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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联棠(1888 - 1974),
又名莲塘,中国福建东山
县南埔村人。早年出洋
谋生,先后居住在印尼苏
门答腊棉兰和马来西亚
槟榔屿等地。他为人敦
厚 诚 朴 , 乐 善 好 施 , 被 誉
为“慈善老人”,是苏岛
著名的华文教育先贤和
华人社团领袖。

谢联棠的父亲在南
埔村从事农业兼营榨制
花生油作坊。后来油坊
倒 闭 , 家 庭 经 济 急 剧 衰
落。谢联棠是在父亲去
世 7 个 月 后 出 生 的 遗 腹
子,母亲忍着丧夫的哀痛
租田耕种,抽纱刺绣抚育
他。谢联棠自幼帮助母
亲理家务,下地干农活,母
子相依为命。

1904年,谢联棠16岁
时母亲不幸去世。她为
母亲守孝2年,于18岁时远
渡重洋到印度尼西亚苏
门答腊岛的民礼市,寓居
堂兄家。堂兄介绍他到
一家商行当学徒。谢联
棠工作认真,任劳任怨,得
到了东主的青眯。当学
徒期满后,堂兄请他回到
自己的店铺,帮助处理店
务.1911年,堂兄去世,他便
独自经营。后来谢联棠
结束营业,到棉兰一所华
校当教员。

谢联棠热心同侨的
公益事业,他常对同侨们
说:“凡是有益于人群的
社会事业,不必权衡个人
的利害得失,要勇往直前,
彻底做下去。”他说到
做到,得到众多同侨的信
赖。时民礼市侨校公款
被人吞占,因谢联棠为人
豪爽,办事公正,便选举他
为侨校董事长,希望他能
振兴教育事业。谢联棠
上任后,一面把公款被侵

吞一事诉诸法庭;一面发
动侨众捐资建校。经过
两年的努力,讨回了公款,
新校舍也告落成,校务走
上正轨。

1920年,谢联棠与吕
培 添 , 苏 贤 有 , 刘 迪 凡 在
苏岛棉兰联合发起创办
通俗学校、校址设在日
里棉兰不帝沙。丘毅衡
任学校总理,谢联棠任副
总理。该校创办时借用
民房楼为校舍,上下各设
一教室,一切设备都很简
单,据1929年调查:当时有
学生75人,其中女生10余
人。学校有一,二年级1
班,三、四年级1班,开设
科目完全,教材采用商务
本。学校全年支出3000
余盾,收入学费1000余盾,
商店捐1000余盾,年中不
足则筹特捐以弥补之。

1928年,日本侵占山
东省,制造“五卅惨案”(
又称济南惨案)。消息传
到棉兰,谢联棠联合同侨
在棉兰创办侨兴国货公
司,并出任经理,专售中国
货,抵制,排斥日本货。

1928年苏门答腊岛
棉兰市已有六所华校:敦
本学堂,华商学校,养中学
校,神州学校,通俗学校,
华侨幼儿园。当时校董
们各校分办,学制不齐,经
费难筹,且各校行政不统
一等,制约了华校的发展
与壮大。中华商会董事
张念遗,谢联棠觉得有必
要成立一个共同机构来
统筹管理华校。经过他
们两人的奔波联络,各校
董赞同,于同年11月24日
正式成立“棉兰华侨教
育总会”,作为棉兰市华
文学校的统一领导机构,
并制定教育总会章程。
此苏岛华侨教育总会的
宗旨是:促进苏岛华侨教
育或设立新校或维持原
有学校,或以财力及其他
方法襄助华侨教育事业
的建设,先从棉兰人手,次
及苏岛各埠。张念遗为
棉兰华侨教育总会第一
届主席,谢联棠为调查股
主任。

据 郑 建 庐 先 生 在
其 1 9 3 3 年 出 版 的 《 南
洋 三 月 记 》 一 书 中 记
载:“1929年,教育总会为
交换知识,切碰学问,联络

感情起见,发起教育研究
会,复辟天后官后座为幼
稚园,列为第七区校.1930
年,为筹款起见,举行七校
联合游艺会,又增设第八
区校於关帝庙,并举行八
校联合运动会。历年出
版课余杂志,教育曙光,教
育丛刊三种刊物....1932
年敦本学校,因事脱离总
会,乃增设第一区校一所,
以足八区之数。华侨教
育总会现任执行委员十
一人,监察委员七人,第二
届主席为谢联棠君。本
年增设第九区校,及英文
专修部,足见该会之积极
发展也。”

华侨教育总会成立
之后,棉兰市华人领袖有
感于侨童报读高级学校
不便利,遂倡议设立苏东
中学,并推荐丘清德,温发
金,张念遗,谢联棠等人为
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筹
募经费,动工兴建校舍并
于1931年竣工。

苏 东 中 学 的 创 建
与 发 展 , 谢 联 棠 功 不 可
没.1931年底苏东中学董
事 会 成 立 , 谢 联 棠 为 首
届董事。随之,棉兰苏东
中学於1932年初正式成
立.1933年,荷印政府颁布
限令,所有华侨教育机构
必须正式注册。为避免
麻烦,华侨教育总会决定
归并苏东中学董事会统
一管理。由华侨教育总
会统辖的八所小学,也同
时归并人苏东中学成为
附属小学。

1933年,谢联棠被选
为苏东中学董事会第三
届董事长,连任至1936年
第六届。他又发起成立
苏岛华商糖米杂货公会,
并与英国皇家邮船公司
和英国海峡邮轮公司商
定:凡商家托运进出口货
物,抽取运输费用10%,拨
给 糖 米 公 会 , 作 为 教 育 ,
慈善费用。糖米公会给
予苏东中学不少支援经
费 . 1 9 3 4 年 , 鉴 于 苏 东 中
学校舍不能容纳中小学
学生,以谢联棠为董事长
的第四届董事会倡建新
校舍,苏岛华商糖米杂货
公会捐建四间课室,各热
心家也报建二间课室,于
1934年9月落成.1934年12
月15日,建设苏东中学时

的碑文曰:“谢联棠主持
三载,成绩斐然。如补助
教育经费、建筑会所,俱
乐部,以捐赠中华营业公
所所诸善举,劈划周详,劳
苦功高。本会同仁感佩
之余爱将先生伟绩,勒文
金 石 , 用 表 未 忱 , 而 励 来
兹。”

沈雷渔先生於1936
年编著的《苏门答腊一
瞥》一书中这样评价谢
联棠:“华侨中向例拥有
巨资的,才有被选为各种
主席的希望。谢氏既不
是资本家,又不是实业家,
家境至今还是很清贫的,
他怎样能做苏岛最高学
府校董会的主席呢?这完
全是一种民意所归。他
原是一个棉兰学校里的
教师,后来发起组织侨兴
国货公司,为人颇有见解,
且能迎合新潮流,人家委
托他做的事情都是很忠
实的。因此对他起了信
仰。”

谢联棠虽然不富,有
个人生活十分俭朴,33岁
才结的婚。他平时布衣
素食,但对公益事业,从不
吝惜。根据中国《国民
政府档案》1931年12月
夫人日“财政部抄送棉
兰苏东中华总商会国难
救济捐名单呈“一文中
详述:当时中华民国财政
部长宋子文向行政院呈
报,棉兰中华总商会主席
张念遣函呈1931年苏门
答腊岛棉兰市华人为中
华民国国难救济捐款名
单与汇款中,谢联掌捐资
二百两银子。

 谢联棠关心桑梓公

益事业。1931年,谢联棠
先生在家乡创办了东山
县第一所侨办完小--南
熏小学。抗日战争爆发
后,他踊跃参加捐献“东
山号”飞机抗日,兴建“
东山抗日烈士公墓”等
活动;连续24年汇款慰问
60岁以上老人……

谢 联 棠 晚 年 在 槟
城养老。70年代初期,槟
城平章会馆这个领导华
社 的 机 构 , 杂 草 丛 生 , 门
可 罗 雀 , 死 气 沉 沉 , 失 去
民 间 社 团 作 用 , 形 同 虚
设、激起了华人社会的
反感。第一位激于公愤
者,是年逾八旬的慈善老
人谢联棠先生,他曾在光
华日报上公开吁请平章
会馆负责人,应从酣睡中
醒觉。1974年平章会馆
终于改选,并改名为槟州
华人大会堂。谢联棠于
1974年6月10日在槟城逝
世。

谢联棠在祖籍地南
埔村有一座故居,系清咸
丰年间所建的青砖瓦木
结构平房,占地400平方
米 , 共 有 1 0 个 房 间 , 具 有
明清时期典型的民居风
格。2016年,这个村的10
户村民从谢联棠故居中
清理出一些杂物,并进行
修缮,还收集到了谢联棠
先生捐建南熏小学、参
与捐献“东山号”飞机
和兴建“东山抗日烈士
公墓”的一些图片资料
及往来书信、谢联棠出 
洋前赠送给乡亲的八仙
桌、踏椅和古床等。

郑来发

苏岛华教先贤谢联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