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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赞其（1913-
1 9 9 8 ) 原 是 我 的 叔
父 。 1 9 5 5 年 ， 我 7
岁时由祖父做主过
继给他做女儿，并
一起从印尼邦加岛
返回祖国，定居北
京。当时他已40多
岁，被安置在第一
机械业部工具厂当
技术工人。该厂后
来改为国家科委计
量局实验工厂，后
又改为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工艺研究
所。他在职期间，
对 工 作 认 真 负 责 ,
一丝不苟、高质量
地完成任务。曾多
次获得集体的科研
进步奖和被评为“
红旗手”“五好标
兵 ” “ 先 进 工 作
者”等称号。为新
中国的科研事业默
默地奉献了青春年
华。作为邦加岛华
工的后代,回国后真
正成为中国工人阶
级的一分子和主人
翁。实现了报效祖
国,建设新中国的夙
愿,体现出中国工人
阶级的优秀品格和
爱国情怀,令人十分
感佩。

一 、 华 工 后 代
的坎坷经历

先 父 郑 赞 其 于
1913年1月29日，生

于印尼邦加岛高木
一锡矿华工家庭，
祖籍广东梅县。他
有两兄一妹，是第
四代侨生。就是说
他们的曾祖父是来
自祖国大陆的客家
人。当年是作为被
拐卖的“猪仔”华
工到邦加岛从事开
采 锡 矿 的 。 其 第
二、三代子孙也继
续当锡矿劳工，为
建设美丽的邦加岛
付出了血汗、做出
了贡献。郑赞其的
父 亲 ( 第 三 代 ) 曾 经
从事伐木的苦役，
时常要把木材抬到
河 里 才 能 运 出 山
外，工作危险而繁
重。有的华工不堪
忍受工头的非人折
磨而逃跑，然而被
抓回后，全身的骨
头都被打断。这类
血 泪 斑 斑 的 惨 剧 ,
时有发生。正是这
些华工们的流血流

汗，才养肥了荷兰
殖民者，也繁荣了
印尼的经济。

先 父 郑 赞 其 因
家 贫 ， 到 了 9 岁 才
上 学 。 1 7 岁 ( 1 9 3 0
年 ) ， 毕 业 后 到 沙
横矿务局挖泥船修
理广当学徒。他勤
奋好学,熟练地掌握
了钳工、铁工、刨
工和电焊工等技术,
成为多面手的高级
技工。40年代初就
被晋升为技师。他
的二哥也很聪明。
虽然念不起书,但靠
刻苦钻研,擅长机械
加工、绘图设计、
搞技术革新，颇受
矿务局专家们的青
睐。

日 本 于 1 9 3 1 年
9 月 1 8 日 占 中 国 东
北,又于1937年7月7
日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后，海外华侨掀
起了如火如荼的抗
日救亡爱国运动。

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精神，
有力出力，有钱出
钱，全力支援祖国
抗战。郑赞其在爱
国精神的感召下，
经常和工友们一起
节衣缩食捐出自己
的工钱，以实际行
动支援抗日。

1 9 4 2 年 2 月 1 7
日邦加岛沦陷后，
日本到处抓捕青壮
年劳工。有的被押
往缅甸修筑铁路，
有的被强迫去修建
在 港南郊的军用飞
机场，而且任意虐
杀荷兰人和华侨、
华工。郑赞其当时
有一次因为不向日
本兵行礼，曾被罚
在烈日下暴晒。为
了保持民族气节，
不当亡国奴，他带
着全家人逃入深山
野林躲藏隐居。那
时逃难的生活十分
艰苦，一切靠自力
更生，从头做起。
自 己 动 手 搭 盖 房
子、种植水稻、木
薯和蔬菜，并从事
打猎。那时他对狩
猎还摸索出一些办
法。除使用机警的
猎狗外，还在逆风
方向的地方挖好陷
阱，防止猎物闻到
人的气味而跑，其

猎物也包括鹿和猴
子等。他还经常用
弹弓或用铁笼诱捕
树上的松鼠。就这
样过着与世隔绝的
原始野居生活，一
直到1945年8月日本
投降，战争结束为
止。

二 、 变 卖 家 产
回国参加建设

1 9 4 9 年 1 0 月 1
日 , 新 中 国 诞 生 的
特大喜讯犹如一声
春雷震天响，立即
传遍全球。邦加岛
的华侨华人莫不欢
呼雀跃，家家悬挂
五星红旗，户户高
唱《歌唱祖国》。
从此在郑赞其的心
中 点 燃 了 回 归 祖
国，报效祖国的高
涨热情和愿望。为
了筹措回国旅费，
他辛勤劳动，种植
胡椒。至1955年他
便毅然决然地将长
势喜人、丰收在望
的胡椒园和家产悉
数变卖，然后举家
返回祖国，参加建
设 。 当 他 抵 达 香
港，走过著名的罗
湖桥时，一眼看到
高高飘扬的鲜艳的
五星红旗，不禁激
动得流下热泪。此
情此景毕生难忘。
到达北京后，他被

平凡而忠诚的邦加
爱国归侨郑赞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