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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印尼侨
总代表应邀乘轮
船前往中国参
加庆祝国庆三周
年，并在各地观
光三个月，当
时，印尼华社领
导纷纷登报祝
贺，这是两份贺
词。

著名印华报人林琼光重视华教
——老一辈印华写作者介绍之三

林琼光先贤是20世
纪中期印华报界的著名
报人和中华侨总的中文
秘书，大半生为印华文
化教育作出积极贡献，
写下许多重要作品，可
惜晚年遭受时代挫折，
没有把著作整理成书，
确实是大时代造成的又
幸。

林先贤于1906年生
于广于蕉岭，在家乡读
完小学后，先后在梅县
广益中学和学艺中学读
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
学深造，时逢北伐政治
动荡，他不得不转学并
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
治系，但1931年9·18日
本发动侵华战争，南京
国民政府内忧外患，中
央大学政治系毕业生何
去何从成为个人的严峻
挑战，1935年，经过介
绍他前来印尼巴达维亚
（雅加达）担任《天声
日报》编辑；《天声日
报》从一创办就是国民
党在荷印地区的党报，
与 当 时 的 《 新 报 》 集
团或其他左倾报纸经常
针锋相对，因此，林琼
光工作不久，因政见分
歧，他辞职返回广州，
参加中山大学法学院院
长 錢 端 升 指 导 的 市 政
建设研究班工作，1936
年，该研究班停办，林
琼光坚持岗位，主持出
版 了 〈 市 政 建 设 之 研
究〉一书，在当时是一
本有创意的专业书籍。

1937年8月13日，抗
日战争在上海进行了一
场最壮烈惨酷的会战，
史 称 “ 八 一 三 淞 沪 会
战”，血战三个月，中
方15位将军殉国，三十
万囯军伤亡，日本侵略
军也遭受严重打击。林
琼光在广州亲见壮烈血
战，感受深重，他转往
梅县和香港，并担任雅
加达《新报》华文版的
特约撰稿人，书写一系
列抗战报导，得到各界
的好评，因此，应《新
报》方面邀请，1940年

他再来印尼，担任《新
报》华文版编辑，并为
《新报》撰写社论，在
日军侵占印尼前夕发挥
了积极抗日的作用。

1 9 4 2 年 3 月 ， 日 军
侵占印尼爪哇各地，大
事逮捕关闸5百多位华侨
华人领袖，林琼光是报
社新人，未列入逮捕名
单，他避居爪哇农村，
简朴生活，终避过3年半
的集中营刧运。日军投
降后，《新报》复刊，
林先贤担任华文版副总
编 辑 ， 负 责 印 尼 新 闻
版、兼译电讯和撰写社
论，他为华侨华人撰写
了许多精僻的分析和言
论。

1947年论述“明日的爪
哇华侨教育”

举一个例子，1947
年 5 月 ， 林 琼 光 应 新 华
学校庆祝四十一周年纪
念刊之请，写了一篇有
分量的文章“略谈明日
的爪哇侨教”。他论述
当时“爪哇有十七个州
和两个特区，由于侨教
没 有 一 个 最 高 的 指 导
机 关 ， 成 为 一 种 三 不
管 的 现 象 ： 当 地 政 府
不多管、祖国政府不能
管，而华侨社会则不晓
管，造成了华侨教育界
的散漫杂乱的现象。他
坦白而勇敢指出：“几
乎每一校都有董事部，
他们的职务本来只在筹
款，董事在事实上往往
干涉学校的用人行政课
程设施，而这些董亊在
商场上可有决胜千里之
材，但在教育上却是门
外汉，董事而不懂事而
好管亊，往往使学校弄
得一团糟。”林琼光指
出：“我所希望的明日
爪哇侨胞，便是应该改
善 这 些 现 象 ， 以 求 联
合、求统一和求进步为
目标。”，“求联合是
指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
而言的。求统一是指全
爪哇而言的，一个全岛
规模韵临时性或永久性

的统一机构是需要的。
求进步是指侨教内容而
言的。”在战后的重建
时代，林琼光确实有其
独特而务实的见解。

积极参加侨总工作
首批回囯观光成员

《新报》集团领导
人洪渊源和吳兆元都是
全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立场，也在推动支
持印尼尽快与新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扮演了重要
角色，因此，当中华侨
团总会（简称侨总）于
1952年4月27日正式宣告
成立后，作为《新报》
华文版编辑的林琼光也
全力参与工作和写社论
大力支持. 1952年九月，
中国政府正式邀请印尼
华侨归国观光团前往北
京参加第三届国庆和到
各地观光，抵达国门后
的一切交通食宿都由中
国 政 府 免 费 找 待 。 第
一批侨总选拔了64人，
其中雅加达8人、万隆2
人、泗水4人⋯，全印尼
各地都得到分配；被选
拔的都是德高望重的代
表，如司徒赞(团长）、
郭毓秀、麦爵煊、呂俊
诚等，林琼光和郑楚云
也荣幸入选，林琼光代
表《新报》、郑楚云代
表《生活报》进入观光
团。当时，全团都是乘
搭芝利华客船北归，在
海上航行七八天才到达
广州，然后乘火车扺达
北京，参加国庆后又前
往东北、华北、华南和
闽广家乡，为时三个月
才回来印尼老家。

林琼光和郑楚云在

行程中，几乎每一两天
都写特写报导寄回报社
发表，.得到广大读者阅
读和喜爱。三个多月后
乘船回到雅加达，又得
到各社团召开座谈会，
听取他们的观光报告；
司徒赞、郭毓秀和呂俊
城等都有大篇幅报告，
林琼光等也于1953年4月
在新生协会的晚会上报
告“祖国的进步”，林
琼光的报告是关于“新
中国的青年”情况。林
琼光比较了解放前与解
放后中国青年的进步发
展 。 他 指 出 ： “ . 解 . 放
后，青年恋爱结婚不再
受到宗法束缚了，国家
主动培育人才，青年不
致失学了，统一分配人
才，青年不致.失业了。
因此，青年们个个都兴
高采烈，努力工作，不
悲观、不颓废，也不会
再有醉生梦死的生活。
青年人变成了勇敢和忠
诚，对国家和人民的无
限勇敢和忠诚，由漠不
相关变成热情，由私人
打算变成囯家第一，由
眼光看小变为看大。总
之，青年表现了一切好
品质。⋯⋯，他的报告
获得热烈的掌声。

从 1 9 5 4 年 第 三 届
侨总工委会开始，林琼
光就当选为侨总中央工
作委员会，他与汪大钧
先生被选为中文秘书，
负责纪录、报告和有关
文件信息工作，可说是
一份繁重的工作。这中
文秘书工作一直负责到
1965年10月侨总被新秩
序政权封闭为止。可以
说，除为《新报》主持

编辑和写社论外，林琼
光为侨总的文书任务作
出了重要贡献。

《新报》中文版于
1960年被查禁，林琼光
失去了主要工作；1963
年，苏加诺总统为举办
新业力量运动会，最主
要 的 支 持 者 是 中 国 等
反 帝 反 殖 国 家 ， 因 此
总 统 下 令 允 许 中 文 报
出版发行，总统中文秘
书司徒眉生先取得〈首
都日报〉出版准字，司
徒眉生立刻邀请林琼光
担任总编辑，温德玄协
助，首先在雅加达出版
发行；较后，〈新报〉
集团也取得准字，以〈
忠诚报〉为报名出版发
行，较后梁披云先生也
取 得 出 版 〈 革 命 火 炬
报〉准字，形成雅加达
三份主要中文报，1965
年爆发美国中情局策划
的 “ 9 · 3 0 ” 事 变 ， 三
份中文报都被封闭，林
琼光先贤也失去了最后
的编报工作，被迫重新
回到家乡，1967年，他
搬到香港，出任〈经济
导报〉的编辑。林先贤
于1975年逝世，享寿69
岁。

林 琼 光 先 贤 大 半
生 在 印 尼 华 文 报 业 工
作，书写了许多评论和
特写，可惜没有编集出
版，他也为印尼侨总积
极奉献了十多年，为华
社活动写下历史篇章，
我们希望，如获得足够
资金，将来还可为他出
版一本文集。（完)

李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