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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讨好日本，对侨
校学生思想控制十
分严格，禁止传阅
进 步 书 刊 , 不 许 高
唱抗日歌曲。而苏
东中学首当其冲，
是被监视的重点。
殖民当局的“汉务
司”不时到校搜查
禁书，检查学生作
文。当时笔者在苏
中八小上学，校长
林会嘉先生(日本早
稻田大学毕业)一得
到“督学”要来检
查的风声，马上“
坚壁清野”,藏好或
销毁有反帝抗日内
容的书刊，连我们
抄有抗日歌曲的练
习本也在所难免。
但管制再严，梁校
长和许多具有进步
思想的老师仍然设
法利用各种机会宣
传反帝反殖、抗日
救国的道理。一位
历史课老师上课时
在黑板挂了“国耻
图”，讲到旧中国
备受列强侵略宰割
的 历 史 , 声 泪 俱 下
学生深受感动。“
七七”事变后华侨
抗日救亡活动更是
如火如荼。苏中及
其附小的学生举行
每天上课前“一仙
捐”活动，不时募
集 寒 衣 和 金 鸡 纳
霜，节假日还要上
街义卖鲜花、红毛
丹 , 以 所 得 筹 款 娠
济祖国难民。我们
从小就懂得“祖国

好，要爱祖国；日
本坏，要打日:”这
一朴素的道理。时
隔60多年，此情此
景，犹历历在目。

抗 拒 荷 印 政 府
的殖民统治，本身
就是对印尼人民独
立运动的支持。胆
识过人的梁校长还
力排众议，在已有
的把英文作为第一
必修外语，荷文作
为选修课的情况，
增设印尼文和荷文
并列作为选修课。
这在当时是有些“
惊世骇俗”的。

终于在1938年，
发生了震惊棉兰华
侨社会的“苏东学
潮”事件：“汉务
司 ” ) 人 员 在 对 苏
东中学的一次搜查
行 动 中 ， 殴 打 了

沈保庵老师（北京
大学毕业），引发
学生示威抗议，形
成学潮。数名学生
被捕，被罚款，苏
东中学被关闭三个
月。梁披云校长、
陈正平教务长、沈
保庵老师以及随后
接任校长和教务长
的 张 凤 书 老 师 （
女，安徽大学毕业)
先后被迫或被勒令
离开印尼。梁校长
离开时，师生送别
于不老湾码头，梁
校长曾赋诗一首惜
别 : “ 曾 共 艰 危 路
几重，最难排遣是
离忡；魂消不老湾
头水，望断千滩更
万峰。”有些当年
曾受梁校长教诲，
并“曾共艰危”的
老校友们至今还记

得这首诗。
梁 披 云 先 生 和

几位思想进步的老
师离开了，但他们
的 影 响 仍 然 在 继
续，播下的种子在
发芽。不可遏制的
爱国、救国热情，
引发了一批学生先
后回到烽火连天的
祖国，投身于抗日
战场。更有一些学
生如董灶治、张兆
林、赖志发、陈天
亮、陈雅惠等更历
尽艰险，万里迢迢
到达延安，参加八
路军打日本。他们
有的在战斗中壮烈
牺牲。其中陈雅蕙
校友，在苏东学潮
中曾被殖民当局拘
留审讯。她更名陈
洁心,在张凤书老师
的具体安排下, 1938
年投奔延安时仅17
岁。有胆有识的校
长、老师培育出有
胆有识的学生。陈
洁 心 至 今 仍 然 健
在，离休前曾任云
南省卫生厅厅长。

1941年底,日本
发动太平洋战争，
很快占领了马来亚
和新加坡。1942年3
月占领了棉兰市。
苏东中学停办，校
舍成为日本军营。
但师生们的地下抗
日活动仍在继续。
当新加坡沦陷时，
由中国到新加坡从
事抗日宣传活动的
一些著名文化界人

士如胡愈之、沈兹
九、郁达夫、王任
叔、张楚珉、邵宗
汉等，辗转到达苏
岛各地,隐匿身份，
暗中领导和支持地
下 抗 日 组 织 : “ 苏
岛华侨抗敌协会”
和“苏岛人民反法
西斯同盟"。这两个
组织从骨干到成员
很多是苏东中学师
生。在1943年9月20
日日寇发动的大规
模搜捕抗日分子事
件中，有一批苏中
师生被捕，他们有
的被杀害或被酷刑
折磨致死。其中就
有笔者在苏中八小
的班主任甄树煦老
师，就义时不到30
岁。

战 后 苏 东 中 学
复办，1952年更大
规 模 扩 建 校 舍 , 继
续 为 华 社 培 养 人
才。不少毕业生回
大 陆 或 赴 台 湾 升
学，也有到英美深
造的，但大部分留
在印尼发展。由于
政局变迁，1958年
苏东中学被勒令停
办 。 当 年 1 1 月 5 日 ,
全校学生上了“最
后 一 课 ” 后 ， 集
合齐唱校歌: "苏岛
东头马达巍峨障碧
空，簧舍广开神州
文物播休风……”
曲终人散，该校改
为印尼的“苏东牧
（ S u t o m o ) 学 校 ”
。1965年印尼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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