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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个 世 纪 八 六 年
代，我由邦加去雅市居
住西区六弟家帮忙照料
三个侄儿女，后来小侄
女长大了，我有较多的
空闲，因此三弟一再鼓
励我习作投稿，可是自
己中文基础差，加上许

久没接触过中文刊物，
要我写作不容易啊！我
缺乏自信，迟迟不敢动
笔......然而又转念一想，
尝试又何妨？大不了稿
子作废，也不是什么大
问题，抱着成败无所谓
的心态，我于九三年开
始 写 了 几 篇 短 小 的 习
作，投到《印日》。弟
媳就此事为我订阅《印
日》。我如获至宝，可
以阅读中文报了！同时
渐渐从中熟悉了许多文
友的名字：茜茜丽亚、
雯飞、碧珍、碧玲、华
实、松华、杨叶青、金
梅 子 、 莎 萍 、 袁 霓 等
等。

         
我有幸第一个见到

其人的就是茜茜丽亚--
- - - 当 时 六 弟 陪 我 去 报
馆领取稿酬，我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登上那昏
暗的楼梯来到办公室，
里边有两位中年男士，
一位气质不凡的漂亮女
士迎接我，她亲切地和
我们握手打招呼，她就
是茜茜丽亚。办理好稿
酬，茜茜丽亚要了我的
地址和电话号码，说是
有人看了我那篇《怀念
恩师》而前来报馆询问
作者的地址，万想不到
一篇短文打动了四十多
年 断 绝 音 讯 的 师 生 情
怀，而多年后，我返乡
开设汉语补习班，这位
蔡老师还寄来了《现代
汉语词典》和《现代汉

语成语词典》给我，这
份珍贵的礼物与茜茜丽
亚这位认真负责的“联
络员”是分不开的。

经过几次见面，茜
茜丽亚那真诚相待，通
情达理的言语，确实温
暖了我一向以来自卑的
心，令我深感友情的能
量，返乡后投稿，也给
茜茜丽亚写短信交代文
稿，并要求她把微薄的
稿酬捐给《印华文友》
期刊。

       
我们虽不是深交，

但 茜 茜 丽 亚 的 音 容 笑
貌，经常闪现在我脑海
中，前些日子得悉她入
住养老院，对她倍感思

念......

惊闻恶耗传来，阵
阵忧伤袭上心头......文坛
又痛失一位才女！

        
安息吧！亲爱的茜

茜丽亚文友，妳永远是
印华文坛的宝贝儿。        

愿资深的文友们及
后起之秀，肩负起发扬
华夏文化的伟大使命，
继续奋力耕耘，让印华
文坛的园地盛开更鲜艳
芬芳的花朵，并以此举
向 文 坛 先 烈 们 献 礼 致
敬！（完）

园丁
2022年4月2日于

邦加烈港。

茜茜丽亚
你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么健美可亲

曹菊如出生于一个
贫 苦 的 店 员 家 庭 ， 8 岁
上小学，10岁进入龙岩
商业学校，15岁到河南
睢县当学徒，后转到江
西赣州的塘江烟店当店
员。在江西期间，他与
邓子恢相识，受其影响
阅读了《新青年》《新
潮》等进步书刊，萌发
革命思想。1922年春，
他回到龙岩，参加邓子
恢 等 组 织 的 “ 奇 山 书
社”。该书社是福建省
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进步团体。

1 9 2 3 年 冬 ， 曹 菊
如赴南洋谋生，在印尼
苏岛实武牙一香料厂管
账。虽然远离祖国，但
曹菊如在工作之余，仍
积极参加当地爱国活动
和社团，担任当地华侨

组织 “救国会”秘书。
后来，他还参加马来亚
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
大同盟”，广泛接触新
思想，在当地领导并参
与东南亚华侨的进步事
业。

1 9 2 9 年 ， 曹 菊 如
获悉家乡打土豪、分田
地、建立红色政权的情
况，遂于1930年8月返回
家乡，带着一颗赤诚之
心，投身革命洪流，并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
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龙岩
召开，成立了闽西苏维
埃政府。同年9月，第二
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闽
西工农银行，曹菊如等
任银行筹备委员。银行
成立时资本为20万元，
由工农入股集资，每股1

元，便于群众参股。同
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
正式成立，从此曹菊如
与银行业结下了不解之
缘。

闽西工农银行是中
国共产党根据地最早的
金融机构之一，干部们
既无办银行的经验，也
无规章制度可循。虽然
条件艰苦，但曹菊如和
同事们克服困难，借用
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
法，制定出了简单实用
的操作规范，开展了一
系列业务，如发行“苏
币”，代理财政收款、
存款，实行低利借款，
协助粮食调剂局和粮食
生产合作社，办理进出
口贸易，征购军粮等。
与此同时，曹菊如通过
不断学习缴获来的一本
银 行 簿 记 讲 义 以 及 毛

泽民同志托人从白区买
来的一本《银行簿记实
践》，慢慢掌握了现代
银行的会计、营业和出
纳等制度，为日后筹备
苏区国家银行奠定了基
础。在曹菊如等的努力
下，只用一年时间，闽
西工农银行的资金大量
增长，极大繁荣了苏区
经济，苏区纸币的信用
日益巩固。

1931年11月，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同
时决定成立国家银行，
由毛泽民担任行长。曹
菊 如 奉 命 前 往 瑞 金 ，
协助毛泽民筹建国家银
行。凭着在闽西工农银
行打下的基础，曹菊如
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设计并印制了各类账簿
单据，国家银行得以正

式开张。在国家银行，
曹菊如协助临时中央政
府工作人员，建立国家
总金库，并开展了整顿
税收，统一财政，建立
财政会计制度、预算制
度、决算制度、审计制
度等一系列制度，发行
货币，设立分支机构，
培训金融人才等许多工
作，在经济领域为革命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物 质 基
础。

怀着对党和人民的
赤诚之心，曹菊如后来
转战南北。晚年的曹菊
如不顾自身疾病，仍然
辛 劳 工 作 。 1 9 8 1 年 1 月
6 日 ， 曹 菊 如 逝 世 。 （
完）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供稿）

曹菊如——南洋归来的红色金融先行者
曾在印尼担任“救国会”秘书、革命救国

茜茜丽亚与黄东平合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