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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显 。 这 自 然 使 人 们
对 华 校 教 学 如 何 面 向
当 地 ， 更 好 地 为 当 地
社 会 服 务 的 问 题 有 所
忽 视 ， 从 而 对 华 文 学
校 本 地 化 的 进 程 客 观
上起了延缓的作用。

在 战 后 十 几 年
间 ， 印 度 尼 西 亚 每 年
都 有 大 批 爱 国 华 校 学
生 争 相 返 回 祖 国 ， 在
六 、 七 月 间 的 雅 加
达 、 泗 水 和 三 宝 垄 等
地 的 海 港 码 头 上 ， 总
是 挤 满 了 负 笈 北 上 的
学 子 和 送 行 的 亲 人 ，
成 为 印 尼 华 侨 社 会 前
所 未 有 的 充 满 爱 国 和
革 命 激 情 的 盛 大 集
会 。 当 年 毕 业 归 国 的
同 学 和 尚 未 毕 业 的 同
学 在 握 手 告 别 时 说 的
同 一 句 话 就 是 ： “ 祖
国见！”

从 上 个 世 纪 4 0 年
代 末 到 6 0 年 代 初 ，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以 及 东 南
亚 各 地 华 校 出 现 的 回
国 大 潮 中 ， 每 年 都 有
大 批 华 侨 学 生 为 祖 国
的 建 设 事 业 而 离 别 了
父 母 和 家 人 ， 放 弃 了
可 能 获 得 的 财 富 ， 奉
献 了 自 己 宝 贵 的 青
春 ， 这 些 早 期 “ 海
归 ” 们 的 牺 牲 精 神 令
人 崇 敬 ， 他 们 对 祖 国
革 命 和 建 设 事 业 的 历
史 功 绩 也 将 永 留 青
史 。 与 此 同 时 ，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 更 多 的
华 校 毕 业 生 继 续 留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 后 来 陆
续 成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公
民 。 他 们 当 中 有 些 人
升 入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大
学 ， 有 些 人 到 欧 美 各
国 的 高 等 学 校 深 造 ，

许 多 人 后 来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成 为 工 程 师 、 建
筑 师 、 律 师 、 会 计
师 、 医 生 等 各 类 专 业
人 才 和 政 府 公 务 员 ，
也 有 一 些 人 选 择 从 商
的 道 路 ， 成 为 著 名 企
业 家 。 由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政 局 的 变 化 ， 他 们
经 历 过 种 种 挫 折 和 磨
难 ， 但 都 在 不 同 领 域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建 设
和 进 步 作 出 了 不 可 磨
灭的贡献。

尽 管 华 侨 社 会
所 谓 左 、 右 两 派 的 争
斗 似 乎 势 不 两 立 ， 甚
至 达 到 剑 拔 弩 张 的 地
步 ， 但 两 派 华 校 在 办
学 宗 旨 、 教 学 内 容 等
方 面 ， 实 际 上 仍 然 都
是 以 向 华 侨 后 裔 传 播
中 国 历 史 和 语 言 文
化 、 培 养 热 爱 祖 国 的
思 想 感 情 ， 反 对 华 侨
后 裔 数 典 忘 祖 为 根 本
目 的 。 两 派 学 校 也 始
终 高 举 忠 于 祖 国 和 热
爱 中 华 民 族 的 旗 帜 ，
而 只 是 在 政 治 观 点 和
政 权 效 忠 上 存 在 分 歧
而 已 。 今 天 ， 我 们 应
该 以 科 学 的 态 度 和 理
性 的 思 维 来 重 新 审 视
当 年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校

以 至 整 个 华 侨 社 会 的
政 治 纷 争 。 我 认 为 ，
我 们 既 要 看 到 这 些 纷
争 在 当 时 是 难 以 避 免
的 ， 也 要 认 识 到 并 非
没 有 值 得 反 思 的 历 史
教 训 。 特 别 是 在 争 斗
中 发 生 的 一 些 过 激 行
动 ， 实 际 上 给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社 留 下 了 不 利
的 影 响 。 经 历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风 云 变 化 后 ，
昔 日 的 华 侨 青 年 已 成
为 今 天 的 印 度 尼 西 亚
公 民 ， 他 们 当 中 绝 大
多 数 人 原 来 的 政 治 歧
见 已 经 从 他 们 的 思 想
中 淡 出 ， 但 在 中 国 大
陆 和 香 港 等 地 的 归 侨
中 似 乎 还 存 留 某 些 “
后 遗 症 ” 。 长 期 的 意
识 形 态 斗 争 ， 加 上 “
文 革 ” 的 派 性 影 响 ，
成 为 某 些 华 校 校 友 会
内 出 现 “ 不 团 结 ” 现
象的历史因素之一。

如 果 从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文 教 育 的 历 史
作 用 来 观 察 ， 有 一 个
现 象 应 该 更 加 引 起 我
们 的 关 注 和 认 真 研
究 ， 即 当 年 无 论 在 所
谓 左 派 或 右 派 华 校 受
过 中 华 民 族 主 义 教 育
和 中 华 文 化 熏 陶 的 华

侨 后 裔 ， 与 只 接 受 过
其 他 民 族 语 言 文 化 教
育 的 华 侨 后 裔 相 比 ，
他 们 的 民 族 认 同 感 和
文 化 认 同 感 都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区 别 。 我 认
为 ， 今 天 我 们 在 回 顾
印 度 尼 西 亚 乃 至 东 南
亚 各 国 华 文 教 育 的 发
展 历 史 ， 重 新 评 价 当
年 所 谓 两 派 华 校 之 间
的 政 治 和 意 识 形 态 之
争 时 ， 必 须 考 虑 到 当
时 的 特 殊 时 代 背 景 ，
必 须 以 历 史 的 观 点 ，
具 有 新 的 视 野 和 新 的
思 维 方 式 ， 才 能 作 出
更 为 客 观 和 理 性 的 评
价。

华 校 教 学 本 地 化
趋势不可逆转

战 后 在 华 校 出 现
政 治 上 所 谓 左 、 右 两
派 的 分 化 和 争 斗 时 ，
华 校 教 学 内 容 本 地 化
的 问 题 确 实 一 度 被 淡
化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华 校 已 不 再 存 在 这 一
问 题 ， 因 为 从 根 本 上
来 说 ， 华 校 的 课 程 设
置 和 教 学 内 容 适 应 当
地 社 会 的 需 求 ， 正 是
华 校 得 以 继 续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先 决 条 件 。 因
此 ， 许 多 华 校 从 战 后
初 期 就 陆 续 开 办 了 商
科 班 和 师 范 班 ， 并 开
始 增 设 印 度 尼 西 亚 语
文 、 历 史 、 地 理 等 课
程。早在1948年1月，
印 度 尼 西 亚 中 华 商 会
联 合 会 就 决 定 创 办 一
所 培 养 现 代 商 业 管 理
人 材 的 华 校 ， 定 名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侨 公 立
高 级 商 业 学 校 ， 第 二
年 即 招 生 开 学 。 该 校

除 了 开 设 经 济 学 、 工
商 组 织 及 管 理 、 货 币
银 行 、 国 际 贸 易 、 商
业 法 、 华 文 与 英 文 簿
记 等 商 业 课 程 外 ， 还
规 定 学 生 必 须 学 好 华
文 、 英 文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文 这 三 种 语 文 。 这
可 以 说 是 今 天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三 语 学 校 理 念
的 萌 芽 。 这 所 高 级 商
业 学 校 初 创 时 ， 在 校
学生只有91人，到1955
年即增加到1265人。雅
加 达 中 华 侨 团 总 会 自
1952年起又创办了师资
讲 习 班 ， 两 年 后 改 为
专 科 师 范 班 ， 每 年 招
收 约 5 0 名 华 校 高 中 毕
业 生 入 学 ， 以 培 养 华
校 青 年 教 师 。 这 些 学
生 经 过 两 年 进 修 后 ，
可 在 各 地 华 文 中 学 任
教。

印 度 尼 西 亚 政 府
逐 步 加 强 对 华 文 学 校
的 监 管 ， 是 推 动 华 校
教 学 内 容 进 一 步 应 当
地 社 会 需 求 的 外 部 政
治因素。

1 9 5 2 年 5 月 ， 印
度 尼 西 亚 当 局 针 对 华
校 情 况 而 颁 布 了 《 外
侨 私 立 学 校 条 例 》 ，
其 中 规 定 所 有 外 侨 私
立 学 校 必 须 从 小 学 三
年 级 起 每 周 至 少 讲 授
4 小 时 的 印 尼 语 文 课
程。1955年1月，印度
尼 西 亚 政 府 文 教 部 教
育 司 又 颁 布 新 条 例 ，
除重申1952年条例内容
外 ， 进 一 步 明 确 所 称 
“ 外 侨 私 立 学 校 ” 是
指“ 完全由外侨私立
的 、 以 外 国 语 文 为 教
学 用 语 的 、 为 适 应 外
国 学 校 而 编 排 课 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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