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                                                                                                                                                                                                              14

人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政
权的专制独裁和贪污腐
败本质，而寄希望于中
国共产党。这一思想转
变在青年学生中表现得
最为迅速和明显。同学
们对那些继续拥护支持
旧政权的教师、董事和
社团领导人日益感到不
满。各华校都相继发生
学生反对右派教师和董
事的行动。同时，在当
时的华文报刊上，每天
都可以看到两派激烈辩
论的文章。

到 1 9 5 0 年 ， 在 雅
加 达 几 乎 所 有 华 侨 社
团领导机构的选举中，
都出现了左右两派成员
激烈争斗的场面。他们
从相互谩骂发展到肢体
冲突。在选举结束后，
失利一方由于不愿接受
选举结果，甚至动手从
对方手中抢夺社团的公
章。在争抢公章的打斗
中，自然是以华校学生
及华侨青年为主力。

华侨政治立场的分
化和两派争斗现象当然
不限于雅加达，而是遍
及印度尼西亚几乎所有
城市的华社。在梭罗，
我 父 亲 和 他 领 导 的 广
肇会馆原来是倾向于右
派阵营的，我不知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
思想有了转变，也开始
在《生活报》上发表自
己的诗作。1950年印度
尼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后，他带头升起
了五星红旗，因此被当
地一些国民党人指责为
被“赤化”分子。

1 9 5 1 年 后 ， 华 侨
社会两派的阵营逐渐分
明。不同立场和观点的
教师、董事逐渐分别集
中到不同的学校和社团
中。两派争夺学校和社
团领导权的公开争斗才
逐渐平息，“抢公章事
件”也没有再发生。当

然，两派的争斗不可避
免使华社长期陷于分化
对立。

直 到 多 年 之 后 ，
原 来 的 中 国 侨 民 已 经
陆续转变为印度尼西亚
的华裔公民，现实生活
终于抚平了他们的对立
情绪。时过境迁，大家
都已逐渐认识到，毕竟
血浓于水，那些曾经持
不同政治观点的同胞也
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昔日相互对立的斗士如
今已成为商业合作的伙
伴。大家共同关心的是
如何维护印度尼西亚华
裔公民的合法权益，如
何与当地各族人民友好
合作，建设新的家园，
如何为促进印度尼西亚
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和互
利共赢而发挥积极的作
用。这是符合时代发展
而值得庆幸的进步。

五年教学
1 9 4 9 年 我 在 巴 中

升到高三时，共有两班
学生，甲班为理科班，
乙班为文科班。学校根
据各科成绩，将我分在
甲班。我当时最喜欢的
科目是物理学，物理学
考试成绩一直属于班上
前几名，这与物理课韦
同芳老师的教导有密切
关系，因此我希望回国
升学时报考物理系。然
而，到1950年高中毕业
前，我被告知要我留校
任教，“暂时”不能回
国。我看到班上很多同
学都回国升学，对自己
未能实现回国梦自然感
到失望和沮丧。然而在
那个“一切服从革命需
要”的年代，我和黄天
美二人只好留下当了老
师。黄天美被分配教数
理课程，让我担任文史
教师，目的是便于向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这样的“分配”结果也

决定了我日后的专业方
向。

此 后 ， 巴 中 每 届
毕业生都有几位要留校
执教，或到其他华校任
职 。 既 然 要 我 们 “ 暂
时”留下，我们二人每
年都提出回国升学的请
求 ， 但 每 年 都 没 有 成
功 ， 回 答 总 是 “ 现 在
工 作 需 要 ， 明 年 再 说
吧。”这样年复一年，
我们二人一直在巴中合
作共事，艰苦备尝，到
1955年才得以实现向往
已久的大学梦。

然 而 ， 如 今 回 想
往事，感到这五年的生
活还是很有意义，很有
收获的。我从教初中一
年级的语文和中国近代
史开始，直到教高中三
年级的世界史。从坚持
严谨的学风到灵活的教
学方法，我通过自己的
教学工作才深深感到从
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我
教过的许多同学后来回
到祖国升学，在各个专
业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也有一些同学到欧
美各国深造，成为优秀
的学术人才。不论是后
来移居到港澳地区，还
是留在印度尼西亚的巴
中校友，都以实际行动
证明他们没有忘记母校
的教育。我从内心感谢
老师们多年的教诲。

为了引导学生开展
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

学校成立了学生活动辅
导小组，黄天美和我都
是辅导小组成员。我们
组织学生开展的主要活
动有：

一 、 将 各 班 学 生
分编为若干课业复习小
组，每天课后以互帮互
学方式复习上课内容和
做好作业。这样，既可
以巩固课堂学习成果，
又可以帮助学习有困难
的同学赶上学习进度，
培 养 集 体 主 义 互 助 精
神。

二 、 每 学 期 以 班
为 单 位 ， 组 织 老 师 和
同 学 到 茂 物 、 芝 博 达
斯 （Cibodas） 等旅
游山区开展联欢活动，
以 增 强 师 生 团 结 友 爱
的感情。我们乘坐的交
通工具是学生家长无偿
借用的卡车，包括司机
在内。大家围坐在卡车
上，当路过茂物时买个
面包就是我们的午餐。
尽管这样的旅游比较辛
苦 ， 大 家 依 然 兴 高 采
烈，一路颠簸，一路高
歌。此情此景，至今难
忘。

三，1952年10月
19日，我们组织学生在
校内举行了盛大的纪念
鲁迅文艺晚会。首先由
我介绍鲁迅先生战斗的
一生及鲁迅精神，然后
是鲁迅作品朗诵、小品
表演和歌咏等。所有表
演节目、舞台美术等工
作都是同学们自己完成
的。欧阳琼琛同学精心
设计的舞台背景得到了
大家的高度赞扬。部分
青年教师也参加了这项
活动。

四、成立巴中学生
篮球队、乒乓球队、羽
毛球队，开展班级间及
校际友谊比赛。还成立
了巴中学生合唱团，利
用课后时间活动。其中
以篮球队和乒乓球队最

为活跃。
五、组织学生观看

中国革命电影，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由于当时
在雅加达获准公开放映
的中国影片很少，中国
驻雅加达总领事馆曾多
次免费在馆内放映中国
最新的革命电影，由我
们组织师生分批观看。
我记得在领事馆内看过
的影片有《白毛女》《
暴风骤雨》，以及一些
新闻纪录片等。

我 们 动 员 和 组 织
学生参加的规模最大的
社会活动，是每年由雅
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举办
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庆节的盛典。主要的
庆祝活动是大型体育运
动会。中华侨团总会所
属的所有华侨爱国团体
都积极参加庆祝大会。
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庆祝
活动的主力是巴中、华
中、新华、八华等学校
的师生。体育运动会的
开 幕 式 ， 首 先 是 由 各
校几千名学生表演的团
体操。参加各种竞赛的
运动员也是各校学生。
庆祝大会均由中华侨团
总会主席洪渊源先生主
持，我担任司仪。除了
白 天 的 大 型 运 动 会 以
外，晚上还在雅加达市
音乐厅举办文艺晚会。
一般要连续举办三晚。
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主
要为巴中、华中等华校
的师生。

1950年起，巴中毕
业生留校任教人数逐年
增多。在学生眼中，留
校的青年教师原来就是
高班同学，师生年龄相
近，相处比较融洽，因
此教学效果比较好。青
年教师在课后常常参加
同学的文艺体育活动，
成为学校开展文艺体育
活动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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