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国解放初期印尼邦加岛华侨的三次大欢迎

李大庸

前 言

祖国解放初期，印尼邦加岛华侨举行了三次空前盛大的欢迎会。第一次是

1950年 8月欢迎祖国驻印尼总领馆派出的刘亚民领事来邦加设馆，第二次是1951

年 3 月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钟庆发荣归第二故乡探亲；第三次，是 1952 年 7

月初，欢迎我驻印尼苏门答腊岛地区总领事沈一平来邦加视察侨情。兹据回忆所

及，追述如下，以供参考。

一、欢迎刘亚民领事来邦加设馆

几百年以来，华侨饱受当地统治者的迫害，被称为“海外孤儿”。他们每受

迫害，只能忍气吞声，抗议无效，徒然悲叹“弱国无外交”，奈何不得，在印尼，

于日冠占领时期，华侨所受的迫害，更是惨绝人寰。日冠无条件投降，举世同欣，

中国被誉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爱好和平的人民，无不为之庆幸，我国人民（包含

华侨）更其如此，大家都对祖国寄以厚望，都祈求从此国共两党，和衷共济，民

主建国，振兴中华，让所有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此时邦加侨众听说祖国将派来

领事开馆为侨胞服务，认为受人欺侮的日子从此结束，无不欢欣鼓舞，眺首北天，

引领期待领事快快到来。可是蒋介石竟然无视侨众的愿望，继续发动内战。他派

来的领事陶孝完，不但不给侨胞做点好事，反而和当地统治者狼狈为奸，迫害进

步侨胞，还以权牟利，贩卖鸦片和化装品，致使侨胞大失所望。

日本投降之前，绝大部分侨胞都因交通工具奇缺，信息受梗，加以反动舆论

造谣中伤、蛊惑人心，以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以及所有的言行，特别是

爱国爱民忠心耿耿的光辉事迹，难以知道。待日本投降后，虽有进步报刊如《华

商报》、《南侨报》、《生活报》……陆续发行，有所醒觉，但仍信疑相参，对蒋政

府仍存在幻想，现在竟然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这位蒋政府派来的代表的丑恶行径，

再加上祖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广大侨胞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之说就相信

无疑了。

长夜不明赤县天，雄鸡一唱天下白。祖国新生了，印尼政府承认了，互派使



节了。爱国侨胞是多么欢欣鼓舞啊！我国派来的大使和领事于 1950 年 8 月间抵

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大使名叫王任叔。他，原来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就在苏门答

腊岛（下简称苏岛）地区棉兰首府一带和印尼人民并肩作战、主编印尼《民主日

报》，已经和印尼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在雅加达出版的《生活报》上常见“端

巴人”这个名字，就是他（端，即印尼文 Tuan 先生的音译，“巴人”即“巴达维

亚人”的意义。当时雅加达尚称巴达维亚，简称巴城；由此取名，也足见王大使

当时与巴城人民感情的挚笃）。所以一当我国使节来临的佳信传来，不仅侨胞笑

逐颜开，就是印尼人民也为之十分高兴。

刘亚民领事到达邦加设馆，大约是在 1950 年 8-9 月间。侨胞举行了欢迎大

会。是日，天高气爽，日丽风和，仿佛天知人意，天地同欣。爱国侨胞家家结彩

张灯，户户红旗高扬，人人喜气洋洋，呈现空前未有的活跃。联名电贺新中国诞

生的 100 多个单位的代表，槟港中华学校、侨众学习社和义务夜校的全体员生、

槟港市区的爱国侨胞以及从各港来欢迎的群众都争先恐后的列队到路旁肃立，恭

候领事的光临。从路的两旁眺望，人群的行列象是两根越过视野界限的绳子，在

路的中间，一辆辆车子往飞机场方向蠕动，则好象蚂蚁牵线一般，络绎不绝，绵

延数里。隆盛的情景，令人乐滋滋地欣尝。

但情况的隆盛，尚不仅如此。

刘领事到达后，欢迎的代表就请他到欢迎大会的会场——槟港中华会馆的大

礼堂。这时，欢迎的侨众，一下子就把会场挤满；人群继续从四面八方涌来，进

会场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门口，甚至马路上也站满了人。他们个个尖起脚趾，

拉长脖子，以一瞻祖国派来的亲人的仪容为幸事。

欢迎大会主席谢贤德致词，代表侨胞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似雷鸣，礼堂为

之震动，好一阵儿方才静息。刘领事讲话时，则整个会场一片肃静，绣花针儿掉

到地上也听得见。讲话讲到令人激动的时候，则掌声往往许久不停，情绪振奋，

令人深感肺腑。

刘领事的讲话，首先代表祖国对侨胞表示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慰问，继之介

绍祖国的大好形势，嗣后阐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肯定正义的战争必胜，侵略的战争必败，末了就溯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

以及他企图侵略朝鲜和占据我台湾、扶植蒋介石、阴谋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沦陷我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滔天罪行，勉励侨胞团结起来，克服那恐美、崇荚、媚

美的思想感情，共同对敌。他说的话深入浅出，义正词产。深深感动着在场的听

众。

刘领事的仪容也令人肃然起敬。他仪表堂堂，精神奕奕，态度和蔼，举止大

方。会后有位学生在日记上写道：“我看见刘领事雄伟的英姿，平易近人的表情，

就觉得他真不愧为泱泱大国的人民的外交代表而由衷地敬爱。这时候我不禁联想

到国民党政府派来的领事，他那瘦削的脸，像鸦片烟鬼般驼着背的躯壳，再加上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真的觉得他鬼鬼祟祟，阴险可怕。说他代表的是一个政治腐

败、社会黑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的角色，倒很恰当。因此我的思想

感情，不禁对新中国爱之愈爱，对旧中国憎之愈憎。”这篇日记，可以说是广大

爱国侨胞的心声。

二、欢迎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钟庆发荣归第二故乡

邦加岛勿里洋埠侨生、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钟庆发，是在祖国新生后担任

外交要职回到第二故乡的唯一侨生。他是邦加华侨的一面光荣旗帜，也是邦加侨

胞，尤其青少年的学习榜样。钟参赞离亲别友回国深造和参加革命已经 30多年。

参加革命时间在 1931 年 9·l8 事变后不久，此后即和亲人音讯断绝、生死不明。

今荣归故乡的佳讯突然传来，故亲旧友，爱国侨胞，闻讯之下，欢欣的情况，实

难言状。大家都热烈欢迎，不在话下。

1951 年 3月的一天，钟参赞从雅加达归来了，各爱国侨团和学校的代表、勿

里洋和各港的亲友都纷纷来到槟港欢迎。钟参赞到达后，在刘亚民领事的陪同下

回到他的出生地勿里洋，各港到达槟港欢迎的侨胞，也有许多乘车追随。在钟参

赞到达槟港和回到勿里洋的时候，原有侨胞建议开个欢迎大会，但考虑到几点，

结果没有开成。一、钟参赞是为了私事归来，恐怕引起当局疑忌；二、钟参赞从

雅城回到槟港的旅程两点多钟；从槟港到勿里洋又得在坎坷的路上颠簸将近 300

公里，不免疲劳；三，时间短促。因此，到达勿里洋后也只由他家人茶话会而已。



虽然如此，来宾仍是门庭若市，争先观看这位亲人的丰采。

钟参赞个子高大结实，神采飞扬，平易近人，和刘领事颇有相似之处，而他

脸色黝黑，则保持热带侨生的特点；他谈笑风生；说话有幽默感，也比较突出。

他没有印场讲话，只是作个别的叙谈，说来随便，却又认真。尚记得有一位化蕉

岑的老乡，持的立场是亲台的，也来叙别，在谈话中，这位老乡问他，“你说我

爱国不爱国？”他答道，“你也是爱国的，不过你爱的国和我们爱的暂时不同吧

了。”这位乡亲听了，微微作笑，表示悦服。我想可能他体会到“暂时不同”这

几个字的意义深长吧。

昔同学少年，故交旧友，都希望知道别后他的光辉历程，但他却表示很谦虚

恭谨，说的不多，只说的一件事，可能知道的人还很少。对这件事他讲得相当具

体。他说他在勿里洋中华学校毕业后，看见同学刘殿穆和阮兴添等都纷纷回国念

办了（注：刘阮二人于 1927 年回国在暨南大学附中学习），他的心总是痒痒的，

也很想回去，但是他考虑到父亲跟人家打工，每月工资很少，养家也困难，哪里

还有钱给他回国读书！心情很是焦急。幸好振和昌的经理李光前先生（注：李光

前是广西省博白县人）是他的老师，了解他的志向，看出了他的心事，就对他说：

“庆发，我知道你也想回国读书，是不是? ”他就回答：“是的，就是没有钱。”

李光前先生就说：“别急；你来我这里拿些货物去摆摊子，赚到的钱你就用来回

国吧。”……这样他才离得开勿里洋。说了这段话，他停了一下子，又说：“很可

惜，李先生给东洋鬼子害了。”

他这番话，表现出他尊师重道，饮水思源的崇高品质，不禁令人敬佩之至，

尤其身为教师的我，更有这样的感受。

茶话完毕，刘领事星夜赶回领事馆，来宾也纷纷告辞，尽欢而散。

三、欢迎沈一平总领事来邦加视察

1952 年初，印尼政府要求我国撤退邦加中国领事馆，我国同意。此后邦加岛

的侨务，就由苏岛地区驻棉兰的总领事沈一平管理（因邦加属于苏岛区的一个

省）。这时侨胞中的个别败类，就以为苏岛总领馆远在苏北棉兰，可以为所欲为，

制造了一连串的危害侨胞的事端。他们怀恨爱国侨胞，于是告洋状、开黑名单、



诬蔑中伤、作恶多端。印尼当局则不问是非曲直，按照他们的意图，陷害侨胞。

他们借口搜查军火，进行抄家、翻箱倒柜、惟意所欲。凡岛上思想进步的侨胞或

知名的爱国人士，无一幸免。差不多同一段时间，烈港矿业工会主席叶运蕉（原

在全国侨联工作，今在港）、烈港中华学校（下简称烈华）校长温竞天（回国后

在长沙做教师，已故）和槟港学习社义务夜校校长廖德利（情况不明）均以“进

行非法活动”的罪名被捕；在勿里洋，进步教师、夜校负责人梁孟达被捕后同上

述三位一样被勒令停职。烈华还因为一位老师讲社会发展史说猿人是人类的祖

先，被坏分子告密说成是污蔑上帝，进行政治活动，于是年 6月 6 日被政府勒令

关门封闭。这样迫使 2000 名左右的老师和学生失业失学。我侨胞怒愤至极，多

次据理与之力争，均无效果。因此有的侨胞不免怀疑起来，问道：“这样长远下

去，如何了得？难道我国的外交，仍是一样软弱无能吗？”

一天一天的过去，10天、20 天、30 天过去了，有的侨胞盼待学校启封，已

经达到了心急如焚的程度。有着光荣历史的烈港矿业工会的华工，有丰富的罢工

取胜的经验，他们已经作好准备，要是当局仍然继续兇顽固执，不把学校开放，

他们就要发动罢工斗争。当时形势的紧张，就像箭在弦上，随时都可爆发。

当学校被封快满一个月的时候，我国驻印尼苏岛地区的总领事沈一平快要从

棉兰来邦加视察侨情的佳讯传来了。侨胞们都深感好象及时雨一样从阴霾密布的

天空中降临，学校启封指日可望，皆大欢喜。

沈总领事莅临的时候，侨胞们欢欣的情况是难于言状的。隆盛的欢迎和刘领

事来设馆时的情况一样，就毋庸赘述了。

沈领事的讲话简短精悍。他说他代表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向侨胞慰问，他并介

绍了祖国的大好形势，听众对祖国的信心因而加强，心情为之舒畅。他鼓励侨胞

紧密团结，加强互助，热爱公益事业。听众因此又进一步领会团结、互助和办公

益这几件事儿的密切关系，体会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胜利的保证，同时也明确了

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为使烈华启封，他认真负责、苦思对策；当和当地政府谈判

的时候，他义正辞严，不卑不亢，说情讲理，以理服人，使对方深为敬佩和折服。

一经谈判，就好像水到渠成，才几天工夫就把问题完满解决。自 6月 6 日算起，



统计烈华被封闭的时间，足足 40天之久。

7 月中旬正是学期开始的时节。沈领事当即接见槟中的教导主任梅仲娴，交

给她校长的任务，鼓励她一定要把学校办好，“有不能解决的困难问题，随时向

领馆汇报，要好好地把学校办好。”……沈领事谆谆指示，勖勉有加，梅仲娴欣

然接受了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沈领事来邦加视察，在解决烈华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槟港华侨总会建立的

问题。为了加强侨胞的团结，为了促进中印人民的友谊，为了使我侨胞和使领馆

的联系更加密切，大家早已觉得有组织这个总会的必要。1950 年中印建交后，我

们几个观点相同的朋友，就开始计划成立筹委会，选出龙运材、黄书典、黄禄厚、

谢贤德和杨宏祥 5人为委员，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没有达到马到功成的目的，主

要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内在的阻力。一句话，就是有的社团的领导人对于祖国的威

信认识不够。他们自以为有切身的经验，过于奉行“痛定思痛”的教条，他们痛

感在日冠蹂躏之后，创痛才好，而余悸犹在。我国刚刚建国，又进行保家卫国的

战争，将来如何结果，我国能顶得住吗？他们疑虑，忧心忡忡，觉得不如“息事

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因而他们鼓吹从商不谈政，对筹委会态度冷淡。

由于朝鲜战争发生，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暴露，有位侨胞曾经拿出一个报刊转载美

国出版的示意图给我看，并说：“你看，美帝占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侵略朝

鲜，却把一个箭头指向满洲里，一个指向北京，这不是司马昭之心吗？……”。

我想这位侨胞的忧虑，也正好说明华总筹委会的工作不顺利的主要原因，并不存

在经验缺乏的问题。显然看出，美帝经过一年多来与我国的较量，暴露了它“纸

老虎”的本质，惨败到难于收场；而沈领事为烈华事来谈判，却是马到功成，立

刻见效，这固然表现出沈领事的才干，更重要的是我国国家威赫，若果朝战失利，

即使筹委列位的经验再丰富一些也是徒然。因为沈领事来交涉启封烈华马到功

成，显示出了自己的国威，这时就是没有筹委，只要台上一呼，就会台下百应；

只要沈领事一声号召就行了。

沈领事把在邦加应办的事处理完毕之后，即飞雅城向我国总领事馆述职。

话说回头。沈总领事为人和善，态度诚恳，没有丝毫摆官架子的气味，凡是



曾经和他接触过的侨胞都有同样的体会。他曾经接见过槟中、学习社和夜校的部

分员生垂询校社及侨众社会的情况。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的，

令人心旷神愉。当他知道有几位老师是残废的，有的手残，有的脚跛，有的失聪

还有的沙哑等等，他就表示出慈父般的关心，问寒问暖，问这问那，并且鼓励说

道：

“你们都是新中国的人民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任务是光荣的，

但是也很艰巨。你们体残志壮，努力为祖国作出贡献，难能可贵。保尔·柯察金

的光辉事迹，值得你们学习。苏联建国初期，困难很多，要不是有保尔这样的人

物成为人人学习的光辉榜样，它一定不会那么快强盛起来。”……大伙儿听了沈

领事这番话，都觉得它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们一致表示一定

要按照沈领事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

沈领事这次来邦加，顺利地解决烈华启封问题，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已不再是

“无外交”的“弱国”了。谈判迅速地解决问题，大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意志和信

心。

后 记

邦加岛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省，属于苏门答腊区，全省分为 8 个县，通称 8 港，

即槟港．烈港、勿里洋、砂横、高木、文岛、流石、楠榜。槟港是首府所在地，

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枢。据 1954 年印尼政府统计，全岛人数约 24万，华侨 12

万多。华侨定居于槟港最多，烈港、勿里洋次之，高木、沙横、文岛又次之，流

石和楠榜最少。荷兰殖民政府设港，乃根据矿区集中人口多寡的情况，昔兰镇原

来是港，后来因矿将开完，人口多转移到高木集中，就改昔兰为镇，高木为港。

在华侨、华人中，粤人最多，分潮帮、客帮（梅州人讲客话的）和广肇帮，各设

会馆，闽人次之。广西籍居第三位，其他各省者甚少。广西籍的又以博白的最多。

在 3 次大欢迎中，桂籍华侨起的作用相当大，值得一写，以供参考。

在槟港首府以及各港，中华会馆或中华商会一般是华侨各社团、单位的召集

人。在槟港，在这三大欢迎中，则以槟港中华中小学、学习社和夜校为主体，因

为这三个单位的员生(3000 人)全体参加欢迎的行列。在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中，



有杨宏祥（博白大街人、即区地质局局长张祖贵的内兄）是学习社主席，夜校校

长、槟中老师；李大庸、梅仲娴两夫妇是槟中教导主任、班主任、学习社顾问，

稍后李还是槟中的训育主任；在勿里洋，李育全（博自新村人，李育筹的胞兄）

是中华会馆董事长中华商会主席和中华学校董事会学务部主任。这三个单位是三

位一体的，有着左右一切的权力①砂横的苏汉仁②（博白官塘人）的职责和李育

全相同；高木的李紫光（博白石头潭人）③和流石的李七和（博白双凤人）④在

当地都是有声望的人物；其他如文岛港的唐新和⑤、华荣镇的李仁旺⑥，昔兰镇

的刘惠甫⑦，尤其协和镇的张信龙⑧，在当地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以上乡贤，

都热爱祖国，颇孚众望，因此对于欢迎祖国亲人，他们所起的作用，自然很大。

注 释：

① 邦加有个新民会，这个会是邦加民生爱国运动的核心，而槟中、学习社、夜校是新民会会

员会萃的地方，这些会员有些也是其他社团单位的成员。

② 苏汉仁是砂横的殷商，同时也精通文墨，深受当地华侨和原住民的敬爱。他有两个儿子于

祖国新生后即回国深造，现在长子在纽约中国信托公司分公司任总裁；次子在暨雨大学计

算机科学系当主任。

③ 李紫光、李云阶、李仁旺几兄弟都是当地知名人物，博白侨联负责人李永湘即李云阶之子。

④ 李七和是当地的名人，他的三个儿子在当地侨众中也有一定的名望，长子李城元曾在暨南

大学求学，南归后从事教育在烈港中华学校执校，曾任教务主任，妻子是烈港殷商温某之

女，二、三子在流石。

⑤ 唐新和，陆川人，在文岛拥有一个车队，乐于助人，还送了两个儿子回国，均大学毕业，

长子在山海关铁路局当工程师，文岛是个比较后进的岛，他能带头拥护新中国，难能可贵。

⑥ 李仁旺：是华荣镇数一数二的殷商，在该镇，他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在镇上办了一间小

学。回国后曾在侨联工作。

⑦ 刘惠甫，有“公道二”的美名，是昔兰镇首屈一指的殷商。1927 年他就送了长子殿穆回暨

南大学附中学习，解放后又送了次子殿荣回来学空军，三子殿珍回来学畜牧。现在河北义

顺县家畜配种站当主任。长子于 1932 年淞沪抗战时回南洋，长女解放后回国念师范，在哈

尔滨执教已 30 多年。

⑧ 张信龙，为人慷慨好施热心公益，凡有公益事业求之者，他与刘惠甫，李云阶……诸位从

不后人，他在协和镇，为了老者的福利，组织了老人会。他本是个契约工人，但通过自学，



能课能写，他有个儿子回国学空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复员后

任宝鸡市长岑机械厂设计室主任。张信龙和其他侨胞一样，经营土产种橡树、胡椒，开店

子，但他资本之宏厚，为他人所不及，因此做的好事也比较多，号召力也相当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