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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未来的冲
击》等科技书籍，以
及《简爱》、《傲慢
与偏见》等世界文学
名著都翻译成印尼文
在印尼出版，受到广
大读者的欢迎。

1965年“9·30事
件”之后，印尼苏哈
托统治下完全禁止中
文使他痛心疾首。他
安排失业困顿的老师
和校友到他的公司工
作，他默默地为“地
下”补习班提供简易
的手抄中文课本。他
在积蓄力量，劈划未
来。

1998年，印尼终
于迎来了民主改革的
春风，长达32年的华
文禁锢政策终于结束
了，印尼呈现出了一
片学习华文的浪潮，
华文报刊、华文补习
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
现。

2011年兆骥学兄
在泗水开办了联通书

局。随即在棉兰、雅
加达各开办一家。如
今的联通书局已由单
纯的书店发展成出版
社兼营书店，当时联
通 出 版 的 《 千 岛 娃
娃学华语》等汉语教
材已占到印尼市场的
50%。此外，联通书
局还将中国名著如《
三国演义》、《西游
记》等翻译成印尼文
出版，向印尼主流社
会传播，销量和反应
都很好。虽然书店的
经营一直亏损，但为
了传承中华文化他坚
持至今。2016年他以
83岁的高龄再编辑出
版符合印尼国情的印
尼华文教科书《印尼
小学华文》，为在全
印尼推动汉语学习再
立新功。

2013年杨兆骥获
得中国国家级“图书
出版特殊贡献奖”，
由副总理刘延东在人
民大会堂颁奖。兆骥

学兄数十年如一日，
践行他锲而不舍推动
中华文化的志向。他
的获奖是实至名归，
受之无愧。

支持编辑出版《
印尼〈生活报〉纪念
丛书》及香港生活文
化基金会的创立

2010年秋季，我
和胞兄千仞，邀请了
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
及南通华侨博物馆徐
筑研究员，赴北京国
家图书馆，获得国图
领导与工作人员的热
情支持和积极配合，
确悉国图珍藏了完整
一套《生活报》，即
原《生活报》董事长
黄周规先生的家属赠
予国图的。经过探路
摸底，我们认为将馆
藏《生活报》上的各
种材料整理出来，变
作海内外研究者方便
使用的活材料大有可
为，酝酿出版《印尼

〈 生 活 报 〉 纪 念 丛
书》的计划，我们联
络了原《生活报》还
健在的成员及成员的
后人共15人：千仞（
梁凤翔）、书杰同、
王 依 夏 、 阮 衍 章 、
汪 琼 南 、 杨 西 北 、
邹建云、郑彬彬、郑
椰影、胡南、徐筑、
翁乃群、梁俊祥、梁
绿涓、蓝素兰，成立
了编辑委员会。我们
专程到印尼雅加达，
拜访了留在印尼的原
《生活报》同仁邹雄
章、温国炜、徐安良
以 及 李 卓 辉 和 杨 兆
骥。兆骥学兄热情地
与我们回顾了《生活
报》的光辉历程，并
且慷慨解囊支持我们
这项工作。

2 0 1 3 年 9 月 《 印
尼 〈 生 活 报 〉 纪 念
丛书》完成了15种19
册的出版。同年10月
23、24两日，在厦门
与厦大南洋研究院联

合 举 办 了 “ 《 生 活
报》创办68周年暨《
印尼〈生活报〉纪念
丛书》首发研讨会”
，来自中国大陆和香
港、印尼、新加坡、
澳 洲 、 美 国 等 地 的
140多位专家学者、
《生活报》同仁后代
以及新闻界人士参加
了研讨会。年届80的
兆骥学兄专程到厦门
参加了研讨会。

当时，中文书籍
进 口 到 雅 加 达 渠 道
并不畅通，200套近
4,000本的丛书如何运
到《生活报》原来的
出生地——雅加达，
因联通书店有进口中
文书籍的通道，我们
求助于兆骥学兄，他
免费帮我们解决了这
难题。

厦门大学研讨会
后，兆骥学兄和我们
讲述了他和陈燕生在
严酷恶劣的环境中成
立雅加达翡翠文化基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丛中笑

——深切悼念杨兆骥学兄 香港 梁俊祥 (中)

2013年在厦门大学研讨会上，兆骥学
兄（左2）与蔡仁龙（左1）、廖建裕

（左3）、沈慧争（右1）合影
2014年4月27日，在雅加达举行了

小型的《印尼〈生活报〉纪念从书》的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