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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超逸先生生平简介
   （1949年任董事长）

巴中
   

特刊
郑超逸1904年出生

在原籍湖南宁远县一个
殷实的家庭。童年体弱
生怪病，长辈们认为要
离开家乡远行方可摆脱
病魔。于是随大哥等亲
人到日本东京就读小学
及初中。学会了流利的
日本语言。

1926年回到上海，
在南洋中学读高中。高
中毕业后到东京，原拟
就读日本帝国大学，因
不 堪 日 本 人 的 岐 视 辱
骂，愤而离开东京，返
回上海，就读交通大学
铁路管理系。通晓了英
文，认识了由广东上海
求学的广东焦岭人吴兰

玉，两人结为夫妻。吴
兰玉的父亲吴伟康是印
度尼西亚华侨，是同盟
会会员，国民党要员。

约1930年，郑超逸
到荷印棉兰任《民报》
编辑。期间通过自学熟
练掌握荷文。1935年被
国民党聘为雅加达总领
事 馆 秘 书 。 后 来 升 任
副总领事。他任国民党
政府驻外要员，但一直
没有加入国民党。1941
年，国民党政府拟调郑
超逸到美国旧金山任总
领事。因日本发动太平
洋战争，未能成行。

根据陈嘉庚《南洋
回 忆 录 》 ， 1 9 4 2 年 2 月

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
经苏门答腊辗转逃到爪
哇。郑超逸代表中国总
领事馆与他联络，及时
通 知 他 日 军 已 2 月 2 8 日
在爪哇孔雀港登陆，巴
达维亚不宜久留，协助
安排陈嘉庚到中爪哇避
难。总领事蒋家栋由联
军派船送到澳洲。郑超
逸留下负责烧毁6卡车的
领事馆文件档案等善后
工作。多次为日本军方
问话，因郑超逸不是国
民党员，会讲流利的日
语，巧妙应对，幸免于
难。另一位副领事朱光
焯先生被捕入集中营。

1 9 4 9 年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成立后，国民政
府驻雅加达总领事关闭
后 ， 郑 超 逸 留 在 雅 加
达，转到其岳父吴伟康
创 办 的 侨 报 《 天 声 日
报》担任记者，同时还
与韩映波一起开办日语
补习班。其后从商。郑
超逸热爱祖国，在印度
尼西亚侨界中，与左右
两派人士均有交往。同
年任华中董事。

1 9 5 5 年 周 恩 来 总
理出席万隆会议，郑超
逸是欢迎周总理的侨界
代表团成员。1958年当
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校
友、左派侨领创办人之
一张国基准备返回北京

时，郑超逸带着大儿子
郑元璋参加侨居印度尼
西亚的湖南欢送活动。

1978年，到苏门答
腊岛的（Bengkulu）洽
谈生意时病逝。享年75
岁。郑超逸的女儿郑明
明在香港创办了蒙妮坦
美发美容学院，是香港
美容界的翘楚。

（ 资 料 来 源 郑 超
逸 女 儿 的 传 记 — — 柯
达 群 ： 《 郑 明 明 ： 追
梦 的 拓 荒 者 》 。 上 海
人民出版社，2012年。
并 根 据 郑 超 逸 的 儿 子
郑 元 琦 口 述 ， 厦 门 大
学 南 洋 研 究 院 硕 士 陈
非 儿 提 供 资 料 整 理 ）

        我的“巴中”情结
    巴中58届  吴士奇

巴中
   

特刊
享 誉 印 尼 和 中 国

的 著 名 学 府 印 尼 巴 城
中 学 ， 在 我 的 四 、 五
十年人生里，一直影响
和陪伴着我。2020年为
印尼巴城中学75周年华
诞，为此，忆及我的巴
城中学经历（以下简称
巴中）。1955年，那年
我18岁考进巴中的师范
班，从此开始了我在那
三年的学习生活，住在
新学校的集体宿舍内，
学费、书杂费、吃、住
等费用全免，每个月还
发50盾的零用钱。除学
习外，课余我积极参加
打 乒 乓 球 、 羽 毛 球 、
篮球、下象棋等体育活
动，以此强壮体魄和培
养爱好，也常与同学们
讨论功课、谈人生、理
想或天南地北地聊天，
或去快乐世界看一场电

影，就这样我愉快地度
过 了 对 我 人 生 影 响 深
远、幸福的校园生活。

我 回 国 后 到 福 州
市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物 理
系学习，当时也有巴中
校友郭光辉和邓光辉在
物理系学习，其他系也
有巴中学子，如数学系
的廖大亮，中文系的阮
衍章。毕业后不久就碰
上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
动，那时我在厦门市，
社会上比较乱，一切巴
中学子的联系都没有。

1 9 7 5 年 我 对 调 回
佛山市工作，过不了几
年我就遇上同届的巴中
校友赖伟华和张云美，
通过他们我参加了广州
巴中校友会，校友会有
很多巴中学子，我班班
长周恩钦是我要好的同
学，还有林梅英、林仁

秋、陈爱今、谢福元…
等10多位巴中58届的校
友，成为我见面最多的
校 友 ， 我 们 每 年 都 有
二、三次见面茶聚，聊
天聚旧畅谈。每年我们
巴中校友会还有两次的
聚餐联欢，有200-300人
参加，众多校友们可尽
情畅叙，其乐融融。更
为兴奋的是从2003年开
始 ， 每 5 年 举 办 一 次 的
巴中58届毕业周年大庆
聚会联欢，在印尼、北
京等地已连续举办了四
次，每次都有几百人参
与，盛况空前，校友间
谈往事叙友情，场面热
闹，气氛热烈。

参加了广州巴中校
友会后，我常年阅读广
州校友会办的《广州会
讯》，其他各地巴中校
友会的刊物也常阅看，

如印尼的《巴中文苑 》
，香港的《巴中会讯》
和《校园》书集，“巴
中在线”网站的信息和
文章；福州市的《福州
会讯》…等。从中我可
以了解到巴中校长、老
师 、 同 学 、 校 友 的 事
迹、故事、轶事以及讣
告和悼念文章等。也可
以知道印尼的政治、经
济、民生等情况，印尼
政府对当地华裔的政策
和待遇，也知道印尼、
香港及国内各地各届校
友毕业周年庆典聚会联
欢活动的报道及他们到
世界各地旅游联欢活动
的情况。从《会讯》中
也可阅读到巴中校友们
写的精彩纷呈的文章和
作品，我也喜欢写一些
文章诗词投稿于以上有
关会刊和书集。

近 年 来 手 机 微 信
的 兴 起 ， 更 是 一 日 千
里，只要你想和巴中校
友们聊天见面，天天都
可以。我加入了“巴中
学子群”和“巴中58届
群”，从这两个群里我
可以及时了解有关巴中
校友们的事和信息，不
用 过 几 天 或 几 个 月 才
知道，我也和印尼、香
港 、 北 京 、 福 州 、 厦
门 、 深 圳 、 湛 江 、 广
州、佛山等地20多位巴
中校友建立个人微信往
来，互通信息，也与各
地的几位巴中校友有书
信往来，保持联系。

这几十年来，“巴
中”情结无时无刻影响
和伴随着我，她给予我
无穷的精神力量，她将
陪伴我到永远…。

                                 20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