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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心声

八闽风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口述 郑文忠 □文编 黄坚虹

忆党史，中国共产党人本

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雄

心，八年抗战，四年内战，抛头

颅，洒热血，救中华儿女于水深

火热之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验证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

总理出席亚非会议，给全世界

亿万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它是站在海岸遥

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

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

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

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

母腹中的快成熟的一个婴儿。

新中国的燎原星火，增强了各

国人民反帝反殖民侵略斗争的

信心，也让世界华侨华人见到

了曙光，鼓舞他们为正义而不

懈奋斗。

党在侨心中———初识中国共产党
我祖籍福清，家里有爸爸、

妈妈、兄弟、姐姐七人。1937 年

我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印尼加普

棉市。出生三个月时，妈妈丧生

于日军的轰炸。临终时妈妈留

下一首温馨的歌：如果妈妈死

了，不要送花圈，送一滴眼泪就

心满意足了。我 13 岁时，哥哥

因工伤住院，爸爸也年老病死。

我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

孤儿。在中华总会的帮助下，我

以赞助物质去和印尼人交换吃

的，艰难度日。1955 年我回国

时，家人都离世了。

到了上学年龄，初入学堂

的我，向受父亲托付的马福兴

校长吐露家事家境，想退学找

工作，等挣了钱再回祖国。经

老师的劝说，我在书店找了份

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继续读

书。在书店，我有机会读到来

自祖国的书籍报刊，如《人民

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少年

报》，还有《毛泽东选集》等进

步书刊；后来还看到祖国的电

影，如《赵一曼》《白衣战士》

《鸡毛信》等，在我幼年的心

里，祖国和党的印象逐渐清晰

起来，爱国爱党的种子生根发

芽。我知道“有共产党穷人才

能翻身，有共产党，就有新中

国”的思想。基于此，我迫切

地想回祖国，以求回国后不再

受苦。

在亲友的帮助下，我辗转

于中爪哇的几个城市，几经周

折，我跪别父坟，于 1955 年 7

月登上回祖国的轮船。如潮

的送行人群中，叔母煮了六个

鸡蛋为我送行。我仰天挥手，

呼喊出心声：“印尼，再见

了！”

感受祖国的温暖———沐浴党的阳光雨露

船行一周后，我终于回到

日思夜想的祖国。回国后先入

读国内姐姐居住的福清乡镇学

校，由印尼侨领郭细珠先生代

笔申请，经福清县政府审批，我

得以转学到著名侨领陈嘉庚先

生创办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

一到集美，学校就发给我新衣

被和助学金。学校对无家可归

的海外游子有无限的关怀，特

别是杨新容校长。执笔的侨领

郭细珠先生叫我听毛主席的

话，勉励我努力学习争取好成

绩，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贡

献力量。吾辈所愿已成，我听从

老师指导，听从毛主席号召，力

求“三好”。借此机会，我对郭细

珠先生给我代写信并给予我厚

望，表示感恩感谢。

同班同学中还有许多像

我这样的印尼归侨，均得到学

校的关怀照顾，深切感受到党

和祖国慈母般的温暖。学校

师长谆谆善诱的教导使我如

沐阳光雨露，仿佛回到少年时

代。我把这事写信给印尼的

亲友，他们很受感动，回信

说：没想到我这样的海外孤

儿，回祖国得到了这么多帮

助。他们鼓励我努力学习，将

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回报党恩———做实事奉献社会
1955 年我从集美侨校被保送

入读集美中学。1958 年在集美中学

被来校招工的纯碱厂招去当工人。

此后我一直在工厂工作，书写参加

工业建设的人生轨迹，曾任车间主

任、工会主席、工宣队。1960 年我加

入中国共青团并申请加入中国共

产党。工作期间，我先后调入六个

厂家（纯碱厂、尼龙厂、卤化厂、化

纤厂、华纶厂、轻工业学校），接受

了各厂家分管书记和领导的考察

与考验，终于在 1976 年宣誓入党。

1997 年退休后，我在印联会文

艺队担任负责人。期间，我受侨委

委托，自愿为十多个华侨家庭当

“义务监护人”，长达 13 年，先后有

28 名印尼华侨子女、9 位老人成为

我的监护对象。

彼时，我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

员，我告诫自己：党的需要就是我的

任务；党的事业高于一切！我愉快地

接受了当孩子们监护人的任务。在印

尼童年命途多舛的经历不时萦绕我

脑海中。是海外进步侨社、国内各级

侨联侨领、许多好心贵人的帮助，才

让我过上美好生活。在印尼华侨华人

再度遭遇排华厄运的时候，我不希望

再有孩子经历辛苦。我应该给他们的

孩子以亲情的关爱，张开臂膀为孩子

们遮风挡雨，让孩子们的家长放心满

意，以此让海外侨胞也感恩祖国，感

恩共产党。

当监护人，受监护的华侨子女

先通过传真把基本资料寄给我，再

由我为他们办理入学手续。为孩子

办理就近插班读书的工作，涉及外

事、侨务、教育、公证、公安、出入境

管理等部门。我不辞劳苦，克服许

多困难，按法律法规把手续办理清

楚。为解决孩子们因语言不通带来

的学习困难，我为他们请了六个家

庭教师补习华语。二十几个孩子相

继分在厦门市莲花、火炬、商校、康

桥、三中、松柏等六所学校就读。我

每学期都受邀参加家长会，有时会

遇到一日参加两三次不同校的家

长会。还有许多琐碎的事，如缴交

学费、住宿费、电话费、水电费等各

种费用；办理签证延期、购买探亲

印尼往返机票；组织暑假观光游

览，让孩子们体验厦门建设成就

……我始终怀抱一颗爱心，站在孩

子身后代劳办妥。

时光不负有心人。在我的用心

呵护下，受我监护十多年的 20 多个

华侨华人子弟，已从小学、初中、高

中到上大学，有的已成家、当教师，

有的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

大学、华侨大学继续深造，以求有

更大的发展；有的到美国、澳大利

亚……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写了不

少信给我；有的孩子长大了，学业

有成，创业有功，或在印尼，或在中

国投资办企业，回报社会。

宛若福报，孩子们都很有出息。

对于自幼双亲早亡、无家可归的我，

能给华侨华人培育素质优良的下一

代，是一种荣耀，自觉老来并非是多

余之辈，就像火柴盒里的一根，即便

渺小也可以燃烧自己。如今我已年届

八十五，不如年轻人有才，厚德笃学，

展翅高飞。然而我有独生子代管我的

安全保卫工作，还有这些常记挂我的

孩子们，心感自足。

我牢记众侨领、侨校师长的教

导：明天会更好！戴花要戴大红花，

听话要听毛主席的话。2000 年，我

被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评为“归

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2009 年 5

月，我获得思明区“统战工作热心

人士”荣誉。

红船引航锤镰举，星火燎原燃

百年。华夏腾飞惊世界，初心不忘

筑梦圆。在建党百年之际，我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祝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生日快乐！迈入新时代，我将不

断重塑自己，继续发热发光，在夕

阳路上为党的事业添光彩。

延续千年文脉泉州小山丛竹古书院五一期间亮相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在清澈的童声中，一曲“送

别”，触动心灵深处，唤起离愁别

绪。5月 3 日，复建后的泉州小山

丛竹古书院以崭新面貌出现，主

题展览也同步开放中。

作为“泉州旧八景”之首，小

山丛竹古书院因欧阳詹、朱熹、

弘一法师三位中国文化史上的

重要贤哲在此留下足迹而闻名

遐迩，是泉州文脉的重要发源地

之一。

2018 年 10 月，泉州市本着

“保护、还原”的出发点和打造精

品文化园林的初衷，开始复建小

山丛竹公园。小山丛竹历史文化

主题公园 2020 年底移交给泉州

文旅集团管理，经过近半年的整

理和完善后现已经开放，而小山

丛竹古书院空间展陈布置也已完

成。

小山丛竹的修复以原先的历

史文脉作为基础，植入名人故事；

在晚晴室与不二祠分别打造弘一

法师和欧阳詹主题展陈空间；诚

正堂作为小山丛竹古书院，陈列

与泉州相关的文化书籍，将开放

成为古城居民的阅读空间。今后

还将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开展学

术活动，使之成为泉州人的文化

精神地标。

活动期间，泉州古城办、泉

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教

授出任小山丛竹山长一职，王铭

铭将不定期于小山丛竹开

课。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铭

铭主持的小山丛竹第一次

学术活动将于五月中旬举

行。

小山丛竹古书院除了有

山长讲学，日常将作为古城

居民的阅读和文化空间，后

续也将开展相关文化活动，

延续书院的历史使命，推动

古代书院向现代新型书院发

展和创新，使书院在得到保

护传承的同时，在新时代赋

予新内涵、焕发新的生命力。

当天，文史爱好者林晓鸣为

诚正堂无偿捐赠了 3400 多

册图书，极大丰富了诚正堂阅读

空间。

随着小山丛竹古书院的修复

新生，泉州古城更加书香四溢，古

城文化力量和尚学之风得以进一

步传承。 （来源：东南网）

□谢玉妹

盖有杨新容校长印的就读福建集

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的证明书郭细珠先生的信函
郑文忠（前排左 ）参加孩子们的毕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