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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一 名 老 侨 ，能 够
亲历并见证共和国成长的
70 年，是一件多么光荣和
幸福的事。新中国的诞生
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庆幸我们生
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

个伟大的时代。
1952 年 6 月，印度尼西

亚 巴 城 中 学 52 届 应 届 中
学毕业生 200 多人，有 120
多位同学回到祖国怀抱，
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行
列，其中有 12 人考进清华
大 学 学 习 ，我 是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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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和 国 经 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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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期间，我
们正在大学里学习，学习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各
种专业知识，为建设社会
主义打下理论基础。

1957 年 ，我 从 清 华 大
学 毕 业 分 配 到 大 西 北 工
作，在兰州石油机械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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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 年 夏 ，我 调 到 西
北工程管理局施工技术部
门工作，我有机会到西北
重点工程监督和验收落成
的工程。看到许许多多的
大型工厂逐步建成并投入
生产，我感受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脉搏正在大西北
强劲地跳动，我对祖国现
代化的建设前景充满无比
的热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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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十 年 代 开 始 ，我 国
的改革开放迅速发展，各
地 区 需 要 引 进 资 金 和 技
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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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地到内地投资建厂，开
拓市场。我于 1981 年夏定
居香港，我学的是土木建
筑工程专业，适合当地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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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我 陪 同 公 司 的 老 板 到 内
地，先后访问西北地区的
乌鲁木齐市、兰州市、银川
市和北京市、福州市，和各
地区建设部门洽淡工程设
计任务。从 1985 年至 1998
年，我任职的香港建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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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前途的事务。在香港
回归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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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和促进香
港的繁荣稳定。但是，香港
回 归 祖 国 的 道 路 绝 不 平
坦，始终贯穿了爱国爱港
的力量同反中乱港和国际
反华势力的斗争。

我们居港的各界侨胞
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加
爱国爱港活动。当香港发
生重大政治事件时，如“保
普选，反占中”、区议会选

举、立法会选举、“撑释法
反港独”等，我们香港华侨
华人总会、侨界社团联会
和各社团的侨友们，都走
上街头，积极参与。

当我们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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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指引下，香港
一定会充分发挥本身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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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 来 ，
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振兴
的辉煌时代，我们亲身见
证了香港回归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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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共和国一起成长

唐诗中描绘“晴川历历
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的湖北重镇——武汉，一年
前发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
炎，这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
市被瘟疫的雾霾笼罩着，与
世隔绝 76 天。中国政府采
取了严格的防疫管控，包括
封城、隔离措施，人们甚至
不能走出家门。

当钟南山院士及无数
医护、抗疫工作者逆行奔赴

“战疫”前线，当友好国家
紧急运来医疗物资，当海外
华人四处购买口罩，高呼

“武汉加油”时；人们也痛
心地看到，有醮血馒头的
《武汉日记》，有人禁运口
罩到武汉，有的幸灾乐祸地
大呼小叫“武汉肺炎”……

万幸，今年的武汉翻身
了！《俄新社》年末报道，如
今，武汉被认为是疫情方
面全球安全城市之一，川
流不息的街道几乎恢复了

原貌。酒吧和餐馆热闹非
凡，传统小吃摊贩重回街
头。武汉尝试靠国内游客
重振旅游业，出台措施为
住在中国各地区的外国人
组织游览。

《路 透 社》报 道 ，元 旦
凌晨，大批人群走上武汉
街 头 ，庆 祝 2021 年 的 到
来。按照传统，成千上万
人聚集在武汉江汉关大楼
周围，这里是庆祝新年的
热门地点。当大楼的钟声
在午夜敲响时，喜庆的灯
光映亮天际，许多人放飞
气球，欢呼雀跃，高呼“新
年快乐”。在国际贸易行
业工作的 25 岁杨姓武汉青
年说：“我希望全世界都能
很快战胜疫情。”

《法 新 社》称 ，成 千 上
万的新年狂欢者涌入武汉
市 中 心 ，放 飞 气 球 ，迎 接
2021 年 。 庆 祝 活 动 中 ，大
多数人都戴着口罩。当地
居 民 说 ：“ 对 我 们 来 说 ，
2020 年 是 非 常 困 难 的 一
年，我们经历了疫情，尤其

是在武汉，这是我们难忘
的经历。”“中国现在已经
很好地控制了疫情。但还
有其他一些国家正遭受痛
苦。我希望其他国家能尽
快渡过难关。”

《埃 菲 社》报 道 ，当 中
国向世卫组织报告在武汉
市发现不明病毒性肺炎一
年之后，这个中国中部城
市几乎已经恢复了正常生
活，居民们正准备告别这
艰难的一年。一些市民在
长江边拍照留念，一些人
下班后特意乘渡轮过江回
家。晚上，音乐厅里挤满
了观看演出的年轻人，有
300 人 聚 集 观 看 当 地 一 支
将摇滚和电子音乐结合在
一起的乐队精彩的表演。

美国《纽约时报》1 月 5
日 刊 载 一 篇 文 章 ，原 题 ：

“在一个混乱的疫情大流
行世界里，中国提供了自
己版本的自由。”美国商人
兼 作 家 邓 肯·克 拉 克 1994
年在北京创立了一家科技
咨询公司。去年 1 月份他

离开中国在美国和法国待
了 9 个月，当去年 10 月他
从巴黎飞往中国时，当天
法国新增近 5 万新冠感染
病例，并开始实施第二次
全国封锁；美国则有近 10
万例，而中国仅 25 个新增
病 例 ，其 中 仅 1 例 本 土 病
例。他如释重负，因目的
地是中国，他感觉到了一
种新的体会：安全、活力和
自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真是太棒了”，

当 11 月中旬结束入境
中国后的隔离期，克拉克
造访过 4 个中国城市，参加
许多场活动和会议，其中
一次有 900 人参加。他怀
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你希
望它不是真的，但它确实
有点像真的。”他接着说，
北 京 和 上 海 越 来 越 国 际
化，那里的消费者也越来
越成熟。

自 去 年 11 月 初 以 来 ，
美国每天的新感染病例都
超过中国在 2020 年全年的
感染人数，这场疫情颠覆

了许多人的认知，包括自
由的概念。西方有人抨击
中国没自由，但中国人可
以自由走动，过上正常的
生活。在一个疫情肆虐的
年份，世界上许多人都会
羡 慕 这 种 最 基 本 的“ 自
由”，让人们对其他形式的
所谓“自由”产生怀疑。近
一半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一
位无视科学、防疫不力、追
捧“霸权自由”的总统；一
些美国人声称，无视专家

“佩戴口罩”的建议是他们
的“自由”，但这种“自由”
让国家和社会陷入越来越
深重的灾难。

《环球时报》6 日称，加
州退休律师霍华德·赵自
去年 10 月从旧金山飞抵上
海后，举办过数十人参与
的商务晚宴，去过爵士酒
吧、电影院、海鲜市场，还
到 深 圳 考 察 一 家 初 创 企
业，享受着自由时光。他
发帖说，“这是我今天在上
海吃午饭的地方”，“开始
想起正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了。”他在中国遇到的人都
对美国新增病例之高感到

“难以置信”。
董海涛于 2008 年金融

危机时从纽约搬到香港，
去年 8 月决定从香港移居
北京并进行投资，“中国政
府这次提供了一个社会公
共品，就是稳定。”他看好
中国经济，在中国的成功
让 他 有 机 会 实 现 财 务 自
由。他决定离开香港，是
因为疫情期间那里缺乏生
机，而许多内地城市似乎
都焕发着活力和希望。“我
不认为在香港能找到我想
要的自由”，他说。

回过头再看前面提过
的克拉克，他形容中国“感
觉有点像迪士尼乐园里的

‘未来世界’，就好像西方
世界的缩影还在这里，但
西 方 世 界 现 在 已 经 关 闭
了”。西方应该惊醒，必须
更加努力推销西方的“自
由”愿景，因中国已向世人
展示了安稳生存及发展的

“自由”。

■ 廖省：林越

中国在全球疫情中展现了“自由”

和归侨同学在兰州乘羊皮筏横渡黄河1956 年春，参加北京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 年，清华大学的归侨学生合影

廖集善

时 光 荏 苒 ，岁 月 如
梭 。 转 眼 间 来 印 尼 工 作
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刚来
印 尼 时 的 情 景 还 历 历 在
目 。 亲 朋 好 友 听 说 我 要
去印尼工作，所有人的第
一句话都是注意安全，而
我自己也是万分纠结。

阳春三月，我踏上了
去 印 尼 的 航 班 。 而 我 一
下 飞 机 迎 面 而 来 的 是 一
股潮湿的热浪，在国内还
穿羽绒服的我，此刻穿着
衬衫的却已是汗如雨下，
这 让 原 本 就 有 些 失 落 的
心 情 又 增 加 了 一 丝 离
愁。在去公司的路上，看
到 的 是 浩 浩 荡 荡 的 摩 托
大军，以及萧条的路边景
象。落后、拥堵是我当时
的内心感受。到公司后，

领 导 和 同 事 的 热 情 接 待
让我心里有了一丝暖意，
当 时 心 里 就 想 ：先 试 试
吧 ，毕 竟 工 作 还 要 进 行 ，
生活还要继续。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对
印尼越来越多了解，感受
最深的是热情，听到最多
的 一 句 话 是“Terima Ka-
sih”（印 尼 语 ：非 常 感 谢
的 意 思），无 论 走 到 任 何
地方，无论碰到任何职业
的人，迎接你的都是热情
的笑脸，积极主动地给你
提 供 帮 助 。 他 们 的 热 情

慢慢的感染了我，改变了
我，让我渐渐地喜欢上了
这 里 ，喜 欢 他 们 的 热 情 ，
喜欢他们的质朴。

2019 年末新冠肺炎袭
来，2020 年印尼也没能躲
过这一世界性的灾难，借
用肖千大使的一句话“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给 各 国 人 民
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是 人 类 与 重 大 传 染 性 疾
病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一 场
严峻斗争，人类比以往任
何 时 候 都 更 加 需 要 团 结
合作”。

疫情爆发，印尼政府
积极出台各项措施，对内
实 行 PSBB，对 外 寻 求 合
作，以应对这场全人类的
特 殊 战 役 。 街 道 上 没 有
了车水马龙的景象，熙熙
攘 攘 的 商 场 也 因 为 疫 情
被迫关闭。虽然实行 PS-
BB，但是我们利用高科技
手段居家办公；虽然疫情
横行，但是我们工作仍在
进 行 ，生 活 仍 在 继 续 ，我
们 依 然 有 面 对 明 天 的 勇
气。

回 顾 三 年 时 光 ，从
一 开 始 的 厌 恶 ，到 慢 慢
的 喜 爱 ，再 到 现 在 的 风
雨 同 舟 ，这 一 段 异 国 旅
程 必 将 使 我 以 后 的 人
生 道 路 更 加 宽 广 ，愿 疫
情 早 日 结 束 ，愿 明 天 更
加 美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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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加达：吴世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