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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和深切缅怀
敬爱的黄甘英大姐

黄甘英（1921-2023）
全国妇联原副主席

全 国 妇 联 原 副 主 席 、书 记
处 书 记 、梅 县 籍 女 性 的 杰 出 代
表 黄 甘 英 大 姐 ，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 逝 世 ， 享 年 102 岁
（1921-2023）。 对 黄 甘 英 大 姐
的 逝 世 ，我 们 全 体 会 员 乡 亲 表
示 最 沉 痛 的 哀 悼 ！

黄 大 姐 多 年 来 一 直 关 注 商

会 的 建 设 发 展 情 况 ，黄 大 姐 在
九 十 二 岁 的 高 龄 时 ，不 顾 舟 车
劳 顿 专 程 从 北 京 来 到 深 圳 参
加 商 会 的 成 立 大 会 及 就 职 仪
式 典 礼 。 余 锋 光 创 会 会 长 和
梁 健 锋 会 长 等 也 曾 专 程 前 往
北 京 拜 望 过 黄 大 姐 。 黄 大 姐
对 我 会 的 工 作 开 展 ，提 出 很 多

宝 贵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对 商 会 工
作 发 展 起 到 了 重 要 的 指 导 和
推 动 作 用 。

敬 爱 的 黄 甘 英 大 姐 永 远 活
在 我 们 心 中 ！

深圳市梅县商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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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南当小八路时的黄甘英在冀南当小八路时的黄甘英

黄 甘 英 ，广 东 梅 县 人 ，
1921 年 4 月 生 于 北 平 。 北
京师大附中 1937 届毕业生。

1935 年参加“一二·九”
学 生 运 动 ，1936 年 参 加 了
中 华 民 族 解 放 先 锋 队 。
1937 年 9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8 年 到 冀 南 抗 日 根
据 地 ，在 威 县 任 县 委 宣 传
部 长 、县 委 妇 委 书 记 ，后 在
垂阳县任学运部长。

1943 年 调 回 北 平 做 上
层 人 士 和 知 识 分 子 的 工
作 。 1948 年 下 半 年 调 平 山
县 中 央 妇 委 工 作 。 1949 年
4 月全国妇联的机构成立，
先 后 任 组 织 部 科 长 、副 部
长，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1954 年 1 月 至 1956 年
5 月 任 全 国 妇 联 政 策 研 究
室 副 主 任 ，1956 年 5 月 至
1957 年 10 月 任 全 国 妇 联
国 际 部 副 部 长 。 1957 年 10

月 起 任 全 国 妇 联 国 际 联
络 部 部 长 。

"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

残酷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
狱 达 8 年 之 久 。 她 敢 于 同

“四人帮”进行斗争，始终坚

持实事求是。中央为 她平
反后继续在全国妇联工作，
曾任领导小组副组长。

黄 甘 英 是 第 四 、第 五
届 全 国 妇 联 副 主 席 、党 组
副 书 记 ，第 三 、五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第 五 、第 七 、第
八 届 全 国 政 协 常 委 。 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后 ，被
选 为 中 共 中 央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 中 共 第 十
二 届 候 补 中 央 委 员 。 曾
任 全 国 妇 联 活 动 委 员 会
主 任 ，中 国 人 民 保 卫 儿 童
全 国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 她
从 事 国 际 妇 女 工 作 30 余
年 ，出 访 过 40 多 个 国 家 ，
率 团 参 加 过 世 界 妇 女 和
平 大 会 等 十 多 次 重 要 的
国 际 妇 女 会 议 ，并 且 代 表
中 国 妇 联 担 任 联 合 国 妇
女 地 位 委 员 中 的 中 国 委
员 和 国 际 和 平 年 中 国 组
织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

20132013年年，，黄甘英大姐出席深圳市梅县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就职仪式典礼黄甘英大姐出席深圳市梅县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就职仪式典礼

20192019年年，，余锋光会长余锋光会长（（时任时任））
和梁健锋常务副会长和梁健锋常务副会长（（时任时任））

到北京拜望黄甘英大姐到北京拜望黄甘英大姐

2023年1月5日，农历壬寅
年岁末，病魔的突袭令梅州资
深新闻工作者饶淦中先生溘然
长逝。噩耗传来，令海内外侨
界人士颇感意外，其实连逝者
本人也是始料未及。虽然近年
疫情纷扰，饶先生已躯体渐衰，
但精神矍铄的他仍在忙于手头
的文化交流工作，像一头力耕
的老牛散播着晚霞下的光和
热，而今来不及留下遗言就猝
然乘风归去，在侨界、文化界的
友人和读者中留下一串难以释
怀的叹息和怀念。虽说人生如
白驹过隙，但只要为社会做出
一定贡献的人士，总会被后世
铭记，饶先生曾经主编《梅州侨
乡月报》近百期，奠定作为“跨
国资深主编”的业绩，这是一项
不小的成就，更令人感佩的是
他退休后从事中国与海外的民
间文化交流活动，留下的汗水
和足迹，无愧其自称“越洋使
者”的别号。

饶先生是于1985年入职梅
州日报社旗下嘉应乡情报的老
一辈新闻工作者。嘉应乡情报
是一份侨刊，20世纪90年代中
期由报纸改刊为杂志，嗣后十多
年间，由饶先生司职主编，负责
杂志编务和出版资金筹措，传播
梅州的乡音侨情和客家文化，一
纸发行海内外。其时笔者刚入
职梅州日报社，与饶先生交集并
不多，印象中，先生眼睛高度近
视，戴着厚厚的眼镜，个子高而
身材干瘦，凡出门常年必骑着一
辆老式的自行车，车前兜着一堆
杂志，晃悠悠地外出采访或联系
业务，给人一副传统老学究的形
象。因此，我们这些晚辈见到他
打招呼，总是尊称他“饶生”——

“生”者，“先生”之意也！可他总
是很客气地回复招呼，也尊称对
方先生，温厚和平的性格以此可
见一斑。

直到2007年饶先生退休为
止，我对他的印象仅停留于
此。后来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

了解到，饶先生祖籍大埔县
西河镇，1947 年初出生于梅
城，父亲是经营药铺的商人，
母亲则是潮汕籍人氏。由于
青少年时期遇到特殊年代，
在中学毕业后没有机会接受
高等教育，曾经作为知识青
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梅
县西阳镇莆田村和水车镇茶
山村搞社教和支教工作，后
辗转到梅县东山中学校友会
担任秘书工作，由于写作能
力不错，1985 年获负责嘉应
乡情报编务的蓝凤翔先生等
赏识，遂调入嘉应乡情报，从事
新闻采编工作，从此与这份侨
刊结下终生之缘。

2007 年，从主编岗位上退
休的饶先生本来是到了享清
福的年龄，但他选择和很多人
不同的退休生活，退而不休，
通过工作中结识的人脉和认
同，过上了“越洋使者”生涯。
他的业余工作主要是帮助印
尼华社侨界编辑华文会刊，当
时的印尼华社因华文解禁不
久，具备写作华文能力的人奇
缺，能够在中国和印尼之间承
担文化交流使者的民间人士
更是少之又少。为此，不论是
为华社撰稿、撰联，还是编辑
会刊，为华文报纸撰稿，饶淦
中的帮忙均是雪中送炭，他的
热情和勤勉也受到印尼华社
特别是客属社团的欢迎和赞
誉。2011年，饶先生主编了一

部《楷范垂芬耀千秋——纪念
张榕轩先贤逝世100周年纪念
文集》，并送了一本给笔者，里
面内容的丰富和重要性令我
大吃一惊。据此我认为，印尼
虽然封禁华文很长一段时间，
华文教育一度出现断层，但是
印尼华社民间一定保存了不
少梅州先贤的著作及有关华
社历史文献，建议他在海外借
助外访的便利和人脉关系，进
行抢救搜寻挖掘，既可接续历
史断层，又能丰富所编会刊内
容，对于推进侨史研究和桑梓
文化保存很有意义，饶先生对
此建议深以为然。此后 10 多
年他奔走于梅州印尼两地，偶
尔涉足马来西亚、泰国等国
家，在推进文化交流活动之
余，致力于华侨文献和梅州先
贤文献的搜集工作。笔者与
饶先生的交往也是在此时多

起来的，对他开展的工作和意
义才有更感性更深入的认识。

由于在海外孜孜不倦的笔
耕，始终如一保持参与侨务交
流活动的热情，饶先生在晚年
奏响一曲璀璨的“黄昏颂”，为
他的别号“越洋使者”注入丰富
的人生内涵。

首先，他成为一名推动梅
州与印尼两地交流的文化使
者，先后为印尼华社和乡亲主
编、编辑了30多部会刊，既有客
属社团刊物，也有姓氏祠堂的
纪念册，更有张榕轩等华侨历
史名人的纪念专辑。他还居中
参与策划，为印尼客家博物馆
的布展、姓氏祠堂楹联的撰拟
提供内容，为世界客属恳亲大
会在印尼的举行策划学术研讨
会，他还为印尼华文报纸的约
稿供稿不遗余力奔走，同时策
划梅州文化艺术界人士到印尼

开展笔会交流、作品展览，
对中华文化在印尼的重新
发扬光大，倾注了大量心
血。

其次，他是一位热心的
民间侨务活动参与者，他利
用自己工作中结识的人脉
关系，先后多次为两地的华
侨华人和侨眷寻亲提供便
利，甚至担当向导，陪同一
些年老的归侨到印尼寻亲
访友，不辞劳苦。近年每次
到印尼，古稀之年的他不怕
麻烦，常在拖箱中携带梅州

侨乡月报、梅县侨声、梅州侨联
通讯等侨刊以及一些文化著作
远渡南洋，遍赠海外侨贤和客
属会馆。2015年、2017年，梅州
日报社策划寻访梅州籍大学校
长、全球客商行采风活动，饶先
生也是毫不推辞，积极协助报
社开展采风联系工作，对采风
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协助。
梅州高等院校嘉应学院承担了
广东侨史的科研课题，学者要
到海外开展采风和田野调查，
饶先生也是热情提供联系协
助，当时雅加达有一个华文图
书馆——中山图书馆，饶先生
不但为图书馆提供丰富馆藏图
书，也居中沟通联系，让嘉应学
院的专家学者充分利用该馆的
藏书，进行学术研究。

饶先生又是一位是海外华
侨历史文献的重要保护人。在
他意识到抢救华侨历史文献的

重要性后，他不但重视整理自
己收藏的华侨历史著作、海外
华社会馆会刊，对流散在海外
的乡贤著作也格外留意。比如
著名潮汕铁路创建人张榕轩的
历史文献，他在整理出版纪念
专辑之余，还搜寻到相关文献
几十种之多，在2011年和2021
年先后策划纪念张榕轩、张耀
轩、张步青的学术研讨活动。
仅以蕉岭邑贤著作为例，侨乡
蕉岭过去数百年历经战乱动
荡，县内保存的邑贤历史文献
可谓寥寥，而在饶淦中先生的
努力下，先后在海外找到张自
铭的《蕉岭先达诗话》，徐省吾
的《葆真庐诗钞》，刘伯芙的《烬
馀拾草》《烬馀诗草》《小铁楼》，
陈展骐的《寿竹庐楹联》及续
集，杨寄尘的《不系舟诗钞》、林
柏森诗稿等等。更重要的是，
饶先生将搜寻到的有关文献慷
慨公诸同好，在学术机构的支
持下，进行了复制和数字化工
作，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文献
整理保存了文化火种。

作为毕生寄情笔墨的写作
耕耘者，饶先生直到晚年依然
保持着对文字的热情，所做的
很多工作是出于友情。近年他
先后为逝去的友人黄莺谷、侯
坚撰写纪念文章，参与编辑纪
念册。2021年，他的身体健康
已经受到较大影响，仍不辞劳
苦，奔波于图书馆寻找《梅南文
学馆年刊》《民国日报》等资料，
为友人朱铁的父亲——地方知
名画家朱侃撰写生平介绍文
章，同年还应梅江区侨联的邀
请，为联辉楼“侨胞之家”布展
撰写大纲。

而今病魔迫使他搁下手中
的笔，再也无法看到他参与编
辑的《梅州文艺名人录》《张榕
轩张耀轩家族与梅州侨乡社会
研究》两书在 2023 年的出版
了。斯人已逝，岁月远去，饶先
生留下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文
字，终将不朽地留存世间。

一位“越洋使者”的黄昏颂
——追记梅州侨乡月报原主编饶淦中先生 刘奕宏

饶淦中先生一路走好饶淦中先生一路走好

印尼梅州会馆印尼梅州会馆20192019年理监事就职典礼合影年理监事就职典礼合影，，右起饶淦中右起饶淦中、、
陈正祥陈正祥、、杨秉书杨秉书、、徐胜文伉俪徐胜文伉俪、、汤锡洪汤锡洪

印尼梅州会馆印尼梅州会馆20192019年理监事就职典礼年理监事就职典礼，，
右起饶育粦伉俪右起饶育粦伉俪、、杨健昌杨健昌、、饶淦中合影饶淦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