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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师恩同窗谊  (一)
——忆印尼振强中学50班往事 黄新聪

“我们今天桃李
芬芳，明天是社会的
栋梁……，同学们！
同 学 们 ！ 快 拿 出 力
量，担负起天下的兴
亡！”1950年6月的
一天晚上，我们全班
33人，在坐落于坤甸
繁华大街——大马路
的“远东餐厅”举行
毕业聚餐会，餐后同
学们激情万分，慷慨
激昂地唱起电影《桃
李劫》主题歌——《
毕业歌》，从此我们
各奔东西，有的回国
或 赴 雅 加 达 升 学 ，
有的走上社会，或经
商 或 找 一 份 工 作 谋
生。下面这帧刊于毕
业 特 刊 扉 页 的 “ 临
别小语”，是我们30
几人的拼图肖像“全
家福”，当年风华正
茂，意气风发。弹指
一挥间，一个甲子过
去 了 ， 昔 日 豆 蔻 年
华、风度翩翩的少男
少女，如今已是垂暮
老人。但，昔日振强
中学琅琅的读书声，
欢歌一堂的情景，依
然历历如在眼前。回

忆往昔，不胜感慨涕
零。

我们这一班人是
1949年1月随宋庆玉
老师从李开训先生当
校长的中华中学投奔
（新）中华中学的。
开学时，全班36人，
毕业时33人。

李开训先生早年
留学法国，他1938年
创 办 了 坤 甸 华 侨 中
学，任校长。日本投
降后，在坤甸华侨教
育委员会的统筹统办
下，华侨中学同振强
中学合并为“中华中
学”，校址仍在原华
侨中学旧址，李开训
先生出任校长。1948
年末，中华中学因校
长去留问题及其它意
见争执，李开训先生
宣布中华中学脱离华
侨教育委员会独立。
教育委员会在无可奈
何的情况下，遂借中
华公学第一小校（原
振 强 中 小 学 ） 的 校
舍，继续开办“中华
中学”，外间称 “新
中华中学”。当时，
从（老）中华中学过

来（新）中华中学的
教师有宋庆玉、叶宏
鉴 、 赖 锡 贤 、 杨 日
粦、黎介英、伍威亷
等；全校学生有初三
下的一个班（20人左
右），初二下的一个
班——即我们这一班
（有36人），还有初
一下的两个班，再加
上从各小学的毕业生
中招收一个初一上的
班，开学时约有学生
150人左右。

李开训先生是西
加 里 曼 丹 著 名 的 华
侨 教 育 家 ， 他 治 学
严 谨 ， 手 下 又 有 许
多 毕 业 于 中 国 各 名
牌大学的教师，当年

中华中学的教师队伍
之强，在西加里曼丹
是首屈一指的，教育
质量也是一流的。但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
华中学，到一个仓促
开办，教师队伍相对
薄弱的（新）中华中
学呢？当然其中原因
很多，但有一点是共
同的，那就是对李开
训先生推行“党化”
教育的不满。李开训
先生是国民党坤甸党
部的负责人，他1948
年到南京参加“国民
代表大会”，回来后
在学校建立了“三青
团”组织，压制和禁
锢学生的民主、自由

思想，禁止学生阅读
进步书报，甚至纵容
一些人去搜查学生的
书桌书包；他还在周
会上恫吓学生，不准
在学校内讨论政治，
讲反对“领袖”和“
国民政府”的言论，
否则将受到校纪的处
分。他的这些措施，
当然要受到一些具有
进步思想的教师和学
生的不满和抵制。因
此，当获悉中华公会
筹办（新）中华中学
时，我们兴奋不已，
并协助宋庆玉老师做
了大量的工作，如动
员同学转校到（新）
中华中学来，帮一些

作者
中华中学（新）
教职员工履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