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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水仙茶后，他必
定前往位于百家村的
陈清安家，一边拄着
拐杖一边还要哼着跑
了调的南音，街坊们
一听就知道“天助伯
又出来散步了”。

赵 天 助 如 此 开
心，确实是因新生活
太 过 美 好 。 回 国 不
久，厦门市侨联就找
上门了。赵天助加入
了这个温暖有趣的大
家庭，每次开会、活
动，他都认认真真地
去参加，还说要“有
始有终”。厦门市侨
联要成立厦港渔业公
司，需要集资买2条
船，共需8万元。赵
天助和颜西岳、汪万
新、陈清安每人凑了
2万元。那时的2万元

绝对是笔巨款。华侨
中学、华侨托儿所、
华侨幼儿所，他也捐
资了。他说自己没读
什么书，一定会支持
教育的。他感恩祖国
给了他新生命。

赵天助也记得泗
水堂叔的恩情，承担
起了照顾堂叔一家生
活的重任。他自己仍
然保留着简朴的生活
习惯，而且十分幽默
风趣，人们常被“天
助 伯 ” 逗 得 哈 哈 大
笑。

1957年4月21日，
厦门海堤建成通车，
赵天助作为侨界代表
登上了通行海堤的火
车。他坐在车厢里，
双手拄着拐杖，笑眯
眯的模样定格在《人

民 画 报 》 上 ， 海 外
的亲朋好友也都看到
了。爱开玩笑的“天
助伯”又逗趣说“我
被‘骗’回来了，现
在我又要去‘骗’人
回来了”。他那种油
然而生的自豪、快乐
是难以掩饰的。

赵天助有生之年
最欣慰的事，是看到
带回国的五位子女，
已有三位升读大学。
赵启昌考进厦门大学
数学系，赵启益考进
福建中医学院，赵碧
华考进福建建筑工程
专科学校。对比自己
年轻时的贫苦无助，
他感慨万分。

母亲陈意娘
在 中 华 大 家 庭

里，母亲常常是幕后
不被重视的那位。而
赵启安和他的兄弟姐
妹们，都格外尊敬母
亲陈意娘（1905-1984
），认为父亲的成就
来源于母亲的默默支
持，自己的成长来源
于母亲的谆谆教导。
直至今日，在白鹤路
的老别墅里，花砖地
板，老旧的沙发，赵
启安有时会回想起，
母亲就坐在那里，念
叨着“做人吃亏是福
啊”“宽宏大量才有
福报”。

陈意娘本名“陈
淑意”，像东南亚许
多 家 庭 的 女 孩 儿 一
样，结了婚就被唤做
了“娘”。她也像东
南亚许许多多华侨家
庭里的女孩子那样，
接受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熏陶，把“贤妻良
母”当作了理所当然
的人生目标。赵天助
做土产生意，一年里
大 部 分 时 间 得 在 外
头“趴趴走”。勤俭
贤 惠 的 陈 意 娘 承 担
起了生养7个儿女的
重担，还要照顾赵天
助前妻留下的2个孩
子 。 如 此 庞 大 的 家
庭，在她的操持下，
孩子们都和睦健康地
成长。

回国后，孩子们
长大了，结婚嫁娶、
儿孙绕膝，一大家子
仍然相处得很好。儿

媳陈裕秀记得自己刚
嫁进赵家时，一句闽
南话都不会说，婆婆
很和善很有耐心地教
导着她。回到国内，
经济上其实是逐渐不
宽裕的，孩子们的衣
服缝缝补补接着穿。
亲 朋 好 友 都 爱 到 这
个热闹的大家庭，到
了饭点，陈意娘照样
加饭加菜，热情招呼
着 。 家 里 的 “ 羚 羊
角”常常被借走拿去
磨粉给小儿压惊，有
一次还回来时竟然短
了一大截。陈意娘笑
笑，没有过多计较。

赵家回厦门后，
认 识 了 一 个 盲 人 家
庭 ， 来 往 久 了 发 现
他们经济很困难。赵
天助、陈意娘决定以
每月10元长年资助。
父母亲乐于助人的精
神，成了赵家兄弟姐
妹 及 后 代 学 习 的 榜
样。

大哥赵启泰
1954年父母带着

弟弟妹妹们回国时，
长 子 赵 启 泰 （ 1 9 2 3 -
2012）留在了印尼，
家中的产业需要他。
他写得一手好字，精
通中文、印尼文和荷
兰文。不仅生意做得
好，还热心华侨华人
社会的工作。曾担任
印尼泗水中华总商会
秘书长、印尼泗水侨
联秘书长。万隆会议1954年，赵天助全家在印尼时的合影

一家六位侨联常委、两位政协常委 
——记归侨赵天助家族的故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