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
 
                                                                                                                                                                                                   19

了董事会的权限,校董不得轻
易干涉校政,矛盾减少有利于
校务发展。然而由于苏东中
小学规模太大,人事关系复杂,
仍然难免棘手。

1953年秋,苏东中学增
办了师资训练班,由江陈诗先
生主持。赵尔谦、何尔玉、
陈瑞仙副之,为苏岛中华文化
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5年底,林天祥校长
以私人业务繁忙为理由,多次
提出口头和书面的辞职申请,
迭经商榷,董事会终于允准,并
决定由容权焕先生接任其校
长职务。不久，林校长移民
美国，终老彼邦。

1957年印尼政府颁布“
国籍分校制” ,苏东中学董事
会预测到中文学校的命运难
以乐观,要继续开办将是举步
维艰。1957年史联对先生就
此最先向董事会提议,发展华
商教育,创办苏东牧中小学,让
华裔学童能够继续接受良好
教育。但是,史先生的真知灼
见,未获董事会接纳,部份董事
持异议,认为时机未届。但史
先生深谋远虑,认为华裔公民
欲求生存发展,必须适应环境;
为了万千华裔子弟的前途,为
了华裔社群的福祉,必须未雨
绸缪作最坏的打算。最后董
事会统一意见,做出决策,迈出
极重要的一步。

1 9 5 8 年 2 月 1 5 日 , 苏 东
中学的三位董事史联对、黄
茂团、丘秉发,在律师Roesli. 
S.H.见证下,签署正式成立苏
东牧基金会的文件,承接苏东
中学全部校产,成立苏东牧中
学,校址设在月街旧校舍。原
苏东中学印尼籍学生改在苏
东牧上课。这是苏东中学、
苏东牧中学同时并存的一段
短暂历史。而容权焕先生则
兼任两校校长。

1958年11月5日,印尼政
府下令封闭亲台湾的学校时,
苏东中学难逃噩运。苏东中
学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结束
了服务华人教育的崇高使命!

人们不会忘记这刻骨铭
心的事件,封校前一天, 1958年
11月4日星期五那天,学校的钟
声当当响过,师生们带著沉重
的心情,迈著沉重的步伐走向
大礼堂。一会的工夫,大礼堂
挤满了沉默的人群,连楼梯也
不例外。人特别的多,秩序却
非常的好,可算是苏东中学近
三十年来最严肃的一次大会
了。在这个最后一次临时集
会上,容权焕校长用低沉而悲

痛的声音郑重向全体师生宣
布:“文教部令苏北外侨教育
监督局正式通知我们苏东中
学,当局为接管与印尼政府无
邦交学校,苏东中学须于十一
月十五日移交结束。今天起
不得带中文书来学交,即日起
不得教授中国文。"容校长的
话,像是当头一棒,同学们心如
刀割,感慨万干。

杨 主 任 、 邬 主 任 先 后
上台讲话,对同学谆谆劝勉,鼓
励自学,正如罗曼·罗兰说的: 
“意志、智慧,不是可以随便
给人拿走的钱币。"是的,中华
民族五千年文化不会被消灭,
将以不同的形式薪火相传。

最 后 毕 业 班 同 学 代 表
上台,说明学校关闭,老师们将
面临失业的痛苦处境,呼吁大
家解囊相助。刹时间,动人心
魄的场面出现了,人人踊跃捐
献,以谢师恩。这是苏东中学
近三十年来最动人的场面。
最后,同学们带着红肿的泪眼,
留恋地向国父孙中山先生遗
像鞠躬道别。人们带着沉重
的心情依依不舍地走出母校,
回头仰望,映入眼帘的四个大
字:"苏东中学"。

相关的记忆在脑海中翻
滚：

曾记否那轻快、雄壮的
苏东中学校歌!这首题为《苏
东中学,我的母校》的校歌完
成于1936年,是前福建省教育
厅长梁龙光先生(即梁披云校
长)掌校时谱写的歌词,陈维经
老师作的曲,她永远留在人们
心中，激发人们对苏东中学
母校的深厚感情。

曾记否苏东中学校训“
礼义廉耻” !苏东中学创校伊
始,即以“礼义廉耻"立为校
训,教育学生以此为道德行为
准则。尊师重道,并以诚实谦
虚、品德高尚为荣。苏东中
学亦以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学生为目标。

在近三十年的历程中,
苏东中学培育出许多怀抱远
大理想的年轻学生,他们中间
不少人前往世界各国优秀大
学继续深造,成为各个领域的
优 秀 人 材 , 作 出 了 杰 出 的 贡
献。苏东中学校友遍布全球,
在东南亚各国、美国、加拿
大、欧盟各国、澳大利亚、
中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都有苏东中学的校友
当科学家、医生、学者、工
程师、企业家、音乐家、著
名运动员……为社会造福,为
人类献身。如伍紹海,现今是

加拿大国家首席科学家,多次
荣获世界著名科学奖;黄源尹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被誉
为“新中国第一男高音”,在
音乐事业上贡献良多。

以 上 是 苏 东 中 学 的 史
实 , 苏 岛 华 侨 教 育 的 光 辉 篇
章。过去的已经过去,苏东中
学已成为历史。谨借此文向
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为苏东中
学而慷慨奉南的先贤们致敬!
向诲人不倦,劳苦功高,为栽培
莘莘学子而默默耕耘的教师
们致敬!愿苏东中学的团结、
友爱、互助、奋进的精神一
代传一代。

        附文:
薪火相传的苏东牧中学
1 9 5 7 年 印 尼 政 府 颁 布

了“国际分校制”后,苏东中
学董事会就预感形势不妙,采
取了应对措施,于1958年2月
注册成立苏东收基金会,承接
苏东中小学全部校产,成立苏
东牧中小学。原苏东中学印
尼籍学生改在苏东牧学校上
课。

1958年11月印尼政府下
令封闭苏东中学,由于事先作
了准备和妥善安排,并没有手
足无措,乱成一团的局面。苏
东牧中学是苏东中学的延续,
其最大的差别是禁止教授中
文,其他课程不变

1960年苏东牧中学聘请
印尼教育界学者施来思为校
长,沈瑞义为副校长兼教导主
任。时基金会主席为陈维明,
副主席为丘秉发。在此动荡
时期,学生人数大减,与当年全
盛时期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
语。但大多数老师仍坚守各
自的岗位,不计较微不足道的
薪酬,坚持教育工作者的祟高
理想,克勤克俭,埋头苦干,为
社会输送精英做出无私的奉
献。

1962年,在沈瑞义的力
邀 下 , 一 批 由 外 国 升 学 回 来
之年轻校友,加入了服务母校
的行列。他们是孔智璋、何
育华、沈茂源、李中、伍绍
海、陈灵钟、江恭忱、刘云
丽、周衣霓等。加上原有的
教育界老前辈,如殷德意、张
社锐等,改师阵容大为改观,又
回复了原有的活力。学生人
数逐年增加,至1965年已大致
达到了昔日的规模。此时风
云突变,政权更迭的风暴席卷
全印尼。1965年6月,噩运再
度降临。苏东牧中小学与其
他二所以华裔为主的民族学

校被政府接管。苏东枚中学
被改编为国立第七高中,属下
小学也被改编为国立小学。
华裔的教育事业进入冬眠时
期。

苏 东 牧 中 小 学 在 1 9 6 5
年至1968年间停办3年。在此
期间仅苏东牧幼儿园得于幸
存。由江恭忱校长及一批幼
儿园教员,在月街母校钟亭所
在地四周的校舍坚持上课。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守住
苏东牧的产业。凭着这一信
念,以幼儿园为据点·期望苏
东牧母校有朝一日能重见光
明。为了完成这个时代赋予
的重任,即使只剩下沈瑞义老
师一人也以驻校代表身份每
日 到 校 视 事 , 加 上 秘 书 处 职
员张瑞麟及王励忠共三人坚
守。他们不计薪酬微薄,在最
黑暗、最危险的日子里,本着
共同的信念,盼堂和等待母校
有复办重开之日。这是他们
肩负的沉重历史使命,客观上
也可以说是印尼国家赋予的
使命。他们为印尼的教育事
业默默耕耘,他们为印尼社会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是
平凡的人,作出了不平凡的事;
他们具有坚贞刚毅的“苏东
魂” ,是苏东牧复办的功臣。

1968年9月,印尼教育部
通告: 1965年被接管改制的
民族学校,准子恢复开课。此
一喜讯不啻宣告了苏东牧中
学的重生。这时坚守学校的
沈瑞义老师带着他的团队,鼓
足 干 劲 , 以 有 限 的 基 金 会 经
费,修葺月街北端环统钟亭的
教室。旧礼堂亦用屏风分隔
成若干教室。同时邀请孔智
璋出任复办后首任高、初中
执行副校长,另聘E. SILABN
先生为高中部校长, D. H. 
SIHOMBING为初中部校长。
在短短三数个月内，筹备复
课 。 苏 东 牧 中 学 复 办 初 期 ,
高中仅开一年级,初中部仅办
一、二年级,是一所不完整的
中学,一切从头开始。

苏东牧虽已复办，但限
于财力及各种因素，满途荆
棘,困难重重。占卑路的新校
仍被数所学校占据,直到现在
使用权还无法收回。至于月
街旧校舍南面之教室,仍被两
间国立中小学所占用。复办
之初的苏东牧中学只能使用
北端钟亭周围的教室。再者,
学校四周,北面及西面之篱笆,
因常年失修,原在北面答厘街
的路边摊贩已入侵至校园内
营业,且在校园内随处小便,非

但不雅观,且臭气熏天。为解
决此类问题,遂决定在校园四
周建造水泥围墙,其费用部份
向社会人士募捐,部份由教职
员微薄的薪金中自愿捐献,充
分体现了广大教职员工献身
教育的坚强决心和高尚的操
守。为实现教育下一代之目
标，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
有这样的员工,何愁办不好学
校!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风
雨同舟,终于将那四百米长的
围墙建好。半年后,环绕校园
的柏油公路也相继竣工。值
得一提的是,时任基金会顾问
的严文柏,因与当时棉兰市长
交情甚笃。

在严先生说情下,得以
豁免缴交为数不菲的建造准
证费用。毫无疑问严先生是
促成围墙建成的功臣之一。

复办后盟年,学生人数
急增,校务日益改善,苏东牧基
盒会亦重新改组。由陈维明
任主席,丘乘发任副主席,梁舜
炽任总务,李文相任财政,宋南
洋任监察委员。诚聘史联对
与严文柏二位老先生为顾问,
陈济川重回学校担任秘书处
主任。

从此,苏东牧中小学大
致 上 已 走 上 轨 道 , 校 务 及 师
资也逐年提升，学生人数倍
增。

1971年,孔智璋校长辞
职 。 其 后 继 任 校 长 有 黄 若
萍、何印林、朱财贵、张开
发、林文莲、颜銮娘等。五
十年来,苏东牧中学增建了许
多校舍,添置了许多新设备、
包 括 理 化 实 验 室 、 视 厅 教
室、计算机教室、图书馆等
等。1982年,另设分校于浮罗
巴烟区,又扩建新校舍。

八十年的峰嵘岁月,八
十年的崎岖历程。由苏东中
学到苏东牧中学,秉承了先辈
办学大方针，历尽了千辛万
苦,依然坚定地屹立在印尼苏
北的大平原上。八十年前，
苏东中学初办时,学生只有128
人,如今,苏东牧中小学及幼儿
园，已拥有学生16000多人（
据2011年统计) ,苏东牧中学
成为全国第一大知名中学。
其校友遍布全世界,在社会的
各个领域,各尽所能,作出了应
有的成绩和贡献。

谨藉此文,向为苏东中
学、苏东牧中学奋斗的先贤
们致敬!向埋头工作、辛勤培
育学生的教师们致敬!

 作者：黄天祥

苏东中学
谱写苏岛华侨教育的光辉篇章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