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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侨民负担问题,都由
中 华 商 会 联 合 会 提 出
具体议案见出面交涉,
如 为 侨 商 申 请 外 汇 、
反 对 荷 印 政 府 “ 一 债
两 还 ” 法 令 、 交 涉 减
免 外 侨 税 、 发 票 薄
书 、 税 务 、 运 输 壁 处
理 新 占 领 区 农 园 产 品
问题,都能获得当地政
府的重视与让步,维护
了华商的利益。

战 后 ， 郭 美 丞 在
雅 加 达 继 续 经 营 南 洋
印书局,并创办南洋有
限公司,经营文具印刷
及出入口贸易,还合资
创 办 努 山 打 拉 银 行 、
美 都 大 酒 店 及 阿 拉 新
铝业公司,由其子负责
经营。

1950年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成立,改首都巴
达维亚为雅加达,郭美
丞 复 任 雅 加 达 福 建 会
馆 会 长 、 雅 加 达 中 华
商会会长,并被台湾当
局委为侨务委员。

郭 美 丞 素 以 发 展
华侨教育为已任,先后
兼 任 多 所 华 侨 小 学 、
中学董事长或董事,出
钱出力。1949年,印尼
中 华 商 会 联 合 会 创 办
印 尼 华 侨 高 级 商 业 学
校,郭美丞任董事长,并

聘 请 教 育 家 王 秀 南 为
校长,藉以培养印尼华
社 商 业 人 才 。 该 校 创
办10年间,学生由90余
名递增至1000余人,成
为 印 尼 华 侨 职 业 教 育
最高学府。

1953年,郭美丞在
雅 加 达 创 办 《 中 华 商
报》,并聘请著名报人
马 树 礼 为 社 长 兼 总 编
辑,其子郭武林任总经
理 。 该 报 曾 出 版 《 印
尼 商 业 年 鉴 》 。 1 9 5 8
年,印尼中华商会联合
会 及 所 属 学 校 、 报 社
均被印尼政府取缔。

郭 美 丞 身 居 海
外 ， 情 系 故 乡 。 他 写
过 一 首 《 怀 故 乡 》 的
诗: “小阳天气暖晴晖,
晚 稻 登 场 蟹 正 肥 。 大
好时光人事苦,风轻怕
见 雁 来 飞 。 ” 他 多 次
捐资公益事业,造福乡
里 。 浮 宫 海 堤 是 福 建
省著名的重要海堤,自
浮 宫 镇 九 节 桥 至 霞 威
村,海岸线长18公里,位
于 月 港 的 南 岸 。 历 史
上 有 禾 平 埭 、 赵 埭 、
西埭等埭田和埭岸,后
来 逐 渐 发 展 连 片 。 海
堤 面 对 大 海 , 风 浪 大 ,
年 年 受 冲 刷 , 崩 塌 严
重,最险段就是南溪入
海 口 。 清 政 府 曾 拨 银
二百两修堤,不久又被
狂风骇浪冲垮,故此地
称“二百两”1929年,
郭美丞回国,携带募款
购 买 上 海 招 商 局 废 弃
的 3 0 0 0 吨 级 镇 海 轮 “
镇东”号,抛在“二百
两”处当丁坝,巩固长
堤根基,终于挡住测涌
的狂涛,确保万亩良田
免遭水患。至今百载,
巨轮尚在,造福乡里,传
芳百世,故此地又叫“
镇东", 1932年,郭美示又
从 新 加 坡 带 回 红 树 林
种苗栽培于浮宫故乡,
一 直 作 为 护 岸 林 保 至
今。

1 9 3 6 年 , 他 又 捐

资 创 办 浮 宫 华 侨 救 济
所,为贫民免费施医施
药。1940年,他捐出海
澄南门楼房10间,作海
澄县卫生院院舍。1946
年福建疟疾猖獗,他购
买大量奎宁,托厦门市
政 府 赠 送 全 省 各 医 疗
机构。

1948年,闽粤两省
发生水灾,他以福建侨
团 筹 赈 会 执 行 委 员 身
份四方奔走,筹集10万
美元,汇交闽粤省政府
分 配 救 济 。 海 澄 的 姜
公陂年久淤塞,影响农
业生产,他负责筹款,特
邀 地 方 人 士 成 立 南 陂
水利工程处,邀请专家
实 地 勘 测 。 后 因 法 币
大幅贬值,时局变迁,无
法成事。

郭美丞是个儒商,
平时无他嗜好,惟有工
作之暇,偶有吟诵,约有
400余首,分为《抗吟残
稿 》 、 《 呼 吁 集 》 、
《 诗 词 拾 零 》 、 《 灵
感集》等。

周 碧 初 与 郭 美 丞
同是福建漳州人。1949
年底,周碧初在香港、
台湾举办个人画展后,
赴印度尼西亚, 定居
雅加达,直至1959年秋
天 回 到 中 国 。 在 印 尼
的10年,是周碧初艺术
生 涯 中 的 一 个 黄 金 时

代,形成了其带有鲜明
印 象 派 特 征 又 融 合 了
中 国 传 统 特 点 的 艺 术
风 格 ， 积 累 了 很 多 作
品 。 为 什 么 会 有 这 样
突破性的进展呢?有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他 得 到
了 时 任 印 尼 中 华 商 会
合 会 会 长 郭 美 丞 的 全
力 资 助 , 比 如 画 室 , 交
通工具(马,车),专职摄
影 师 。 所 以 印 尼 十 年
的照片最多,拍摄得也
最 好 。 而 那 时 周 碧 初
的家人者在上海,这也
让 他 可 以 全 心 投 入 创
作 。 印 尼 的 地 域 特 点
也 让 周 碧 初 完 成 了 对
阳光,色彩的研究。在
天 时 、 地 利 、 人 和 之
下,他的天赋得了很大
的发挥。那个时期,他
举办了很多展览,每一
次 对 他 的 艺 术 发 展 都
是 一 种 推 动 。 郭 美 丞
自己收藏周碧初的画,
也要求朋友购买,所得
款 寄 回 周 碧 初 上 海 的
家。

1958年,郭美丞身
体欠安,而到茂物基督
教 医 院 - 慕 罗 樱 医 院
疗养,有了读圣经的机
会。出院后,他与夫人
皈依基督教。这一年,
郭 美 永 还 为 三 宝 套 三
保庙撰写了一幅楹联: 
"航海成名有荣在史古
洞低徊歌抑止,立功异

域 吾 道 其 南 世 人 膜 拜
奉为神"。

1959年,他偶患感
冒,低烧长久不退,住进
雅加达医院治疗无效,
于7月4日逝世,享年64
岁。

郭 美 丞 逝 世 后 ,
他 的 儿 子 把 父 亲 的 遗
稿 《 抗 吟 残 稿 》 、 《
呼 吁 集 》 、 《 诗 词 拾
零》、《灵感集》等,
辑 成 《 恬 庐 诗 文 集 》
行世。钱穆为其作序:
《恬庐诗文集》者,余
先受而读之,因以想见
美丞先生之为人,其人
则 诚 有 志 而 厚 以 性 情
之 人 也 。 又 能 一 本 其
平 日 之 为 人 而 发 之 于
诗,故其诗亦可传也。

印尼华商领袖郭美丞  下

郭美丞(左一)参加南桥回归国慰劳团与陈嘉庚(右一)一起。

1929年修筑二百两
海提纪念石碑 郭美丞《括庐诗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