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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共和国一起成长

○廖集善（1957 届土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8周年。

建国之初的1952年6月间，印度尼西亚巴

城中学1952年应届毕业生200多人，其中

有120多位同学回到祖国怀抱，投入了社

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他们中有12人考进清

华大学学习,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见证

了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风风雨雨, 跟随共和

国一起成长。

大学生活

共和国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医治了战

争创伤，从1952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

划。在这期间，我们正在大学里学习，

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各种专业知

1953 年，在清华大学的归侨学生合影。

前左 1为廖集善

识，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理论基础。

全国各地建设事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

行，在大学期间，我们曾两次到鞍钢、

长春一汽进行实习，深入工地与工人同

住、同食、同劳动，施工现场呈现出一

片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动人场面。当

时生活比较艰苦，一日三餐是窝窝头，

工地采取三班倒工作制，机器不停顿，

工人更替交班，争分夺秒地干活。三个月的

时间，一座厂房车间平地而起。我们亲身感

受到社会主义建设艰巨而光荣。

入学不久的1953年夏，全国开展“肃

反运动”，要在革命队伍中肃清潜伏的

反革命分子。运动一开始，同学们斗志

昂扬，拭目以待。这时，突然把潘志明

同学揪到会场，进行揭发批斗，我们都

大吃一惊，昨天我们还和他同桌吃饭，

一起打羽毛球，今天却成了阶级敌人，

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实在无法接受。

根据组织交底，从全国各地归侨学生寄

来的几十封信，揭发了潘志明在国外破

坏学运等情况。经过了几个月批斗，但

深入调查的结果是查无实据，宣布平

反，组织向潘志明同学赔礼道歉。这是

我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第一课。原来，

一些归侨学生出于幼稚无知，写了一些

揭发其他归侨学生的信，认为这是进步

的表现，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值得我们

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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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社会

1957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在

这一年， 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西

北工作，先在兰州石油机器厂工地担任施

工工长。从工程技术员做起，提升到助理

工程师、工程师。在这时期，我国第二个

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在西

北地区正进行重工业建设。

1962年夏，我调到西北工程管理局施

工技术部门，使我有机会陪同局技术领导

到西北重点工程视察和验收落成的工程，

许许多多的大型工厂逐步建成并投入生

产，这使我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脉搏正在大西北强劲地跳动，对祖国现代

化的建设前景充满信心。

1958年后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

都在饥饿中，甘肃省更为严重，每人每月

粮食定量只有23斤。当年甘肃有归侨和侨

生250多人，其中印度尼西亚巴城中学校

友20多人，有四分之一的人罹患浮肿症。

很多人脸庞肿胀，腿脚也肿，四肢无力，

行走困难，到夜晚不能入眠，我们都深受

浮肿症的折磨。为了协助归侨渡过困难，

兰州市侨联在兰州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

将全省的归侨学生和患病的归侨职工50多
人集中到西北民族学院过集体生活，共同

学习，调养身体。我们归侨学生都能坚持

和人民一起同甘共苦，没有一个有出国的

想法。在组织的关怀和照料下，我们恢复

了健康，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文革”波涛中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

久，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中央侨委

会被造反派砸烂，侨务工作没有人管。我

们从阶级斗争的教训中学会了保护自己，

在夺权、派性斗争中，归侨一般充当逍遥

派，保持中立。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下放到陕西

省大荔县五七干校劳动五年之久。一般干

部只下放一年就重新工作，因此我对自己

的遭遇感到很有怨气。但是回顾一下，在

这场历时十年深重灾难中，有多少开国元

勋、将军和科学家都被打成“走资派”和

“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比起他们我受的委屈真是微不足道。

1974年9月，我从西安市调到北京

市，分配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

高层建筑结构抗震研究工作。这使我有机

会目睹了一系列政治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1月11
日下午4时，首都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

那天，天灰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

两旁街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这天“市

委”有禁令，不准机关干部上街，布置学

习文件。我借故溜出办公室，跑到南礼士

路口挤进人群中。只见路长人更长，东不

见头，西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

胸前都佩戴着白花，肃穆地伫立街头。当

夜色开始降下来，运送总理遗体的灵车缓

缓开来，人们心中沉痛，目送总理灵车驶

过，灵车渐渐远去，消失在夜色中。但

是，我和市民还久久站着，不愿离去，好

像还在等待周总理会回来。

4月1日开始，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人

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放满了群众献给周

总理的花圈，人们还写挽联、祭文、诗歌

等表示对总理的悼念，出现了声讨“四人

帮”的诗词标语。这几天里，我在广场徘

徊流连，抄读诗词，我还用相机拍下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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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的诗句。4月5日凌晨，上面派人清

除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花圈，封锁广场，激

怒了群众。当天傍晚，愤怒的群众焚烧了

几辆公安宣传车和指挥部小楼。我目睹了

焚烧场面，在闪烁火光下，见到许多民

兵、纠察队和武警手执木棍从中山公园出

来，乘夜幕悄悄包围天安门。我预感有事

件发生，便拉着同事老宋急忙从东交民巷 
离开。

7月6日，朱德委员长因病逝世；9月9
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9
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隆重的追悼大会，我很荣幸地被批准进入

广场参加追悼大会。在这一年里，三颗巨

星相继陨落了。共和国的前途何去何从？

这年金秋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共和

国翻开崭新的一页。我和单位职工走上街

头参加游行，十年来的压抑、屈辱、失望

之情一扫而光。

共和国进人新时期 

到70年代末，我已在国内生活了近四

分之一个世纪；在海外，我们还有年迈的

父母和弟妹亲友。倦鸟知返，

为了探望年老的父母，为了舒

缓一下多年来紧张的生活，按

照侨务政策，许多同学纷纷申

请出国探亲。当年我们同期回

国的120多人中约有60多人先后

提出申请。由于侨居国禁止我

们入境，大部分人滞留香港。

为了生活，我们只得进工厂、

工地当工人，有专业知识的人

被建筑设计事务所聘为工程技

术人员。此时香港经济蓬勃发

展, 正需要技术人才。十年间有

50万归侨和内地国人进入香港, 加入建设

行列, 促进香港经济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

80年代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发

展。先期居港的归侨紧密配合祖国的需

求，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设备；积极地

到国内投资建厂, 开拓市场。我于1981年
夏定居香港，学的是土木建筑工程专业，

正适合当地需要。我先后在港人和外国建

筑顾问公司觅得职务，逐步取得工作资历

地位。我陪同公司的老板到内地寻找商

机，先后访问西北地区的乌鲁木齐、兰

州、银川和北京、福州，和各地区建设

部门洽淡工程设计业务。从1985年至1998
年，我就职的香港建筑设计公司和国内建

筑设计部门共同合作，设计和引进资金兴

建了兰州飞天大酒店、北京岭南饭店、北

京新世纪大酒店、福州元洪城和深圳华为

科研试验中心等工程。为祖国的改革开放

和建设发展，我也尽了微薄之力。

身在香港的我们，亲眼见证了香港回

归这一历史性时刻。当人民解放军进驻香

2016 年 10 月，香港侨界各社团侨友集会游行，支持

人大释法 , 坚决反对“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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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时，我们许多人冒雨赶去迎接。我们时

刻关注祖国的发展，同时也十分关心香港

的前途。在香港回归的20年岁月中,为贯

彻基本法，实现“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方针,我们都积极参加和支持爱国爱港的

活动，竭力维护、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

但是,香港回归祖国20年的道路绝不

平坦, 始终贯穿了爱国爱港力量同反中乱

港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近年来, 发生

多宗扰港事件,2014年10月暴徒制造破坏

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占中”事件, 持续40
多天；2016年春节晚上，香港旺角街头发

生一场数百名暴徒向警员和市民发动野蛮

袭击的伤人事件；2016年立法会议员宣誓

时,“港独分子”议员数人公然挑战庄严

宣誓制度, 扮演了一场反中辱华、分裂国

家的丑恶闹剧, 激起市民公愤。

我们居港的各界侨胞都纷纷组织起

来,成立各地区、各学校、各乡里的社团

组织,积极参加爱国爱港活动。居港的东

南亚归侨学生都已步入古稀之年，从工作

岗位退下来。然而，我们并没有退休，又

将许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各侨界社团的活

动中。当香港发生重大政治事件, 在“保

普选, 反占中”, 区议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 
“撑释法,反港独”等历次活动中, 我们

“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侨界社团联

会”的侨友们, 都走上街头, 积极参与。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时候, 
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 在强大祖国的

支持下, 在“一带一路”方针指引下, 在新

一届特区政府带领下,香港同胞一定会充分

发挥自身的优势, 实现“一国两制, 港人治

港”, 促进香港更加繁荣稳定。 
共和国建国68年来，我们迎来中华民

族振兴的辉煌时代。我们亲身经历了共和

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成为世界强

国。此时此刻，我感到十分幸运，感到无

比自豪！  
 2017年5月25日于香港 

大学毕业 70 周年
○施熙灿（1947 届土木）

我1943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学习，1947年在国立清华大学毕业，

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迄今已整整 7 0
年。2017年4月30日，欣逢清华大学

106周年华诞，特祝贺母校桃李满天

下，日益昌盛发达，成为令人仰慕的

一座世界一流大学。今通过《清华校

友通讯》，希望与清华老校友增加联

系与交流。

94 岁的施熙灿老先生访问《清

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