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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 结 束 后 ， 印 尼 的
局 势 尚 未 完 全 稳 定 ， 其 于
1945—1949年经历了独立战
争运动。虽然战争对印尼华
人社会及华文学校的发展产
生影响，但华校仍在艰苦的
环境下砥砺前行。据1948年
联 邦 区 教 育 部 华 文 科 的 报
告 ， 该 区 共 有 华 文 小 学 5 8 8
所 ， 中 学 3 3 所 ， 商 业 学 校 1
所，合计622所。1949年，据
荷印联邦教育部调查，全印
尼共有华校724所，学生17.2
万人。

1950年8月，印尼正式
独 立 。 华 文 教 育 的 发 展 ，
则 受 当 局 政 策 的 影 响 呈 现
波 动 性 。 据 印 尼 教 育 部 的
统计，1952至1953年间，在
政府登记注册的华校有1371
所，学生 254730人。1957年
初，印尼华校学生已达42.5
万余人。但在1957年 11月与
1958年4月，印尼政府先后颁
布了《监督外侨教育条例》
以及《关于设立外侨学校的
城市和地点的决定》，对办
学范围、师资、生源、教材
及规模等进行严格限制。受
此影响，1958年全印尼的华
校 缩 减 至 5 1 0 所 、 学 生 人 数
下降至125000余人。1965年
苏哈托上台后，印尼历史迈
入了“新秩序”时期。1966
年，所有的华校被迫关闭，
这样，印尼华人自主办学的
历史，就暂告一段落。

（四）所存在问题
回 顾 印 尼 华 文 教 育 发

展的六十多年，存在诸多问
题阻碍学校的发展。如在教
材问题方面，多数华校的教
材来自中国，但其内容并不
适于当地环境。如在20世纪
20年代，教材多出版自中华
书局或商务印书馆，许多学
校都嫌其与南洋时地不合，
不适于用。再如师资问题，
毕业于暨南或集美学校的中
国学生，成为学校师资的主
要来源。但他们对印尼的环
境并不适应，由此影响了教
学质量。“热带地方，教学
时间过多，教员精力耗费殆
尽，无心无力无暇求教务之
革新，及个人思想知能之长
进，因是多因循苟且，敷衍
塞责以了事”。

经 费 问 题 也 时 常 受 到
关注。20世纪20年代，学校
经费对初等教育的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所以荷印华侨
初等教育因无固定的经费，
以致学校也时有停办恢复的

事实”。二战结束后，适值
华校走向复苏之际，经费的
重要性亦此得以彰显。1948
年，时任吧城中学校长的司
徒赞先生认为，经费来源的
单一化对该校今后的发展造
成影响。“但这种沿门劝捐
的筹款方式，在各社团各学
校 都 继 续 不 断 地 募 捐 的 今
日，不特各热心家感到穷于
应付，同时劝捐人员亦感到
出力不讨好，非另寻适当的
途径以解决经费问题，则巴
中的前途，实不容乐观”。

那 么 ， 学 校 经 费 源 于
何处？明城书院的经费多靠
富商大贾及华人领袖出钱兴
办。“吧城旧有捐建义学，
名曰明城书院，延师养正蒙
童，充贫民子弟肄业其中，
供 祀 先 贤 … … 酌 给 逐 年 需
费，讯即节劝吧中之富家善
民 乐 捐 ， 则 捐 廉 为 斯 民 宣
导 ， 是 又 生 成 之 至 意 无 穷
也”。20世纪以后，随着华
人社会的不断变化，学校经
费来源亦不限于捐钱捐物。
除学费外，像商店月捐、货
捐 、 游 艺 会 等 形 态 ， 不 仅
见证着华校经费来源的多元
化，且透视出相应筹款活动
的社会化。

三、捐资及筹募：学校
经费的基本形态

作 为 影 响 华 校 发 展 的
重要因素，经费来源成为时
人探讨的焦点。在梳理相应
史料的基础上，发现其来源
大致分为捐资与筹募二类。
以月捐与货捐为代表的直接
捐赠和以夜市、游艺会与展
览会为代表的募集资金，不
仅解决了学校发展的燃眉之
急，更见证学校与社会的互
动情态。

（一）直接捐赠：月捐
及货捐

1.定期供给之月捐
月 捐 ， 多 指 由 学 校 董

事、学生家长及在地华商群
体，每月为学校提供资金的
捐助形式。“月捐，大概是
埠市中各商号和学生家长或
学校董事所认捐，在往昔商
情利市，金融充裕的时候，
埠市中的资本家或热心教育
的人，按月认捐几十盾至百
多盾；商号也多量力捐输；
月捐一盾或数盾不等”。此
外，一些史料依据捐赠主体
的不同，将月捐细分为“董
事月捐”与“商店月捐”两
类。

作 为 筹 集 经 费 的 重 要
渠 道 ， 月 捐 之 记 载 与 华 校
之发展相伴相随。1915年以
前，位于苏门答腊岛的棉兰
养中学校，其经费来源以月

捐与特别捐为主。“本校民
四以前不收学生费，仅以月
捐及特别捐为经费”。1946
年，玛琅中华中学的月捐收
入最高可达455荷盾。但在另
一方面，月捐的作用十分有
限。如由董事所供给的金额
较少，“普通每月数角至数
盾”。商家所提供的月捐数
量，“为数也不大”。

2.商家补助之货捐
货捐指从当地华商进/

出口货物中抽取相关税率，
依此作为华校经费的方式。
它大致可分入口捐与土产捐
二类（即从入口货与土产货
中抽税）。华校派遣相关调
查人员，对华商进出口货物
进行登记、订税，月底再派
人征税，此为货捐征收之方
法。“征收的办法，或津贴
船公司办事人代记各商号的
进口货，或到月底派员询问
各 商 号 进 货 若 干 ， 照 收 数
目”。

货 捐 作 为 商 家 捐 助 华
校的重要渠道，对当地学校
的发展产生影响。1918年，
荷属东部群岛华校的经费“
以出入口货捐为大宗”。曾
任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的徐崇
德先生，在回忆巨港华校的
发展时就指出：“巨港两家
华校经费光靠捐款是很难维
持的。后来，主要还是靠华
侨经营的进出口公司的‘货
捐’”。但货捐的发展亦受
某些因素的桎梏。例如1934
年的玛琅中华学校，货捐的
发展就陷入困境：“每年收
入，为数不少。后因鼓吹乏
人，遂至停止”。

（二）筹募资金：游艺
会、展览会与教育夜市

1.以商品/活动展示为
特色的游艺会与展览会

除 由 捐 钱 供 给 外 ， 华
校经费亦以筹募资金的姿态
得 以 展 现 。 搜 寻 相 关 史 料
可以发现，以活动展示与商
品义卖为代表的游艺会与展
览会，是为筹募资金的重要
形态。史载各地华校之游艺
会 与 展 览 会 ， 多 由 学 生 运
作：“每多困于经费，在筹
备展览会和游艺会之中，就
把 学 生 加 紧 训 练 歌 舞 、 戏
剧、形艺、工艺，常替学生
赶造成绩，目的在借此以筹
款”。可见，游艺会与展览
会是为筹措华校经费而开展
的、多由在地华校学生所参
与的、以表演与展览为重要
特色的慈善募款活动。

在 华 文 教 育 演 进 的 岁
月里，时常可见游艺会与展
览 会 之 身 影 。 据 现 有 史 料
来看，关于开展览会以筹募
资金的记载始于20世纪30年
代。1948年，由众多华校所
举办的吧城教育夜市，内设
成绩展览馆。其中既有义卖
品，也有非卖品；所展物品
之 多 ， 令 人 眼 花 缭 乱 。 游
艺会方面，30年代，由华校
学生在戏院表演的各项游艺
会 ， “ 将 券 资 收 入 充 作 学
校 经 费 ” 。 吧 城 中 学 的 学
生自治会团体，于 1948年 4
月 12、13、14日晚，举办名
为“法西斯细菌”的幕剧公
演，并以此为学校募得38306
盾。1954年，万隆华侨中学
学生会为协助母校筹款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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