急如焚。黄丹

季知道自己所承担的风险。他

想：万一校主出了问题，不仅枉

费了自己的一片苦心，还将辜负

校友们的嘱托，自己将愧对校

主。他暗暗下了决心，就是死也

要保证校主的安全!自此，他便尽

心尽力护陈嘉庚周全。

1944 年 2 月，日军在陈嘉庚

住处隔邻办了个疗养所，给陈

老的起居造成诸多不便。为安

全起见，黄丹季和陈老转移到

郊外的巽勿佐村。因那里地处

偏僻，四周宁静，空气清新，很

适宜陈老著书写作。由于玛琅

气候适宜，又得到黄丹季等人

的细心照料，陈嘉庚在玛琅食

宿舒适，用他自己的话说，“胜

过新加坡之生活”。尽管期间也

出现过几次波折，但总算有惊

无险。

在玛琅避难期间，陈嘉庚仍

不断关注时局的变化，通过各种

途径了解国内、东南亚及世界各

地的情况，并利用这段时间撰写

《南侨回忆录》。1945 年 5 月，日

军征召万名劳工来巴都开挖战

壕，军队日夜操练。黄丹季恐战

事将起，想将陈嘉康再转移到海

口地区。当他向陈老提出自己的

想法时，他胸有成竹地说：“不必

搬了!你看东南亚海域这么辽阔，

岛屿多，要一岛一岛打下去，打

几年才能结束？联军不会采取攻

打岛屿的战略。美国在珍珠港吃

了大亏，必定会大造飞机军舰，

用飞机日夜轰炸日本本土，使日

本交通断绝，工业停滞，粮食恐

慌，不投降死路一条。东南亚只

待接收而已!”后来战事的发展果

然如此，足见陈嘉庚慧眼独具，

料事如神。

婉拒答谢一片丹心别无所求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安全返

回新加坡。他在致集美学校董事

长陈村牧的信中说：“余民三十

一年避难住爪哇，蒙校友黄丹季

君诚恳招待三年余，衣食宿均他

供给，深情厚意，终生难忘。”在

玛琅，为保护陈嘉庚的安全，黄

丹季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

度外，在 1100 多个日子里，日夜

守护在校主的身旁，甚至关闭了

自己的企业，随时准备为校主作

出牺牲。黄丹季是个读书出身的

人，平时胆量并不大，但为保校

主，他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

同日寇周旋和斗争，充分体现了

他的大智和大勇，堪称天下一

奇。

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后，获悉

黄丹季在安溪的家眷经济拮据，

曾委托陈村牧给予经济上的支

持，连续拨付了五个月的生活

费。之后，陈嘉庚欲将海外大片

橡胶园赠给黄丹季，以报答他三

年多来的悉心照顾和保护，却被

黄丹季婉言谢绝了。

抗战胜利后，黄丹季积极参

与创办玛琅中华中学，恢复玛琅

中华总商会，重组玛琅中华总

会，同时发起组织玛琅生活促进

社并亲任主席，通过该社开办

“国语讲习班”。1947 年 7 月，荷

兰殖民军重占玛琅后，企图利用

华侨充当他们的殖民工具，挑起

华侨与印尼人的矛盾。黄丹季看

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坚决予以

抵制并因此被拘捕关禁一年多。

之后，为保护华侨权益他又两度

被捕入集中营。

建国后，陈嘉庚回国参政，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侨联

主席。他深知黄丹季在国外处境

艰难，曾多次劝他回国。他在

1953 年 7 月 22 日的信写道：“自

去年初闻被当地拘禁，无由通信

……迨至年终，有鼓浪屿苏君来

访并告知先生已获自由，我托其

函告先生回国，约有数端：多年

来屡遭不测之苦，应当厌意者

一；别离妻子太久，应聚天伦之

乐者二；祖国百政维新，当归观

光者三……若生活服务，此间自

有位置，鄙意劝先生回来在此理

由……元月赴京晤蔡先生，谈及

先生事再三嘱托，希勿再恋为

荷。”

印尼侨亲李先生得知后，也

动员黄丹季回国，他说，陈老在

国内有很高的地位与影响力，你

曾有功于他，现在处境又不好，

只要回国找陈老，他一定很高

兴，也一定会全力帮助你找一个

很合适的位置。对此，黄丹季很

平静地回答：“做为校主的学生，

保护校主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

要什么报答。”“如果回国投靠校

主，让他来照顾我，我的生活一

定比现在好。但这样做势必给校

主带来许多麻烦，而且还会让人

以为我过去为校主服务是有目

的、是有所求的，我不愿这么

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始终没有接受陈老的邀请。

受邀回国爱国事迹广为传扬

黄丹季冒死保护爱国侨领

陈嘉庚，使他在动荡的年月里安

然无恙，在以后的有生之年奉献

祖国。对此，陈嘉庚一直铭记在

心。多年来，他一直惦念着这位

倔强的挚友，希望他能回国相

聚，却不料丹季执意不从而未能

如愿。中侨委领导何香凝、庄希

泉等人得悉此事后深受感动，遂

于 1956 年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

事务委员会的名义邀请黄丹季

回国观光。

1956 年 5 月，黄丹季接到中

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通知，亲朋好

友的鼓励和劝说，终于触动了他

那颗压抑已久的心，7 月，他由

泗水乘船启程回国。客轮途经棉

兰海口时，黄丹季接到陈嘉庚的

电报，要他入境后直上北京，他

心情异常激动。轮船抵达香港

后，由罗湖入境，回到了阔别 28

年的祖国。他在广州稍作停留，

便于翌晨乘机飞往北京。由于天

气候原因，客机于是日中午 11

点才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

飞机着陆后，黄丹季从窗口

向外眺望，见陈嘉庚等快步向停

机坪走来，他心里一惊：“怎么陈

老还亲自来接我？”他不敢相信

眼前的事实，站在座位旁发呆，

直到其他乘客都下了飞机，他才

独自缓缓地向舱门走去。就在他

走出舱门，沿舷梯走下飞机时，

令人激动的一幕出现了：陈老和

张楚琨、蔡仲长等十位好友，正

朝着他一拥而来。故友重逢，倍

感亲切。在舷梯旁，陈嘉庚与黄

丹季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双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后来张楚琨在陈老的住所

对他说：“今天飞机晚点，陈老与

我们在机场足足等候了两个多

小时。”听了这话，黄丹季更是激

动不已。

黄丹季到北京之后，陈嘉庚

亲自带他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

名胜古迹。周恩来总理获悉黄丹

季先生回国后，特地在百忙中抽

出时间接见了他。抵达北京的第

四天，在陈嘉庚的陪同下，黄丹

季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晋见了

周恩来总理。“你是印尼回来的

吧!欢迎!欢迎!”周总理的问候，

像一股暖流流遍他的全身，他连

忙说：“总理出席亚非会议时，我

是玛琅华侨总会代表，曾到椰城

(雅加达)欢迎过您。另一次是总

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接见印

尼各地的代表。”周恩来总理亲

切地说：“希望你这次回来，多到

各地去看看。”之后还详细询问

了丹季本人及旅印华侨的一些

具体情况。约过了十多分钟，陈

嘉庚和黄丹季才从周总理的办

公室辞出。归途中，陈老对丹季

说：“总理大公无私，每日工作十

四五个小时，全心全意把自己献

给国家。他是国家的柱石，德高

望重，前无古人。”言语中无不表

露出陈老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意。

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对黄丹季

的仗义之举和爱国之情十分赞赏，

对他在抗战时期冒死保护陈嘉庚的

果敢行为和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并

特地画了一幅立轴牡丹赠给黄丹

季，上题“丹季先生爱国纪念。”

8月下旬，黄丹季随陈老回福

建参观，看到集美和厦大建设工

地，他更加崇敬陈嘉庚倾资兴学

的爱国精神。9月初，黄丹季回到

安溪老家探亲，与妻儿团聚，共叙

天伦之乐。至月底前才往集美与

陈老一同返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28日，丹季出席了国务院招待宴

会，29日上午在怀仁堂后院，与参

加观礼的其他华侨代表一起，受

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

黄丹季一生难忘的时刻。

10月 1日上午 8时，黄丹季

登上天安门城楼右侧第二观礼

台，与首都人民共度国庆佳节。望

着眼前庆典的壮观景象，他老泪

纵横，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回想

28年前自己孤身一人亡命海外，

客居他乡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境

遇和波折，他不由地感叹世事的

沧桑。面对着广场上欢乐的人群，

他倍感祖国大家庭的亲切和温暖

并由衷地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祝

福，同时萌发了去游览祖国大好

河山的强烈愿望，启程前陈嘉庚

特来为他践行。此后，直到 1961

年 8月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两人

就再也没有见面。1992年，黄丹季

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仍不胜感激，

言语间不乏懊悔与内疚之意：“陈

老语重心长，爱护之心，溢于言

表，谁知此别，竟成永诀。

1995 年 5 月 25 日，著名华

侨教育家、华侨社会活动家、爱

国华侨黄丹季先生在印尼玛琅

辞世，享年 95 岁。

爱国华侨黄丹季，这位传奇

式人物，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

但他的爱国情怀和感人事迹，至

今仍在海内外广为传扬。

陈嘉庚 左一 到首都机场迎接黄丹季 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