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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族联姻传佳话  爱国情怀镌丰碑 

记陈文营爱国是一生1
【 按 语 】 陈 文 营 出

身 于 贫 苦 家 庭 , 在 艰 难 困
苦 的 生 活 环 境 中 成 长 , 磨
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他关
心社会,胸怀祖国,立志献
身于民主爱国运动，严格
要求自己，不断推动他前
进 , 思 想 觉 悟 得 到 很 大 的
提 高 。 他 极 力 提 倡 民 族
平等，加强中印（尼）民
族团结，争取世界和平，
此 信 念 出 乎 其 类 , 拔 乎 其
萃 , 堪 称 侨 界 之 佼 佼 者 。

撰 写 此 文 以 表
崇 敬 及 怀 念 之 意 ，
以 资 亲 友 共 享 。

 

异族联姻 民族融合

陈 文 营 出 身 于 贫
穷 困 苦 及 与 友 族 联 姻 的
家 庭 , 这 种 特 殊 的 家 庭
环 境 培 养 了 他 艰 苦 朴
素 、 刻 苦 耐 劳 、 待 人 至
诚 、 平 易 可 亲 的 性 格 。

文 营 的 父 亲 陈 木 荫 (
荫 公 ) 原 籍 广 东 陆 丰 县 ，
世代贫衣。兄弟四人一同
离乡背井到印尼苏岛荷兰
烟 草 种 植 园 当 契 约 工 人 (
所谓“卖猪仔")。荫公属
行二前后两度被"卖猪仔“
到 印 尼 , 头 一 趟 签 了 三 年
契约。他为人品行端正,生
活朴素,不赌博,不抽烟,节
衣缩食,把工资积存下来,
三年契约终结,带着积蓄回
国供养父母。不幸,回乡途
中 , 其 母 病 逝 。 他 把 积 蓄
全用在料理母亲丧事及供
应家用上,所剩无几,只得
再次卖身到印尼当荷兰烟
草 公 司 的 契 约 工 人 , 到 印
尼苏Simpang Ampat烟园
种烟。又一个三年契约期
满,用积蓄作资本,做买卖
鲜鱼生意,生活有所改善。

荫公熟知苏岛属亚热
带气候,土地肥沃,庄稼一
年四季都有收成:地大劳动
カ少,生活水平不高,谋生
容易。加上苏北印尼民族
善良,对华人尊重友好,唐
人(对中国人之称呼)社团
多,能互相照应,在当地有实

力,是一个适宜长期居住之
地,于是他决定定居下来。
在荷兰烟园里,男工多,女
工少,从爪哇岛来拣姻叶的
爪哇妇女却有不少。她们
都很勤劳朴实,对华人有好
感。請公考虑到自己如要
长居印尼,必须融入当地社
会,于是想找个劳动阶层的
印尼女工为妻。他发现有
位叫Melati的女工姿容可
爱，温柔贤淑,勤俭朴素,对
她印象良好;而Melati对这
位能说印尼话的华族鱼贩
印象也不错。日久天长,彼
此产生爱慕之情,終于打破
了异族界限,結成夫妇。穷
苦人家出身的Melati贤淑翻
劳,婚后相夫持家,每天一早
起来做糯米饭(Nasi pulut) ,
炸香蕉(PisangGoreng) ,卖
给工人当早餐:下午卖黄豆
酵饼(Tempeh) 。夫妻恩爱
和睦·育有两男七女,家庭
乐融融。异族夫妻彼此尊
重各自的宗教信仰和生活
习惯,互相随和迁就,两族重
要节日皆随意欢庆。Melati
很快学会广东海陆丰话,家
中两族语言都通用,处处体
现两族是一家人。Melati (
荫婆)思想开放,对儿女之
婚嫁,民族归順问题,由儿
女自由选择。大女拉娣嫁
给我三叔,三女文香(文营
的 二 妹 ) 热 衷 于 母 亲 的 印
尼文化、学习印尼医科专

业 , 毕 业 后 在 政 府 医 院 工
作,嫁给政府公务员,子女
都很有才华。文营三叔陈
良木也娶印尼妇,一家两代
共有三对异族联姻,这也是
民族融合团结的大喜事。

2 0 世 纪 五 、 六 十 年
代，中印(尼)两国政府对
华侨国籍问题进行了多次
谈 判 , 达 成 解 决 双 重 国 籍
问 题 的 完 整 协 议 , 很 多 长
居印尼的华侨加入了印尼
籍,加强了华族对印尼国家
的归属感。双方政府也很
重视入了籍的公民权益。
华族对入籍国的繁荣强盛
更为关切,中印(尼)友族联
姻问题也更为开放。在印
尼 苏 北 , 中 印 青 年 恋 爱 通
婚 事 例 渐 多 , 但 由 于 宗 教
问题,好事多磨,产生不少
障碍。相信随着时代的进
步 , 开 明 的 印 尼 政 府 能 加
于重视,并制定新政策,异
族联姻的障碍必会解决。
期 望 以 泰 国 为 例 , 促 进 中
印(尼)民族大团结融合。

另 外 还 有 一 些 鲜 为
人知的中印(尼)民族同化
的小故事：在印尼有的中
国贫苦人家，医学常识贫
乏 ， 不 善 节 育 措 施 , 生 下
子 女 过 多 ， 经 济 困 难 ，
生 活 雅 于 维 持 , 封 建 的 重
男轻女思想,把女儿卖掉,

减 轻 负 担 。 而 印 尼 土 侯
贵族(Tengku)嘉欢中国女
孩肤色白皙,头发乌黑,眼
珠明媚,姿容娟秀可爱,因
而收养华族女童作准儿媳
或 使 女 , 此 风 极 盛 。 许 多
华族幼女,自小被收养,彻
底 被 同 化 , 自 认 为 印 尼 族
人,这也是中印(尼)民族融
合 同 化 的 另 一 种 情 况 。 
 
刻苦耐劳 磨练成才 

陈 文 营 是 我 的 姻 舅 ,
在新邦地甲华新学校读书,
天资聪明,学习努力,成绩
优 异 , 深 得 老 师 器 重 。 他
积 极 参 加 文 艺 活 动 , 表 演
话 剧 , 演 技 维 妙 维 肖 。 他
生 活 很 朴 素 , 刻 苦 耐 劳 。
每 天 放 学 回 家 后 , 骑 上 自
行 车 , 载 着 身 背 装 满 黄 豆
酵饼箩筐的母亲,到烟场工
人宿舍兜售。回家后还帮
母 亲 制 豆 饼 , 在 水 井 边 将
煮 熟 的 黄 豆 膜 搓 洗 掉 , 撒
上酵母,用香蕉叶包起,过
两天发了酵出售。天天如
此,数年如一日,从未听过
他喊苦叫累或任何抱怨。

文 营 小 学 毕 业 后 , 父
母无力再供他上学。我母
亲 知 道 后 , 愿 意 资 助 他 继
续 上 中 学 。 后 来 他 被 苏
东 中 学 录 取 在 第 十 八 组 (
届) ,课余时间在校务处刻

写 蜡 板 半 工 半 读 , 得 以 减
免学杂费。他每天同我和
二哥一起从园垃住处骑自
行车经半个小时到新邦地
甲 , 转 乘 一 个 多 小 时 火 车
到 棉 兰 苏 东 中 学 上 学 , 风
雨 无 阻 , 直 到 中 学 毕 业 。 
 

从小立志 思想成熟 

陈 文 菅 原 名 陈 文 银 ,
上中学后,对中印文化深感
兴趣,立志以文化营生经营
中印文化事业,服务社会。
他 巧 妙 地 把 自 己 姓 名 中
的“银”字改为近音字“
营”,以表达自己的志向。

文 营 在 学 校 接 受 老
师的教育,爱好阅读,加上
家庭出身和当时社会局势
的影响,使他的政治思想很
快进步成熟。他经常向我
表述以下观点:中国和印尼
历来都是被殖民主义国家
所侵略,国弱民穷,处境相
同。“物极必反”,印尼最
终必然走上争取独立解放
的道路;而中国人多势大,
地大物博,国共合作抗日斗
争必能胜利。一旦中国革
命成功,印尼独立胜利,中
印(尼)两国友谊必能更加
强更巩固,中印(尼)两国必
能登上国际舞台发挥更大
的作用,中印(尼)两国文化
也必将成为世界重要文化
之一部分。以上一系列的
世界观,促使他立志学好中
华和印尼文化,为中印(尼)
民族的发展效力。我很钦
佩他的见解,逐渐接受了他
的 思 想 启 迪 , 潜 移 默 化 地
促进我思想觉悟的提高。 
 

参加革命 投入抗日 

日 本 南 侵 时 , 陈 文 营
在 读 中 学 , 在 爱 国 教 师 和
同 学 的 思 想 影 响 下 , 他 参
加了“华侨抗日反法西斯
同 盟 " 的 地 下 活 动 组 织 。

从 那 时 起 , 陈 文 营 开
始 离 开 了 家 庭 , 走 上 革 命
道路。他当时还只是个不
满 2 0 岁 的 年 轻 小 伙 子 , 经
过 生 活 磨 练 , 已 成 为 政 治

陈文营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