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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劲松伫雪峰  烂漫山花别样红
记归侨老人郑光煌的爱国情怀  上

人 生 七 十 古 来 稀 ,
印尼归侨郑光煌今年已
届91岁高龄,步入营秦之
年。一生经历荷兰殖民
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国14年抗战,日军入侵东
南亚,日本投降,印尼独立
和中国3年解放战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
解体等等重大历史事件, 
目睹了祖国和国际风云
变幻。尤其是文革10年
浩劫之后的拨乱反正,改
革开放,香港回归,以及海
峡两岸谋求和平统一等
重大历史变革。经历了
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岁
月,在时代的浪潮中,始终
爱憎分明,坚持正义,反对
邪恶,以普通一兵的身份,
做出了骄人的贡献。

郑光煌1927年出生
于 印 尼 苏 北 新 邦 安 叭 ,
祖 籍 广 东 陆 丰 , 系 第 三
代华侨后裔。1954年回
国, 1973年又从国内到
香港,始终坚持爱国、爱
侨的信念。由懂事年岁
起便积极参与爱国侨社
活动。他平易近人广交
朋友,有十分良好的群众
关系。他关心国事大事,
深刻认识到“国”与“
家”的关系,有“国”才
有 “ 家 ” ; 他 的 根 是 “
国”,他的叶是“侨”,有
了根和叶才有大树,才能
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
硕的果实。

爱国情怀 矢志不渝
日本南侵期间,爱国

侨领陈嘉庚先生积极宣
传抗日,得到广大东南亚
华侨响应。郑光煌的父
亲是侨领之一,积极带头
参加抗日活动,抵制日货,
断绝与日本人交往,学校
老师也积极灌输抗日救
国思想,郑光煌上小学时,
每天课余时间,脖子上挂
着小钱箱,到处向大人们
劝捐,筹款抗日救国,有一
次三年级作文比赛,题目
为《我的愿望》,他表达
了抗日救国的思想,立志
努力学习,争取长大当飞
机师,驾机轰炸日本救中
国。获得全班冠军。

1942年日军人侵印

尼,大量收集抗日人士黑
名单,滥杀无率。1943年9
月20日,印尼苏北发生了
骇人听闻的血腥“九-二
0"事件,枪杀了11名抗日
志士,郑光煌最崇敬的周
斌老师,被检杀加活埋而
牺牲。上百名抗日分子
被逮捕和监禁,郑光煌之
父郑金顺也因抗日嫌疑
而被抄家,全家父子四人
被捕入狱。关押了一个
多月,终因证据不足而被
释放。郑光煌在“巴里
士卫"狱中,与“九-二0”
抗日志土陈如贞、陈丽
水及陈炎理关在同一间
牢房里,目睹日寇对他们
百般折磨拷打,都无法动
摇他们的斗志,深受他们
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感
染,对日军的残暴罪行,深
恶痛绝。

这次坐牢时间虽不
长 , 但 在 他 的 幼 小 心 灵
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
印。使他认识到为了维
护世界和平,必须彻底消
灭法西斯,因而立志向英
雄们学习,为国家、为人
类正义事业献出自己的
力量。

日本投降后,他更积
极于爱国爱侨工作,通过
苏北工农总会介绍,到万
挽农村教书,向农民子弟
传播中华文化。两年后
回新邦地甲埠华新学校
任教,被选为新邦地甲埠
华侨总会文教部副主任,
负责该埠的文教工作,组
织 新 华 体 育 会 ( 即 青 年
会),作为苏北青年总会属
下昔里冷区的七个青年
会的一员,被选为该区青
年团体的区主任,领导该
区的民主爱国活动。

组织了新华铜乐队,
经常联同苏北各埠铜乐
队活动,在中印(尼)各种
大型庆祝会或游行活动
参加演奏,增添活动气氛,
加强民族团结。苏北社
团及居民的红白二事也
常应邀参加义务演奏,深
受乡亲们的欢迎。由于
郑光煌交际面广,活动频
繁,地方情况熟悉,被棉兰
《民主日报》和《苏门
答腊民报》两报委任为
昔里冷区地方通讯员,经
常及时报导各地信息,增
添两报信息来源,

郑光煌的青少年时
期,为印尼苏北爱国民主
活动、抗日活动,传播中
华文化、加强中印(尼)
民族团结的工作,作出了
难能可贵的贡献,堪称是
一位胸有大志,热爱祖国
好青年。

津卫河畔 喜沐春风
1954年郑光煌回到

祖国,受到祖国各方面的
关怀和照顾. 1956年考上
了河北大学。1959年一
次隆冬半夜,天津市码头
南货场发生大火。郑光
煌发现后立即骑自行车
载着同学奔赴火场,和清
防员以及解放军一起,冒
着被爆炸物品炸伤、货
仓倒塌、吸入毒气 种致
命危险,奋勇教火,直至凌
晨把火扑灭。翌日报社
作为重大新闻报导,河北
大学校方为此特别举行
了全院的“社会主义教
育”大会,郑光炮被安排
在会上讲话。会后中文
系学生进行采访,编写了
河大的《红旗谱》。

1960年郑光煌大学
毕业,被分配到天津重点
中学“天津女四中”任
教。他严以律己,认真教
课,表现突出,获得学校颁
发奖金,并破例提职提薪

在天津13年的教育
工作中,他大部分时间和
精力都付诸于培育祖国
的建设事业接班人。学
生毕业后在不同工作岗
位上做出了贡献。让他
深为欣慰, 1972年他被评
为区级模范教师,参加和

平区模范教师大会。
为人师表,郑光煌一

向认为要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教
学要教人,天津女四中是
重点女校,招收的学生大
部分是附近各小学学习
成绩优秀生,在家多是父
母宠女,缺乏劳动锻炼。
郑光煌在星期天多次组
织学生,推着装垃圾的小
拉车,到天津南市没有私
家厕所的贫民区,收集各
户马桶里的排泄物送到
市里卫生清洁部门处理,
这就是天津人所谓“磕
灰”活动。通过此活动,
加 强 学 生 的 劳 动 观 点 ,
了解天津社会的贫民生
活条件,使她们认识改造
天津市社会落后的必要
性。这一活动引起了天
津卫广大市民的极大反
响和共鸣, 《天津日报》
及时做宣传报导。

郑光煌回国20年,受
到祖国教育滋润,如沐春
风,在文教战线上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在“反右”
和“文化大革命"中,能明
排是非,坚持正确立场,主
持正义,敢于向不良现象
作斗争,从不丧失立场,作
为一名归侨他深感庆幸
和欣慰。

回围前,郑光煌立下
了排心壮志,怀着远大理
想,相信回国深造后、学
好本领,将会更好为祖国
人民服务。然而回国术
久适逢“反右斗争”接
着又有“文化大革命”
运 动 , 极 “ 左 ” 思 潮 泛
滥,国家侨务政策不能正
确执行,归侨有“海外关
系”不被重用 ,种政治上
不平等待遇,让他感到非
常委曲和难过,因面萌生
去意,70年代初,政府对归
侨的出境政策有所开放,
许多归侨纷纷申请到香
港, 1973年郑光煌也成功
申请到了香港

初到香港 努力打拼
初 到 香 港 , 首 要 解

决谋生问题。香港是中
国货物进出口重要海港,
货物需要大量运输货车
转运,他于是把其弟的运

输业发展起来,与侨友合
资成立了“德泰运输公
司”。不到两年,由一部
小货车发展为四部大小
运输车,每月运载上千吨
货物,解决了数个归侨家
庭的生活问题。

7 0 年 代 末 期 , 中 国
货物进出口激增,中旅社
货仓不敷应用,郑光煌与
裕华国货公司李润基、
白月英等侨友合资组织
了“裕中华货仓有限公
司",租下九龙葵涌乐基大
厦三层楼作为货仓,业务
以储存中国进出口货物
为主。因为管理完善,发
展迅速,层数逐年增加,到
90年代发展到把整幢大
厦承租下来。共计15层
楼,面积36万平方呗,每月
进出吞吐量有数百个货
柜,为当时中国的货物流
通和储存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

在事业有成,经济有
了基础,生活有了保障之
后,他开始思考广大同命
运的东南亚归侨的各种
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
代中期,是归侨出境的高
峰期,他们的绝大多数出
境到香港。由于内地学
历不为香港政府认可,许
多有专业技术的归侨无
法发挥专业才能。他们
举目无亲,为了生活,不得
不改行做其他工作:大学
生当保安员、医生当私
家看护、大中学教师当
杂工……,只要有工就做,
只求能维持一家生活。
一家数口住的是十多平
方米的政府临时安置区
或木屋,生活在最低水平
线上。归侨作为新移民,
如何在这陌生的环境中
生存,如何才能脱离困境,
改善生活、融入香港社
会等等问题,在他的脑海
中反复思考。

小时他常听到父辈
讲述租辈出洋谋生的苦
难故事,印象很深刻,满清
及国民政府时期,政府腐
败,战乱纷起,内忧外患,
民不聊牛,只好寓乡背井
出洋寻找出路,大部外人
都是文育,没有任何专业
技术,全靠出卖劳方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