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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禄打理生意，并且
协助年迈的父母照顾
年幼的侄子女（王添
水的四个儿女：王锡
钧 、 王 锡 九 、 王 锡
三、王秀琴）。

陈福辉1904年出
生于安班澜，就读于
安班澜中华学校。小
学业后，正逢南京暨
南学堂恢复办学，特
设商科，向南洋招收
年十四岁以上，通晓
国 语 ， 在 南 洋 高 小
毕业的学生。陈福辉
听到消息后，就回国
到南京暨南学堂商科
学习。当时商科学习
的课程有：修身、国
学、数学、英语、历
史 、 地 理 、 法 制 经
济、簿记、速记、打
字、商品学、商事要
项、商事实践，体育
等 。 后 增 加 第 二 外
语、商算、珠算、世
界史、世界地理、银

行、汇兑、运输、保
险、商法、商史、商
业地理等。商科学生
在校期间需要缴纳学
费，每年国币40元，
膳费每年至多60元。

南京暨南学堂商
科的学习为陈福辉日
后 商 业 发 展 打 下 了
坚实的基础。他商科
毕业后回到安班澜，
开始了商海生涯，独
资创办“和记”碾米
厂，收购稻谷加工成
大米，行销泗水和印
尼各埠。

为团结安班澜的
华侨青年，1936年2
月 ， 陈 福 辉 发 起 成
立安班澜侨光社。目
的在于龙目华侨青年
德智体三育。陈福辉
被推选为社长。当时
加入侨光社的社员共
有250余名，女性占
三 分 之 一 。 龙 目 华
侨青年的性格受侨光

社 的 陶 养 ， 受 益 很
大。1937年10月，侨
光社曾自备旅费，组
织球队远征爪哇参加
比赛。比赛时所得收
入全部用于赈灾。该
社 社 员 负 担 的 的 经
费，月捐最多五盾，
最少一方，如失业免
交纳会费，而应享受
的权利，得照享受。
侨光社每年收入大约
一千盾，支出约八百
盾。

陈福辉先后任安
班 澜 中 华 总 商 会 会
长、中华学校校董和
中华总会会长。1920
年，他以和记公司名
义 向 岭 南 大 学 捐 助
100盾。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3年，中央人民政
府侨务事务委员会邀
请与中国建交的印尼
侨社亲中国的侨领进
步人士回国观光。陈

福辉作为安班澜华侨
总 会 会 长 和 龙 目 岛
侨长被推选为第三届
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
回国观光，并任观光
团联络股职员。观光
团于9月22日从印尼
启程回国，9月26日
到 深 圳 乘 坐 政 府 特
别列车北上，10月1
日在汉口参加国庆庆
典。10月2日晚上抵
达北京。

印尼华侨回国观
光团受到中央人民政
府侨务事务委员会主
任 何 香 凝 的 亲 切 接
见。陈福辉所在观光
团后到东北的沈阳、
抚顺、大连参观，目
睹新中国在政治、经
济与社会治理方面的
巨 大 变 化 ， 感 触 很
深。观光团之后又回
北京参加在怀仁堂举
行的第一次侨务扩大
会议。之后，便分队

南下参观，陈福辉回
到福建参观游览，并
到岳父祖籍地过港社
与亲人见面。观光团
结束参观访问后回到
侨居地，陈福辉积极
在安班澜宣传新中国
的建设与发展以及侨
乡变化。

1955年4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
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国
出席万隆会议。印尼
华侨得到消息,欢欣鼓
舞,奔走相告。为了迎
接祖国亲人和保证会
议 顺 利 召 开 , 印 尼 华
侨专门成立了“印尼
华侨拥护亚非会议、
欢迎出席会议中国代
表团工作委员会”,在
首都雅加达和万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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