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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46年12月棉兰
华侨中学第一届初
中十九名毕业生之
一，二哥（忠诲）
是华侨中学第三组
学生。邵宗汉老师
年轻活泼，关心学
生，和学生相处融
洽 ， 深 受 学 生 欢
迎。

邵 宗 汉 任 教 期
间，仍担当着棉兰
《民主日报》总编
工作。1947年后，
印尼在荷兰殖民者
白色统治恐怖下，
《民主日报》经常
遭受到荷军和当地
亲殖民势力军警的
搜查。到了1948年
荷 军 又 一 次 发 动
了 “ 军 事 扩 张 行
动”时，变本加厉
地对当地华人进行
压制和迫害，无理
逮捕报社人员，不
久并勒令《民主日
报》总编辑邵宗汉
和华侨总会负责人
费振东离境。邵宗
汉被迫于1948年6月
㩗眷离开了华侨中
学，离开了《民主
日报》，离开了棉
兰。

临 别 时 ， 邵 宗
汉应我两位兄长要
求，怀着对我父母
亲 友 情 的 感 激 ，
寄 予 对 学 生 的 厚
爰 ， 于 1 9 4 8 年 6 月

7 日 分 别 对 我 大 哥
（ 忠 谟 ） 和 二 哥
（忠诲）留下了赠
言：忠谟侄“做到
老，学到老，不患
得，不患失！”忠
诲侄“学以致用，
锲而不舍！”邵宗
汉的赠言，我兄长
保存多年，他们牢
记长辈、恩师的期
待！

1 9 4 9 年 8 月 邵
宗汉进北京第一届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 会 后 ，
他 被 调 任 新 华 社
副 总 编 辑 兼 国 际
部主任，1954年曾
参加了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他
长期从事新闻、编
辑 工 作 ， 曾 在 外

交部新闻司任副司
长等职。1980年，
任世界知识出版社
副总编辑，1982年
离休。1964年10月
我母亲因邀回国参
加国庆十五周年盛
典。我大哥和我曾
陪同母亲去拜访邵
宗汉夫妇。改革开
放后，我的父母亲
曾多次回国看望我
们。他们都曾拜访
过邵宗汉夫妇，或
邵宗汉夫人张禄漪
（Miss Zhang）来我
父母住处回访。我
随同父母与邵宗汉
夫妇会面交谈时，
邵宗汉谦虚严谨、
生活简朴、严格律
己、待人寬厚的优
良品质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特别是，
他与我父母很少提
及 他 曾 遭 遇 的 逆
境。

1979年，我父亲
首次从印尼回国看
望我们，曾专程造
访行动不便的邵宗
汉。其实，邵宗汉
在文革中受到不公
正待遇，那时他刚
回到家不久。他与
我父亲交谈的主题
仍是他参与创办的
棉兰《民主日报》
。交谈中，我父亲
得知当时他疾病缠
身，行动不便，夫
妻两人日常生活时
有困难，而当时他
们的孩子蛮子（乳
名 ） 仍 在 内 蒙 插
队，还没有调回北

京。他们夫妇自己
尽力克服困难，没
有主动向组织提出
个人要求。这次拜
访后，我父亲回到
我二哥家，即与二
哥提及此事，二哥
告诉父亲像邵宗汉
这种家庭现况，按
国家政策他的子女
是应该调回北京。
而后，我二哥请求
自己所在单位依据
政策规定在一个月
左右时间就从内蒙
调 回 了 他 们 的 孩
子。由此可见，邵
宗汉对党和祖国的
一片赤诚之心。

邵 宗 汉 是 我 们
棉兰华侨中受人崇
敬的老师之一。在
印 尼 时 ， 我 因 年
幼与他直接接触很
少，但因他是我父
母亲的好友，又是
我 两 位 兄 长 的 老
师，我后来几次随
父母拜访过邵宗汉
夫妇，有了直接接
触，耳闻目睹，在
我记忆中，他是一
位爱党爱国、赤胆
忠心、值得尊敬的
老师，值得我们华
侨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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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尼归侨王
兰芬回忆 老汪整理

邵宗汉在棉华中学教书
和办报的往事（下） 

1986年邵宗汉家留影。自右至左：邵宗汉、吕
秀英（作者母亲）、张禄漪（邵宗汉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