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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或 许 只 是
普通的劳动者和革
命战士，他们或许
没有光彩夺目的荣
誉名衔，但是他们
的事迹可歌可泣、
感 人 至 深 ， 他 们
是——海外归侨。
口述历史文稿，讲
述归国华侨的人生
际遇，与你一起于
烽火战乱中，感悟
海外归侨炽热的爱
国 情 怀 和 赤 子 之
心……

我 们 八 旬 以 上
高龄的印尼棉兰华
侨中，特别是棉兰
华侨中学的师生都
会 记 住 邵 宗 汉 老
师。邵宗汉是我父

母亲的好友，也是
我大哥（忠谟）、
二哥（忠诲）的棉
兰 华 侨 中 学 的 老
师。

1 9 4 1 年 太 平 洋
战争爆发，次年日
本占领了棉兰，直
至 1 9 4 5 年 8 月 日 本
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 争 期 间 ， 我 们
全 家 生 活 动 荡 不
安 ， 颠 沛 流 离 ，
曾 暂 住 在 远 离 棉
兰的小镇舢板头镇
（ P e r d a g a n g a n ）
，后才搬迁棉兰附
近。

当 时 苏 门 答 腊
岛的抗日斗争环境
非常艰难，越发残

酷，日军猖獗，其
特务活动频繁，但
华侨的爱国人士纷
纷加入抗日组织。
后经朋友介绍，我
父亲也成为苏岛民
盟支部盟员。我母
亲曾安排我二哥（
忠诲）给张先生夫
妇送中、晚饭，当
时邵宗汉化名为张
德生，他的夫人张
禄漪，我们习惯称
呼为“Miss Zhang”
。二哥送饭时从不
言语，也不多问，
丟 下 饭 菜 转 身 离
开。一天，二哥送
中饭时到达邵宗汉
夫妇住处，发现屋
内空无一人，只好

沮丧地回到家中。
我母亲安慰他说，
邵宗汉夫妇已到了
别处，这是他们的
秘密。不久，母亲
又安排我二哥乔装
打扮，骑自行车用
小提琴琴盒，为他
们夫妇送生活用品
到新地址。日本投
降后，父母亲才告
诉我们邵宗汉夫妇
的具体身份，他们
是祖国派出到东南
亚在华侨中特別年
青侨生做抗日和华
侨宣传教育工作的
人士。

抗 战 胜 利 后 ，
邵宗汉与胡愈之、
王任叔（巴人）等

在 棉 兰 创 办 《 民
主日报》，并任总
编，宣传介绍中国
革命，加强华侨团
结 ， 促 进 中 印 友
谊。同时，他参与
发起和筹备组建华
侨总会，热情关注
和支持华侨教育事
业 ， 关 心 和 培 养
华侨子女。1945年
11月25日，棉兰华
侨中学创立并举行
开学典礼时，邵宗
汉是该校第一批任
课教师之一，为棉
中创校发展作出了
努力。我大哥和二
哥都是棉兰华侨中
学 创 办 初 期 的 学
生。大哥（忠谟）

邵宗汉在棉华中学教书
和办报的往事（上） 

1964年10月邵宗汉家门前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