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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 年 新 年 刚
过 ， 广 州 坤 甸 华 校 校
友 会 几 位 理 事 到 医 院
探 望 正 在 同 病 魔 作 殊
死 搏 斗 的 王 坚 辉 。 他
挣 扎 着 起 身 将 刚 出 版
的 新 著 《 留 痕 集 》 分
送 给 校 友 们 ， 说 是 给
大 家 留 作 纪 念 的 ； 其
中 给 我 的 一 本 ， 在 扉
页 上 端 端 正 正 地 写
着 ： “ 黄 新 聪 校 友 雅
正 ” ， 没 有 署 名 ， 在
红 色 私 章 后 面 写 了 一
个 “ 赠 ” 字 。 接 到 他
的 赠 书 ， 我 就 有 一 个
不 祥 的 预 感 ： 坚 辉 恐
怕 时 日 不 多 了 。 果 不
其然，1月30日上午，
就 传 来 了 他 谢 世 的 噩
耗。

王 坚 辉 ， 祖 籍 广
东揭阳市，1932年11月
生 于 西 加 里 曼 丹 坤 甸
坡。

我 和 坚 辉 童 年 就
认 识 ， 那 是 在 “ 逃 日

本 ” 时 期 ， 我 们 一 起
逃 难 到 坤 甸 郊 外 的 老
港。虽是相隔不过200
米 的 邻 居 ， 但 老 港 地
方 偏 僻 荒 凉 ， 交 通 不
便 ， 在 陆 地 行 走 要 通
过 一 片 杂 草 丛 生 的 湿
地 ， 互 相 串 门 只 得 靠
划jalo——独木舟。老
港 鳄 鱼 很 多 ， 没 有 大
人 陪 伴 ， 家 长 是 不 让
小 孩 独 自 划 独 木 舟 出
行的，因此虽然做了3
年8个月的邻居，但我
们很少来往。

      
日 本 投 降 后 ，

我 们 “ 复 员 ” 到 坤 甸
老 埠 头 居 住 ， 同 在 中
华 公 学 第 一 小 学 （ 即
振 强 学 校 ） 读 书 。 战
前 我 们 只 读 过 小 学 三
年 级 ， 但 都 跳 级 同 读
小 学 五 年 级 。 我 和 坚
辉 都 生 在 贫 困 家 庭 ，
甚 感 读 书 机 会 来 之 不
易 ， 读 书 都 很 勤 奋 努
力 ， 学 期 考 试 虽 不 敢
说 都 名 列 前 茅 ， 但 经

常 是 在 前 五 名 之 内 。
在 读 小 学 的 时 候 ， 坚
辉 很 爱 读 课 外 读 物 ，
喜 欢 写 作 ； 他 的 作
文 ， 在 全 班 是 首 屈 一
指的。

      
小 校 毕 业 后 ，

我 考 上 了 中 华 中 学 继
续 读 书 。 坚 辉 没 有 我
的 好 运 气 ， 他 未 能 继
续 上 学 ， 而 到 《 黎 明
报 》 当 手 民 （ 排 字 工
人 ） 。 不 久 ， 我 也 在
《 黎 明 报 》 半 工 读 ，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为 报 社
抄 写 广 播 新 闻 ， 我 们
接 触 的 机 会 仍 然 很
多 。 坚 辉 虽 没 机 会 升
学 ， 但 他 上 进 心 很
强 ， 他 工 作 之 余 经 常
到 编 辑 部 找 报 刊 杂
志 、 文 艺 书 籍 看 ； 他
还 参 加 副 刊 编 辑 郭 克
组 织 的 “ 热 风 读 书
会 ” ， 是 读 书 会 的 积
极 份 子 。 他 政 治 上 显
得 较 成 熟 、 老 练 。 “
热 风 读 书 会 ” 开 会
时 ， 他 总 是 踊 跃 发
言 ， 或 慷 慨 激 昂 陈
词 ， 痛 斥 国 民 党 的 独
裁 专 政 、 腐 败 无 能 和
发 动 内 战 、 残 杀 人 民
的 暴 行 ； 或 激 情 兴 奋
地 赞 扬 共 产 党 主 义
真 ， 政 策 好 ， 救 国 爱
民 ， 领 导 全 国 人 民 推
翻 三 座 大 山 。 他 喜 爱
文 艺 写 作 ， 到 《 黎 明
报 》 工 作 后 ， 经 常 舞
文 弄 墨 ， 写 些 鞭 笞 旧
社 会 、 黑 暗 势 力 ， 歌
颂 新 社 会 、 新 中 国 的
诗 歌 和 杂 文 在 《 黎 明
报》副刊上发表。

王 坚 辉 在 《 黎
明 报 》 工 作 期 间 ， 受
到 进 步 思 想 的 影 响 ，
他 追 求 真 理 ， 工 作 积
极 努 力 ， 有 一 颗 服 务

社 会 的 炽 热 之 心 。 在
做 好 本 职 工 作 的 同
时 ， 他 积 极 参 加 侨 社
的 活 动 ， 是 坤 甸 中 华
合 唱 团 的 骨 干 ， 经 常
参 加 侨 社 文 娱 演 出 盛
会 ， 演 唱 进 步 爱 国 歌
曲 ， 宣 扬 爱 国 主 义 思
想。1949年他参与坤甸
中 华 职 工 会 的 筹 备 工
作并当选为主席；1950
年 在 坤 甸 庆 祝 “ 五 一
国 际 劳 动 节 ” 大 会
上 ， 他 代 表 中 华 职 工
会 发 表 讲 话 。 那 时 ，
他刚满18岁。

1 9 5 1 年 ， 王 坚 辉
怀 着 一 颗 热 爱 祖 国 的
赤 子 之 心 ， 与 《 黎 明
报 》 工 友 、 小 学 的 同
学 吴 明 照 、 黄 润 聪 、
黄 利 生 结 伴 回 国 。 吴
明 照 等 人 回 国 后 或 参
加 工 作 ， 或 报 考 培 养
干 部 的 “ 南 方 大 学 ”
。 王 坚 辉 却 要 求 继 续
读 初 中 ， 当 时 不 少 人
在 华 侨 补 校 学 习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 速
成 ” 补 习 后 ， 以 同 等
学 历 资 格 报 考 大 学 。
王 坚 辉 深 知 基 础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 他 坚
持 入 读 正 规 的 普 通 中
学，1952年他进广州培
正 中 学 华 侨 班 读 书 ，
靠 着 勤 工 俭 学 和 国 家
的 补 助 ， 他 完 成 了 从
初 中 一 年 级 到 高 中 的
学 业 。 在 培 正 中 学 学
习 期 间 ， 他 积 极 参 加
学 校 的 写 作 小 组 ， 是
学 校 的 文 艺 骨 干 ， 他
连 续 当 了 几 年 学 校 墙
报 编 辑 ， 写 了 不 少 文
艺 作 品 ， 并 被 选 在 《
广 东 侨 报 》 等 刊 物 发
表。1958年他高中毕业
的 前 一 年 ， 中 国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他
写 的 反 映 印 尼 儿 童 生
活 的 小 说 集 《 赤 道 线
上 的 孩 子 》 一 书 以 及
《 海 滨 听 来 的 故 事 》
等 短 篇 小 说 。 这 本 少
年 儿 童 读 物 ， 深 受 国
内 小 朋 友 的 欢 迎 和 媒
体 的 好 评 ， 这 对 他 是
莫 大 的 鼓 励 。 随 后 ，
他 一 直 坚 持 业 余 创
作 ， 相 继 在 报 刊 发 表
了 一 些 散 文 、 小 说 、
剧 本 等 。 他 成 了 广 东
小名气的青年作家。

缅怀归侨名作家
   王坚辉奋斗精神（上）

王坚辉遗像

王坚辉在坤甸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
会上代表中华职工会发表讲话（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