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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时，总是表现得
十分内敛，让人感觉
到他有一身的儒气。

可事实上，与外
表不一样，俞雨龄有
着非常坚毅的性格。

1964年，俞雨龄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
万 隆 侨 中 ， 学 校 聘
他留校，而自己还是
坚持从商，在父母的
支持下，从此拉开了
商界的艰辛拼博的帷
幕。

初到雅加达，俞
雨龄换过几份工作，
但是都不长。他的第
一份工作是给他的表
哥打工，工作6个月
后，不知是表哥忘记
了，还是俞雨龄不好
意思提及工资的事，
他没有拿到一分钱。
也许福清人都有一个
会 做 生 意 的 聪 明 脑
袋，俞雨龄的商业天
赋还是很快就显现出
来，那时福清人的社
会有一种叫“银汇”

的 扶 持 创 业 资 金 项
目，条件比较优惠，
在俞雨龄父亲的协助
与大家的支持下，拿
到了这笔贷款，并将
贷款投入到表哥的公
司，成为公司的一个
合伙人。而后，他与
表哥合作开始做水泥
进口业务，并慢慢扩
大到轮胎和洋酒的代
理，不能说赚得钵满
瓢满，但也是利润可
观。

1974年，同是印
尼的福清人林绍良，
开 始 在 印 尼 投 资 建
造水泥厂，俞雨龄随
即停止了水泥进口业
务，转而成为了林绍
良水泥的分销商。这
看似只是一种改变，
其实是一种跨越式发
展，因为林绍良是当
时印尼商界的“巨无
霸”，与他合作才是
成功的最好途径。

年纪大的人都知
道，印尼和中国两国

在上世纪60年代曾出
现过“困难时期”，
大 批 的 印 尼 华 侨 因
此离开印尼。而在这
个“困难时期”留在
印尼的华人，更是非
常艰难，大部分印尼
华侨对其苦衷至今仍
记忆犹新。但让人惊
讶的是，很多的福清
人却能在“夹缝”中
生存下来，其中有些
人甚至还在此期间有
了较大的发展。这不
仅基于福清人骨子里
坚韧的性格，也基于
他 们 敏 锐 的 智 慧 ，
更因为他们能抱团扶
助，有人因此称福清
人为“压不弯的草”
。

用俞雨龄现在的
话说，福清人“诚信
为人，诚实做事，诚
恳对人。”

俞雨龄也是见证
这段历史的人，他不
仅让自己的企业安然
度过了“非常时期”
，而且让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但他内心最
大的愿望一直没有改
变，那就是真切地希
望印尼和中国能“重
归于好”，因为这不
仅关乎两国关系，更
关 乎 两 国 人 民 的 福
祉。

上世纪90年代，
印尼和中国关系终于
回 到 了 正 确 的 轨 道
上，这让很多像俞雨
龄这样的华裔人士感
到振奋和高兴。1994
年，俞雨龄第一次踏
上了“返乡”的路，
来到了祖辈生活过的
福清县海口乡。

尽管那时的家乡
还很落后、贫穷，但

家乡人民对他的到来
表示出真诚的、发自
内心的热情，让他非
常感动。“虽然我生
于印尼，长在印尼，
但 中 国 是 我 的 ‘ 娘
家’，印尼和中国我
都热爱。”虽然在福
清没有自己直接的亲
人，但俞雨龄依旧将
这里当作了自己的“
老家”。

从那时开始，俞
雨龄的后半生都在为
着这份“热爱”而忙
碌，这或许就是他追
求的幸福。

1998年后，印尼
逐渐走向民主改革，
政府颁令废除种族歧
视，逐步恢复了华族
的文化和生活习俗，
取消结社限制、开放
了华人团休组织，为
印尼华人成立各种社

俞雨龄亲临日惹地震现场，参加赈灾活动
(受访者供图)

  福清籍印尼侨领俞雨龄：
   君子如玉 温润而泽(中)

俞雨龄接受东南网记者采访
（夏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