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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东亮（1914-
2008）祖籍福建金
门，原名许乃昌。 
1937年日本侵占金
门 ，他逃难新加坡 
，后又转逃至印尼
苏岛巴牙光务经营
小作坊。日本投降
后，返回新加坡和
印尼雅加达经商。 
1 9 6 5 年 「 九 卅 事
变」后移居香港，
改名许东亮。长年
从事工商贸易与国
货进出口，成为著
名的闽商。历任印
尼 雅 加 达 公 大 行
有限公司、香港华
丰国货有限公司、
香港大众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等数十间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他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曾任旅港
福建商会理事长、
华侨大学香港教育
基金有限公司理事
长、华侨大学第一
至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香港福建中
学校监等。2002年
荣获香港特区政府
荣誉勋章。曾是全
国、福建、广东的
政协委员、人大代
表 、 中 国 侨 联 常
委、顾问，中华全
国工商联委员。

结缘华侨大学
许 东 亮 与 华 侨

大学结缘始于1960
年。那年，在安排
租用大型外国邮轮
自印尼椰城载运印
尼难侨回国后，他
赴京向中侨委主任
廖承志、副主任方
方等领导汇报接侨
工作。事后，廖承
志请他到福建泉州
去看「一块地」， 
这块地就是当年中
央正在筹办的华侨
大学在福建泉州的
校址。

许 东 亮 后 来 回
忆说，上世纪60年

代初，中国遭受严
重 灾 害 之 际 ， 中
央仍决定要为千百
万华侨子弟建立一
所高等院校，令他
心中无比感动。廖
公说，有中央的决
定、支持，加上海
外华侨大力支援，
华侨大学一定会建
好。他还半开玩笑
说：「许先生，我
们一起努力。你在
海 外 善 捐 1 元 钱 ，
我就争取主席、总
理 捐 2 元 钱 。 坚 持
到底，一定成功！
」廖公坦荡无私为
华侨服务尽责的态
度，深深印在许东
亮心中。在廖公的
统一规划领导下，
海内海外齐动手，
边建设边教学，短
时间内一所独特的
华侨大学的雏形建
起 来 了 。 不 幸 的
是，1966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后不
久，华侨大学的上
级机关中侨委被撤
销，刚办起来的这
所大学只好停办。

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全会迎来了改革
开放的春天，国内
外侨界有识之士纷
纷向中央强烈呼吁
复办华侨大学。不
久就在国务院侨办
廖承志主任的领导
和运作下，找回当
年积极参与建校的
一批港澳和东南亚
的老华侨，成立校

董事会来组织和领
导华侨大学复办大
业。廖公亲任第一
届校董会董事长兼
校长，许东亮任副
董事长兼华侨大学
董事会驻港代表处
主 任 。 从 那 一 刻
起，许东亮便将自
己后半生的心血倾
注于华侨大学，为
该校的发展积极奔
走，不遗余力。

廖公临终托付
董 事 会 刚 运 作

不久，廖公已被中
央推荐为国家副主
席人选。就在全国
人大即将投票确认
之际，廖公因积劳
成疾突然去世。这
无疑给刚复办的华
侨大学带来沉重的
打击。

在 中 国 侨 界 流
传着一个廖公向许
东亮「临终托付」
的故事。许东亮生

前回忆说：「那是
廖公生前我最后一
次见到他。开完会
合影后，人群慢慢
走散，廖公把我拉
到一个小房间。我
俩长久紧紧握手，
无语相望。最后， 
廖公深情地、重重
地说了一句话：『
许先生，一切拜托
了 。 』 我 只 是 点
头，什么话也说不
出来。」无言的相
望，紧紧的相握，
竟成了两位老朋友
的永诀。「一句瞩
托，千钧承诺， 终
生承受。」许东亮
说，后来想起，那
就是廖公的「临终
托付」啊！

不 负 海 内 外 侨
界和乡亲的期望，
许东亮用自己的大
半生践行了对廖公
的承诺。他多次赴
印尼、新加坡等国
家和地区，为华侨

许 东 亮 与 华 侨 大 学(上)

1986年11月，许东亮（左）
在华侨大学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发言。

右为著名诗人、教育家梁披云

1961年11月14日，许东亮（右二）
等人参观泉州华侨大学工地，即廖公

在京向他提起的「福建一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