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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人物》杂志送审稿：《杰出人物》杂志送审稿：
周鸿生：庚续赤子心 守护家国情(上)周鸿生：庚续赤子心 守护家国情(上)

文/程书香 万艳
琴

周鸿生先生的人
生 多 历 磨 难 、 数 历
考 验 ， 他 早 年 生 活
在印尼，因当地时局
变 化 ， 选 择 回 到 祖
国，不巧又经历了“
文革”那段动荡的岁
月 ， 让 他 吃 足 了 苦
头。后移居香港，终
于靠着勤奋拼搏一点
点改善了生活处境，
并积极投身到社会服
务的行列中。同自己
的父亲周炳烈先生一
样，无论身在何处，
遭 遇 了 什 么 样 的 困
难，他始终没有改变
爱 国 初 心 。 终 其 一
生，他都在用一片热
忱庚续着父亲的那颗
赤子心，用一次次行
动守护着父亲的那份
家国情。

两代赤子心

周炳烈先生是著
名爱国侨领，也是对
周鸿生先生影响最深
的人，正是在父亲的
言传身教下，从小生
活在印尼的他却有着
一颗无比坚定的爱国
赤子心。

周炳烈先生年轻
时即离开家乡潮汕，
南下谋求生计，几经
波 折 后 定 居 在 了 印
尼，靠着勤劳的双手
很快站稳了脚跟。同
许多外出闯荡的潮汕
人一样，周炳烈先生
同样热心社会公益与
教 育 、 热 爱 中 华 文

化、关心乡亲、乐善
好施。很快，他便成
为当地著名侨领，担
任邦加烈港中华商会
副主席、烈华学校董
事长。

当年，为了让当
地的华侨孩子有机会
接受教育、学习中华
文化，周炳烈先生以
巨大的心血，投入到
兴办烈港华文教育事
业中，为烈华学校的
发展出谋划策，从制
定发展计划、扩建校
舍、聘请教师等，到
教务、财务、总会等
工作一把抓，再到为
主持校务、树立校风
等日夜操持，在他的
诸多付出下，他已然
成为烈港侨社的栋梁
人物、烈华学校的精
神丰碑。

远在异国他乡，
周炳烈先生始终充满
着对祖国和故土的眷
恋。1949年新中国成
立后，他在印尼邦加
岛 升 起 了 第 一 面 五
星红旗。彼时的新中
国，百废待兴，为了
支援祖国的建设，除
了早已嫁人的大女儿
外，他先后将自己的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纷纷送回祖国，分别
就读于清华大学、天
津大学、武汉华中工
学 院 （ 华 中 科 技 大
学）等高校，并在毕
业后纷纷投身到新中
国的建设中。

周鸿生先生是家
中 最 小 的 孩 子 ， 父
亲 原 计 划 是 将 其 留

在身边，好在将来接
过自己肩负的重担，
继续服务华侨华人群
体。因而在参加社会
服务工作时，父亲总
会将他带在身边。在
他的成长过程中，听
到 最 多 的 便 是 父 亲
的事迹，无论他走到
哪儿，别人都会很快
将他认出来，提到他
的父亲，更是赞不绝
口。

等到周鸿生先生
高中毕业后，印尼的
时局却发生了变化。
为 了 孩 子 的 生 命 安
全，父亲不得不将身
边最小的儿子也送回
祖国。从小受父亲爱
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周鸿生先生也一直对
自己的祖国充满着热
爱，再加上哥哥姐姐
树立的榜样，他也一
直希望能为自己的祖
国做一些贡献，因而
知 道 自 己 也 将 回 国
后，他高兴得好几天
没睡着。

一生家国情

1966年，中国进
入十年动荡时期。也
是在这一年，周鸿生
先生回到了魂牵梦萦
的祖国，进入到武汉
华侨补校。回祖国的
六年，成为了他一生
最难忘的记忆。

在 那 个 特 殊 年
代 ， 学 校 停 课 是 常
事，周鸿生先生也失
去了继续完成学业的
机会。两年后，他作

为知青下放到武汉市
嘉鱼县的一个农村插
队。

回国之前，周鸿
生先生对贫穷是什么
样子一直比较模糊，
在他出生后，父亲的
事业已经有所成就，
再加上他是家中最小
的孩子，上面又有许
多长辈和哥哥姐姐宠
爱，也一直都过着比
较富裕充足的生活，
此前从未体验过饥饿
的他，在这儿却常常
要忍饥挨饿。

虽然每个知青每
个月都有三十斤的大
米配给，但这些对于
一个正在长身体，且
缺乏其他菜食，每天
又要从事大量体力劳
动的年轻人来说，还
是远远不够。所幸父
亲在他回国后，每个
月都会给他寄一笔生
活费。而每一次，他
都会大方地拿出来，
请生产队的人一起分
享。“大家那会的生
活都不容易，包括我
在内地的很多人为了
不让家人担忧，也没
有将实情告诉家人，
大家靠着相互扶持、
相互鼓励才度过了那
段困难的岁月。”

有 一 年 碰 上 水
灾，当时稻米还没成
熟，但是他们却必须
冒着危险下水抢收，
虽然保住了粮食，但
是收成只剩平时的两
三成。日子过得更加
艰难，大家只能苦中
作乐，也是在这段时

间，他训练出了乐观
的心态。

又过了两年，知
青开始陆续返城。由
于自己特殊的背景，
再加上家人朋友都不
在这边，看着同批的
知青一个个离开，周
鸿生先生只能继续留
在 生 产 队 。 直 到 遇
到 前 来 招 工 的 刘 师
傅，对方在和他交谈
的过程中，得知他因
华侨身份、这边无亲
人可以作为担保而无
法返城时，就用自己
的党籍做担保，帮助
他离开农村，来到了
汉口。“我俩无亲无
故，他却愿意冒这么
大的风险，这就是我
们中国人身上最可爱
的一面。”

此后国内的发展
仍然比较落后，本就
缺乏工作机会，再加
上 他 因 为 学 校 的 停
课，缺乏相应的学历
和技术，导致他虽然
得以返回城市，生活
仍旧比较困难。所幸
此时中美开始建交，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
之发生变化，华侨群
体可以通过在海外的
亲人申请出国，他这
才在母亲的帮助下先
来到香港。

这 儿 有 个 小 插
曲 ： 由 于 怕 父 母 担
心，他们兄弟姐妹几
个一直没有跟家里说
明国内的情况。所以
在得知周鸿生先生准
备出国时，父亲以为
他害怕吃苦而选择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