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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已读完初小三年
级。日本投降后，我
跳级读高小一年级，
和大哥同一个年级读
书。1947年6月，我
们同时在振强小学毕
业。大哥主动放弃升
学的机会，极力支持
我升学。他先是到一
家经营眼镜兼照相业
的店铺当学徒，本想
能学到一些技术。这
家商店的原先只有两
人 ： 专 门 为 顾 客 验
光配镜的老板娘，和
一位摄影师。大哥名
为学徒，但他们不让

大哥触摸验光和摄影
机械，尽叫他做些扫
地倒水和迎来送往的
工作，根本学不到“
技术活”。干了半年
多，大哥萌发了退职
的念头。

这 时 ， 《 黎 明
报》正好筹备建立自
己的印务所，在社会
招聘印刷工人。大哥
便和同班毕业的同学
许宜慎、吴明照、黄
利生、王坚辉等人应
聘。许宜慎、吴明照
两人被分配到营业部
搞发行工作；大哥和

黄利生、王坚辉等人
分配到印刷车间当手
民（即捡字工人）。
由于大哥勤奋学习，
能吃苦耐劳，进步很
快，刚入行几个月，
便成为捡字快手，之
后便被推选为组长。
此时，原先从坤甸印
务所调来的几位老手
民，因受黄色工会的
收买，以怠工方式要
求加薪，并威胁将集
体罢工，妄想以此达
到阻挠《黎明报》正
常出版的图谋。在这
紧急关头，大哥和王
坚辉几人上书报社领
导，坚决表示：“不
要怕他们的恫吓、威
胁，我们加班加点，
也要保证报纸正常出
版 。 ” 挫 败 了 国 民
党反动派扼杀《黎明
报》的阴谋。这几位
闹事的“老手民”退
出《黎明报》后，果
然到当地国民党的喉
舌《诚报》工作。

到《黎明报》工
作以后，大哥思想要
求 进 步 ， 他 追 求 真
理 ， 积 极 参 加 当 地
进步社团热风读书会

的活动，成了读书会
的积极分子。我后来
也跟随他参加读书会
的活动，我喜欢读诗
歌 、 小 说 等 文 艺 作
品；大哥则爱读《大
众哲学》以及毛主席
的著作《新民主主义
论》、《论人民民主
专政》等书。他在政
治上显得比我成熟、
老 练 。 “ 热 风 读 书
会”开会交流学习心
得时，他总是踊跃发
言，而且非常认真。
一次，读书会在讨论
国内形势时，轮到他
发言，他边谈边看日
记，不时引用毛主席
著作中的言论，结合
他 对 当 前 形 势 的 认
识，用大量的事实痛
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
和发动内战、残杀人
民的暴行；表示坚决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解放事业，努
力做好本职工作，以
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
的诞生。

1949年10月1 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中国人民从此站
立起来了，海外华侨
无不欢欣鼓舞，坤甸
到处一片欢呼声，《
黎明报》场地内升起
五星红旗，而这幅鲜
艳的光辉旗帜，正是
大哥拿着《黎明报》
刊登的国旗样板，回
家要母亲缝制的。当
天 ， 坤 甸 中 华 青 年
会、中华妇女会等进
步 社 团 ， 从 《 黎 明
报》场地出发，高举
五星红旗到附近的国
民党政府的所谓“领
事馆”示威，并冲入
伪领事馆院内强行降
下伪国旗，升起新中
国国旗，双方发生殴
斗，后被当地警察以
维护秩序为由驱散。
在这次冲入伪领馆、
降伪旗的活动中，大
哥和王坚辉、黄利生
等《黎明报》的青年
员 工 都 站 在 队 列 前
面。

1950年6月25日，
我 离 开 坤 甸 回 国 升
学 ， 大 哥 和 《 黎 明
报》的几位同仁到码
头送别。大哥和我拥
抱告别，他紧握着我

       我们的好大哥（中）

1947年5月和大哥等人摄于坤
甸“二战期间惨遭日军杀害华侨

纪念碑”前，后站立者为大哥

我回国时，大哥（后排右第三人）和
《黎明报》的几位同仁到码头送别

大哥（左2）和吴明照（左3）、王坚辉（左4）、
黄利生（左1）结伴回国（195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