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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曾祥鹏校长于1924

年 生 于 西 加 。 1 5 岁 回
中 国 升 学 ，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 1 6 岁 投 笔 从
戎 ， 在 中 国 参 加 抗 日
战 争 ， 后 考 入 西 南 联
大 读 大 学 。 1 9 4 8 年 在
清 华 大 学 毕 业 ； 当 年
（1948）山口洋建南华
中 学 ， 校 长 陈 醒 民 写
信叫他回来接班。

1949年起就担任南
中 校 长 ， 培 育 了 大 批
人 才 。 华 校 被 关 后 他
被迫回中国服务到80岁
还坚持文教工作2020年
12月26日在广州逝世,
享寿96岁。家属定于12
月30日举行哀掉仪式。
本 文 是 南 中 第 三 届 毕
业 生 杨 世 俊 写 的 回 忆
录。

我 是 南 华 中 学 第
三届毕业生。1949年入
学 时 ， 曾 祥 鹏 老 师 是
南 中 校 长 、 他 给 我 们
留下的印象,永远是那
么 亲 切 ， 那 么 深 刻 。
曾 校 长 走 过 的 人 生 道
路 蜿 蜒 曲 折 , 峙 岖 不

平 ； 在 困 难 险 阻 面 前
并不低头屈服,而是奋
起抗争,继续走自己认
定的道路。

曾 老 师 很 肯 照 顾
贫困生,这和他小时的
境遇有关,曾老师小学
毕业后,很想进刚创办
的南光中学读书,但因
家里穷,不敢向父亲开
口;曾到亲戚家当打杂
半 年 多 。 一 天 ， 坐 在
家 里 沉 思 的 小 孩 忽 然
听到他爹的叹息,然后
是: “明天带你去南光
中 学 ， 我 和 陈 醒 民 校
长 说 . . ” 到 了 学 校 ，
他 爹 鼓 起 勇 气 只 说 几
句 ， 陈 醒 民 校 长 就 爽
快 地 说 每 月 只 缴 学 费
五盾吧,曾老师每次缴
学费,都忍不住偷偷流
泪 。 曾 老 师 在 他 爹 逝
世后,准备辍学。陈校
长语重心长地说: “
你一定要读下去!你今
后不必交学费!你将来
一 定 要 考 上 清 华 、 北
大! ”此后,曾老师学习
更勤奋,这学期不仅保
持全班第一,还荣获新

增的“全校第一奖” ,
陈 醒 民 校 长 关 心 照 顾
究学生,对学生严格要
求,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 、 艰 苦 朴 素 、 坚 持
真理的教育,使曾老师
深受影响.

1940年底,曾校长
的 母 亲 向
亲 戚 借 了
一 笔 钱 送
子 回 国 。
太 平 洋 战
争 暴 发 , 只
有16岁的曾
校 长 投 笔
从 戎 , 参 加
入 缅 抗 日
的 中 国 远
征 军 第 五
军 , 军 衔 少
尉 , 在 缅 甸
战 场 上 , 负
责 东 线 的
英 军 却 节
节 败 退 ，
往 北 撤 ；
中 线 的 中
国 远 征 军
则 向 南 推
进 , 后 因 战

局 失 利 而 开 始 撤 退 。
因 退 路 被 日 军 切 断 ，
部队只好进入野人山,
辗转多日,时值而季,食
物奇缺,倒在高山密林
中的官兵,不计其数。
中 国 远 征 军 开 入 缅 甸
时总共十余万人,而掀

到印度时仅剩4万人。
第 五 军 华 侨 队 生 还 者
也 不 到 三 分 之 一 。 曾
校长说,当华侨队的两
位同学被日机炸伤时,
兵荒马乱,他主动放弃
跟 随 大 队 北 撤 , 自 愿
护 送 照 顾 受 伤 同 学 （

         南中曾祥鹏校长的光辉生平   上

本报社长与编辑部同仁深沉哀悼
西爪哇华裔总会主席张敬伟逝世

(本报讯)西爪哇华裔总会主席，也是华裔总会中央副
总主席张敬伟先生，于12月28日晚上21:12时因新冠
肺病逝世，享寿73岁，本报社长与编辑部同仁谨此致
以深沉哀悼，向张夫人与全体家属致以诚挚慰问，愿
逝者魂归极乐世界，子孙健康，事业兴旺。

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与同仁，全国各地分会
领导和親友都致以深诚哀悼。

张敬伟遗体已于29日上午火化，华裔总会西爪分部
决定30日上午举行简朴追悼仪式。

    尊敬的曾祥鹏校长今早在广州市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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