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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 棉 兰 市 原
苏东中学校友陈博
士在应陕西省政协
邀请，参加2002年
清明节公祭黄帝陵
大典后，表示有志
要为改善陕西贫困
农村学校条件尽一
份力。省政协遂安
排在铜川市红土镇
太和寺村由陈博士
捐资，于2003年春
建成一座二层教学
楼 。 按 捐 款 人 意
愿，用母校名命名
为 “ 苏 东 第 一 小
学”。随后陈博士
继续资助,在武功县
苏 镇 苏 东 村 ( 汉 朝
苏 武 故 里 ) 建 成 “
苏东第二小学教学
楼。另一棉兰校友
张慕宁闻风而动，
介绍校友巫诗鹏在
蓝田县金山乡惜惶
岭村建成“苏东第
三小学”教学楼。

而又由陈博士捐助
的苏东第四小学”
亦在陕北横山县兴
建中。特别值得一
提是，这些学校的
校名，均在1936至
1938年间曾任苏东
中学校长的梁披云
老先生亲笔题写。

前 印 尼 棉 兰 市
苏东中学是1931年
由侨界先辈创办的
一所侨校，当年2月
25日在新校址正式
开学。该校以其堂
皇宽敞的校舍、阵
容鼎盛的师资、学
制完整的中学以及
附设八所小学，学
生总数达数千名的
规模，在二战前被
誉为苏岛华侨的“
最高学府”。该校
成立于国家多难之
秋。当年，“九一
八 ” 事 件 爆 发 ，
日 军 进 占 东 北 ；

翌 年 “ 一 二 八 ”
事件爆发，日本侵
略上海；1937年“
七七”事变，揭开
抗日战争序幕。此
一时期，苏东中中
学虽远在海外，处
于荷兰殖民统治之
下，学校除努力办
好教育，培育华侨
子弟之外，师生同
仇敌汽，支持抗日
救亡，救济祖国难
民。其中尤以梁披
云先生担任校长期
间(1936—1938)，虽
然短短两年，苏东
中学却声名远播，
在印尼华侨教育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梁 披 云 先 生 学
名 龙 光 ， 又 号 雪
予 , 1 9 0 7 年 生 于 福
建省永春县。1926
年 在 上 海 大 学 毕
业。曾受业于当时

在上海大学讲学的
瞿秋白、于右任等
名师。后两次东渡
日本，在早稻田大
学 深 造 ， “ 九 一
八”事变后才辍学
回国。1933年，十
九路军总指挥蒋光
靠军长、蔡廷错将
军等奉命率部入福
建后起义，主张联
共反蒋抗日，梁先
生积极参与其事。
起义失败后，梁先
生避至陕西，初应
于右任先生邀请，
拟赴武功县出任由
于右任先生、杨虎
城将军于1934年创
办的西北农林专科
学校（现西北农林
科 技 大 学 前 身 ) 的
国文教员。因不满
政局昏暗，又接南
洋好友电邀，遂浮
海南渡马来亚，任
尊孔中学教师，兼

《 益 群 报 》 总 编
辑。1936年初转赴
印尼棉兰市，应聘
为苏东中学校长。
该 校 教 师 不 少 是
美、英、日留学生
或国内北大、清华
等大学毕业生师资
力量雄厚。在梁校
长领导下，苏东中
学建立了完善的校
政管理体制，下属8
所小学和一所幼儿
园，学生总数超过
4000名。全体教职
员齐心协力，学生
努力学习，尊师爱
校，追求进步，校
风良好。在校务蒸
蒸日上的同时，该
校还奋力抗拒荷印
殖民政府的压迫，
支持祖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

上 世 纪 3 0 年 代
的荷印殖民政府，
为巩固其殖民统治

苏东中学与梁披云校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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