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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华侨社团和学校加紧
控制,而苏东中学当时是棉兰
最引人注目的学校,荷印政府
更不会轻易放过。先有教员
黄芳奎被停职两个月;继而巴
督又下令训育主任李兴荃停
职一年,理由是校内藏有禁书
及杂志。年底,政治部荷官探
员又到苏东中学教务处检查
书报,与教员沈保庵发生冲突,
沈被拘留后,学生前往警察厅,
又与暗探警员发生冲突,掀起
轩然大波。荷印政治部即行
起诉,勒令苏东中学由1937年
12月28日起封闭。根据1938
年3月29日荷印副尹之命令,苏
东中学三教员:沈保庵、郭师
仪、杨昆山即时停职;被拘留
的三学生:关瑞麟、陈松瑞、
吴福进均被判监禁或罚款。
苏东中学在一年内,因荷印事
务司的政治检查,导致失去了
五位教员,迫使校长梁披云离
职去马来亚,学校的损失十分
巨大。

苏东中学董事会肩负办
校育才的社会使命,四方奔走,
寻求复校。曾诚聘厦门大学
著名教授林惠祥接替校长一
职。林教授为世界著名考古
学家、学者,后因居留许可证
得不到荷印政府批准,又改聘
韩映波先生为校长。韩校长
肆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转
学键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文学
院。

1938年5月30日苏东中
学董事会接到棉兰当地政府
明示,谓奉巴督命令,苏东中学
准予解封复课。侨界闻讯,大
为欣慰;校方雷厉风行,即刻四
出招集学生复课。按惯例,本
学期上课至7月份,但校方采
取非常措施,不放暑假,并缩短
来年假期,展延学习时间,将主
要课程补足,使学生毕业或升
级均不受影响。苏东中学教
职员献身教育的无私精神,高
风亮节,侨胞印象深刻,铭记心
中。

1938年12月,苏东中学董
事会改选,张念遗、吴基振任
正、副主席,何宏经、萧兆魁
为正、副财政,叶贻东为稽察,
以及其他十九位热心人士为
董事会监事,积极努力刷新校
务。董事会于当月23日召开
会议,讨论并议决1939年实施
的校务方针和计划:推荐丘清
德、张公善、温发金、谢联
棠、黄和显五君为名誉董事;
续聘韩映波为苏东中学校长,
续聘各附小的校长。鉴于苏
东地区有华侨二十几万,苏东

中学开办已8年,初中部毕业
生源源不绝,越来越多,莘莘学
子欲求上进,回国升学又适逢
战乱,已不复当初之方便;就地
升学,又苦无高中学校和专科
学校。董事会考虑到苏岛华
侨文化教育的需要,意识到历
史赋予的责任,于是一致议决:
苏东中学于1940年6月增办高
中部,并设商科及师范科。董
事会授权中学校长按计划进
行,招考新生24名,增聘卢明德
博士、张家梁、顾庆熹三名
教员。

1939年,韩映波校长辞
职,经达人先生由中国返棉,重
任苏中校长,并兼任各附小督
学。从战前至战后均极负盛
誉的“苏中铜鼓队”,就是经
达人校长亲手创建的。苏东
中学在历任校长与教师的共
同努力下,已经走上了轨道。
在此期间,卢明德、张家梁、
顾庆熹等先生,均为该校高中
部教师。

1940年经校长离去后,
郑 绍 崖 先 生 任 代 理 校 长 。
之后,日军南侵,苏东中学停
办。1947年1月,原苏东中学董
事会秘书长黄在中先生曾在
新加坡会见记者，谈到苏东
中学概况说：“一九四二年
元月十五日，因太平洋战事
已爆发,前届董事会乃议决委
托秘书处草拟苏东中学战时
计划书,预备最后一课。旋奉
当地政府函知:暂时停课。唯
苏东中学董事会、秘书处职
员仍继续办公。直至同年3月
20日,日军由皆都巴拉入境,交
通断绝,即行离校,但仍有役工
住宿校内看守。1942年3月13
日,日军进占棉兰, 14日下午3

时,日军开始强行占据苏东中
学及第一小学全部校舍,学校
设备遭到严重破坏。苏东中
学被迫停课后，不少师生也
投入抗日活动,直至1945年8
月22日,在印尼的日军宣布投
降后,学校乃移交英联军所接
管。"

苏东中学从创办至日寇
南 的10年时间里,从小到大,
由拥有中学生100多人,扩展
至拥有中小学生共3000人的
规模。更重要的是,苏东中学
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材,散布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大提高
了苏岛华侨的思想和文化水
平。

日寇投降后,苏东中学
董 事 会 和 全 体 教 职 员 工 , 再
一次显示了雷厉风行的作风
及上下一心的团结风气,委派
姚定宇、李子瑞、何尔玉、
张俊英、郭琼斯、陈三友、
古泰萍七人为战后复办委员
会。后古泰萍离职,遂聘亚沙
汉培善中学校长江陈诗先生
补缺。由小学先行复课,中学
部于1947年1月在临时校舍辖
典目街荷兰意戏院上课。同
年春,张其南先生当选董事会
主席,秋季联军撤出学校,苏东
中学迁回原址上课。此时原
一区之敦本已脱离苏东中学,
取而代之的是,新增办的一所
高小,即苏中一小,校长为张
煌先生。为整顿校风,提高学
生素质,中小学联合创办千人
童军团。教导童军日行一善,
加强“智、仁、勇"的教育和
野外活动。童军活动增强了
学生的集体观念和行善意识,
也提高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
力。

战后,苏东中学的校长
职位长时间悬空,校务委员会
为此呈请董事会由中国聘请
专才担任。1949年,由中国聘
请甄成德为校长。甄校长刚
愎自用,领导无方,挑起董事会
与师生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件
芝麻小事,闹得满城风雨,掀起
了令人震惊的大学潮。事缘:
中学教师廖坤林与七小校长
刘乐民率领学生,趁假期赴槟
城参加球类比赛,后因船期耽
误不能如期回校。廖、刘两
位老师已按手续提前致电学
校,请准假数天(实际只三天) 
。甄校长收到信息后,竟致函
董事会给予处分。董事会于
是在两位教师回棉之前作出
决 定 : 对 廖 坤 林 予 以 停 职 处
分,对刘乐民予以警告处分,并
在廖、刘回棉之前就在报上
登载启事,披露事件。事态一
发不可收拾,引起强烈反响。
苏东中学教师江陈诗、何尔
玉、姚定宇、张俊英诸先生
请求黄在中秘书向甄校长接
洽,进行斡旋。望能合情合理
处置,从轻发落。但甄校长一
意孤行,拒绝接纳并声称乃董
事会的决定。

经过教师们的努力,校
长依然坚持错误。于是激起
了 学 生 们 的 义 愤 , 遂 罢 课 抗
议 。 董 事 会 非 但 不 妥 协 , 反
而强横封锁校门，师生们只
好在校门外实行露天冒雨上
课。媒体同情师生的遭遇,广
泛报导,严厉抨击,引起了社会
广泛关注。

广 大 学 生 家 长 也 纷 纷
在报端联名质问,口诛笔伐。
一些侨商和名誉董事,如张公
善、张念遗、谢联棠等毅然

挺身而出,进行调解。最后,董
事会作出让步。

董事校长会议决定:打
开校门让师生照常上课;撤销
对廖、刘二位老师的处分。

苏东中学学潮遂告一段
落。这次学潮是整个苏东中
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甄成
德校长是始作俑者,只好自动
离职了。1950年初,请毕道理
暂代理校长职务。

1951年,聘请林天祥(国
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工
程 师 ) 为 校 长 。 林 校 长 甫 到
任,为学校的发展弹精竭虑,不
遗余力,大事革新校政、整顿
校风、调整教师待遇、充实
教学内容、提高教育质量。
各方面大有进展,一时学生人
数大增,原有的校舍已不够使
用,须大力推动侨社出资扩建
新校舍。经各方同心协力,占
卑街二层高的巍峨崭新的校
舍就在1953年10月落成。师
资方面亦尽量从香港等地招
揽专才到校服务,阵容空前鼎
盛。著名学者有:冯禹庸(广东
省立襄勤大学工学院)、通口
修(日籍学者)、谢章仁(国立
中央大学)、邓发聪(国立同
济大学)、林双吉、胡振声、
陈守经(国立厦门大学)、江
陈诗(北平民国大学、上海群
治大学文学士)、黄香珠(北
平清华大学)、黄恬静(协和
大学) 、李水莲、张世鹏、
陈百里(广州中山大学)、何
尔玉(国立成都大学) 、赵尔
谦博士(美国圣母大学、比国
鲁文大学、法国礼午大学)、
刘毓瑜(岭南大学)、许德福
(棉兰美以美英文学校) 、顾
翰芳(大同大学)、邬崇风、
杨谦茂(在上海任职二十年律
师 ) 、 王 珂 、 张 社 锐 、 陈 瑞
仙、黄剑锋、李恒能、陈江
波、徐正义…社会的精英,汇
聚于此。学生学业程度之优
异,享誉东南亚。学生人数高
达7900人。这是苏东中学最
鼎盛的黄金时期,培育出来的
才俊遍布全世界,对全苏岛乃
至整个印度尼西亚工商界,都
有很深远的影响。苏岛最高
学府声誉当之无愧。

1 9 5 2 年 3 月 , 校 董 会 改
选,史联对、黄茂团二君荣任
正、副主席,王振墙、关祖养
任正、副财政,陈克瑞、叶贻
品为稽查。董事有吳基振、
萧兆魁、黄种厚、倪锦波、
伍启胜、周百梨、王声士诸
君,皆为热心公益、素来爱护
苏东中学的殷实商家。修改

苏东中学
谱写苏岛华侨教育的光辉篇章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