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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但他们懂得按照宗
亲 , 乡 亲 和 行 业 , 自 发 地
组织宗素会、同乡会、
行会等各种社团,藉此互
相帮忙,介绍职业,济贫解
困。他们的组织不断发
展壮大,开始考虑培养下
一代以及宣扬中华文化,
他们办起了学校,报社,以
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为
华侨谋取福利,日本投降
后,这些社团形成了具有
政治、经济、文化影响
力的华侨社团。他们组
建了协助联系当地政府
处理华侨事务的各界联
合机构“华侨总会”,以
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加强
与当地氓族的友谊,促进
侨居国的经济发展,关心
支持祖国建设,举办聚灾
募捐,声援抗敌活动,华侨
前辈异乡奋斗求存的道
路,值得我们归你后辈借
鉴,他认识到居港归应该
组织起来,团结互助,才能
谋求生存发展,促进社会
繁荣。何况现在的归侨
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国
内外都有关系,文化条件
比前辈更优越。一旦组
织起来,就能发挥更大的
作用,除了解决个人暂时
的生活困境,更能发挥个
人的潜能特长。在机遇
地等的社会中,既促进香
港的繁荣发展,也为祖国
做出贡献

凝聚乡情 创建侨社
创办侨社这一念头,

一直在他心里酝酿着。
当他开办了货仓,生活时
为安定后, 1979年他与白
月英、纪荣光和陈振适
4人,在中环红宝石餐厅
举行了数次聚会,商讨组
织华侨社团问题。随后
陈秀珠介绍许灿参与期
活动,并得到南洋商业银
行老董事长庄世平,艺声
唱片公司赵洪品总理与
华丰国货公司许东亮董
事长、陈明德总经理老
前辈们以及吴立坤副主
理、陈淑文秘书长的支
持,多次在华丰国货公司
接待他们,共商建社事宜,
陈明德先生和吴立坤经
理先生还专程到葵涌裕

中华货仓,与郑光煌和白
月英商议开展筹备工作,
陈明德先生建议命名“
侨 友 社 ” , 自 此 , 他 们 马
上积极着手开展创社活
动。

在许东亮、陈明德
先生和吴立坤先生支持
下,先后在北角福建同乡
会召开四次筹备工作会
议,并借出资金作为筹备
经 费 ; 在 何 国 强 、 陈 激
文优個府上起草章程。 
1980年底得到王文儒、
王健文、游尚群、古宣
辉、洪泉声、许丕新、
蔡其俊、张立、谢喜镇
等20多人积极支持成立
第一批创社班子。在经
过多方面串联宣传,声势
更大,共有56位热心人士
作为创社发起人。其芳
名如下;

王饮贤、王文德、
王忠诗、王建文、尤振
秋、古宝辉、白月英、
白 夷 营 白 风 毛 、 吕 慧
珍、李润辉、李生培、
李文华、余群裕、林培
洁、林山额林国基、洪
醒 华 、 洪 泉 声 、 纪 荣
光、高荣玮、梁玛娜、
梁明常、陈振适、陈若
虹、陈永安、陈秀球、
陈如勇、陈明德、陈淑
文、许灿、许丕断、许
基 德 、 黄 温 城 、 黄 金
业、黄秋痕、张立、张
庆 焕 、 张 镇 庆 、 游 尚
群、赞暖、叶舞绣、廖
赞 魁 、 蔡 其 俊 、 郑 光
煌、潘文音、赖锦忠、
赖 增 创 、 声 汉 、 谢 毒
镇、魏唐达、魏智强、
罗振耀、龚华根、曾善
先。

当时香港处在港英
政府管治下,当局对新移
民组织社团很是留意,是
个敏感的问题。归侨初
到香港定居,人地生疏,求
职谋生并不容易;况且中
国印尼尚未恢复邦交。
参加创会的同仁们,毫不
顾虑对自己不利的社会
背景,积极参与发起创会
的工作。他们的大公无
私精神,永远铭记在他的
心中

成 立 社 团 , 没 有 雄

厚财力和社会地位的人
士来扛大旗,是很难成事
的。我们这56名同道,大
多数是打工的新移民,只
有少数刚起步的商界小
老板,他们忙于打好自身
经济基础,无暇投入领导
工作,因此筹委会领导班
子难产,拖了一年多,迟迟
未能正式成立。吴立坤
先生作思想动员说: “现
在祖国日益强盛,国际形
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大
家不必有任何顾虑,我们
这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有不少搞过社团的
人才,就从我们当中选出
几位,把架构建立起来。
经费问题只要大家努力,
做出成绩,有磨自然香,一
定能得到社会人士的支
持。”大家意见统一了,
决定先把筹委会成立起
来。

1981年12月25日筹
委会成立了,会上通过爱
国 侨 领 , 香 港 华 丰 国 货
总经理陈明德先生建议
以“侨友社”命名;修改
章程草案;并一致推举郑
光煌为侨友社筹委会主
任。(根据章程规定,侨友
社筹委会,即是第一届理
事会。)王钦贤、许灿、
龚华根、古宣辉被选为
副主任。各部理事多数
由创会发起人中选出,其
中有郑遂源、张浩,虽然
他们没来得及参加发起,
但当他们知悉后,积极主
动参选,分别被选为宣传
及公关部理事,为侨友社
初期拓荒工作做了很大
成绩。会址暂借用许灿
在上环德辅道西3539号
之联兴发大厦9楼B座写
字楼。 1982年2月26日
以郑光煌、许灿、王忠
诗、赖锦忠、高荣玮和
陈振适等6人名义注册,
正式定名为“侨友社有
限公司”。它是香港最
先注册成立的第一个华
侨社团。为了避免港英
政府对成立社团之敏感
起见,以商业公司为名进
行注册,遂命名“侨友社
有限公司”。

侨友社由1982年创
会 起 至 今 年 2 0 1 7 年 , 历

经了35个年头。郑光煌
由1982年至1986年,以及
1989年至1992年,任侨友
社五届理事长。任职期
间,历届理事精诚合作,广
大社员大力支持。侨友
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
届比一届成熟精进。9年
来,做了许多有利于香港,
国家和侨界的工作。

郑光煌在任期间所
作贡献可归纳如下:

1 . 关 心 香 港 “ 九
七”回归祖国。参加香
港 特 区 基 本 法 语 委 会 ,
设立了由李海天和蔡炳
福负责的“基本法关注
组”。举行研讨会并向
草委会提交书面意见，
冀望香港回归后的繁荣
安定。

2.推动两岸交流,促
进和平统一;了解台湾华
侨委员会政策;宣传祖国
对台政策及协助台胞回
国探亲。

3.宣传并推动“改
革开放”政策，组织投
资及开展经贸活动。

4.反对日本军国主
义复活。多次参加和组
织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复
活大会活动。

5.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维护归侨侨拳的
正当权益,帮助归侨平反
冤假错案,协助归侨出境
与家人团聚。

6.关注内地洪涝、
地震灾情。发动社员赈
灾。

7,协助侨友就业,并
协助侨界工商企业招聘
职工。

8.组织工商界侨友,
到东南亚各国考察投资
集资办企业,加强东南亚
各国民族友谊。

9,协助侨友处理意
外事故。侨友或家属发
生危难事件,及时协助解
决。

10.关心探望慰问身
患疾病的社友,聘请陈松
柏为医师,请内地专科名
医驻诊

11协助社友办理红
白事,给予国难户必要经
济帮助。对社会有特殊

贡献之侨领的丧事,组织
治表委员会,召开追惊会

12.开展文娱、体育
活动。每月举行一次大
型交际舞会;每周举行健
身舞活动;筹组侨友社民
族歌舞团及合唱团;开展
旅游活动。

1 3 . 出 版 《 侨 友 简
讯》及特刊,报导社团活
动,加强社友沟通。介绍
国内外重大讯息,宣传祖
国及香港主要成就。

14.美关心青少年文
化教育。多次组织参加
内地夏令营活动,提高香
港青少年对祖国的认识,
加强民族意识

15组织各种报告及
研讨会。学习国家政策,
了解香港社会动态。

16.与国内侨务工作
部门联系，交流情况。
开晨侨务工作。

17.群策群力,并得到
社会人士的支持,以180多
万元港币,自置了侨友社
会所。

18.与侨友蔡文初合
资开办“英雄印刷厂",集
资创办“侨友之家"(旅
社),将所得盈利作为侨友
社经费,实现自力更生。

1 9 , 提 倡 尊 师 重 款 ,
参加举办“庆贺华侨教
育家张国基老师百龄大
寿”盛会。

以 上 工 作 均 在 侨
友社成立前10年(1982-
1992)由理事会筹划及推
动、并得广大侨友和社
会人士的支持,为侨友社
往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
后,侨友社会务蒸蒸日上,
在香港侨界中享有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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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