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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7日，
苏 加 诺 总 统 在 雅 加 达
宣 布 印 尼 独 立 ， 华 校
恢 复 ， 父 亲 才 离 开 深
山 回 到 他 为 之 奋 斗 的
华文教育事业。

1 9 4 9 年 新 中 国 成
立 ， 得 到 这 个 消 息 ，
父 亲 立 刻 联 合 邦 加 岛
8 港 华 侨 团 体 ， 并 亲
自 起 草 电 文 ， 通 电 北
京 ， 支 持 、 拥 护 新 中
国 成 立 并 接 受 中 国 共
产党的领导。

电 文 长 达 两 个
页 半 ， 从 此 鲜 艳 的 五
星 红 旗 在 中 华 会 馆 高
高 飘 扬 。 当 地 华 人 ，
华 侨 无 不 欢 欣 鼓 舞 ，
手 舞 足 蹈 并 相 互 传
知 。 尤 其 是 我 们 居 住
的泥屎卜（Kampung 
B i n t a n g ) ， 华 侨 、 华
人 更 是 敲 锣 打 鼓 到 深
夜。

众 所 周 知 ， 邦 加
梹 港 百 年 前 ， 荷 兰 殖
民 者 从 祖 国 沿 海 一 带
如 广 东 、 福 建 等 地 运
送 多 少 青 壮 年 到 梹 港
锡矿场当劳工(猪仔）
。 泥 屎 卜 是 废 弃 的 矿
产 发 展 起 来 的 一 个
村 子 ， 村 里 居 住 着 华

侨 、 华 人 几 乎 都 是 有
矿 工 血 统 的 后 代 。 他
们 都 心 怀 祖 国 ， 都 希
望祖国繁荣昌盛。

1 9 5 4 年 1 0 十 月 2 0
日 ， 邦 加 华 侨 团 体 总
机 构 筹 备 委 员 会 成
立 ， 宗 旨 之 一 “ 在 五
星 红 旗 下 团 结 华 侨 ，
解 决 困 难 事 件 及 共 同
有 益 事 业 。 ” 还 重
申 “ 促 进 和 巩 固 中 印
人 民 的 友 好 ” 。 当 时
选 出 筹 委 会 五 人 ： 黄
书 典 （ 商 人 ， 热 爱 华
侨 教 育 事 业 ） 、 黄 禄
厚 、 杨 宏 祥 、 李 纸
刚、廖德创。

父 親 当 时 考 虑
自 己 能 力 有 限 及 本 职
工 作 较 多 ， 没 有 接 受
筹 委 会 的 决 定 和 挽
留 。 黄 书 典 也 因 商 务
较 忙 ， 谢 绝 挽 留 ， 补
选 谢 贤 德 和 龙 运 材 参
事 。 尽 管 这 样 ， 两 黄
还 是 积 极 支 持 筹 委 会
的工作。

由 于 华 侨 总 会
全 体 同 志 不 辞 辛 苦 ，
努 力 工 作 ， 工 作 出
色 ， 当 地 华 侨 、 华 人
都 心 向 祖 国 ， 纷 纷 把
子 女 都 送 至 华 侨 学 校

学 习 ， 一 时 间 国 民 党
开 办 的 学 校 （ 国 民 学
校 ） 学 生 纷 纷 转 学 ，
我班就有2位他们的父
亲 是 解 放 前 逃 亡 到 印
尼的高官。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在
梹 港 的 一 个 亲 国 民 党
组 织 — — 广 肇 会 馆 也
停顿乃至消失了。

随 着 形 势 的 发
展 、 祖 国 面 貌 日 新 月
异 ， 邦 加 华 侨 更 热
爱 新 中 国 。 很 自 然
的 ， “ 五 星 红 旗 ” “
义 勇 军 进 行 曲 ” 等 歌
声响彻所有华校。

记 得 由 杨 宏 祥 老
师 手 绘 的 高 2 米 左 右
的 巨 幅 敬 爱 的 毛 主 席
画 像 ， 悬 挂 在 中 华 会
馆 中 央 ， 这 也 是 我 第
一 次 见 到 让 全 国 人 民
敬 爱 的 慈 祥 的 伟 大 领
袖。

1945年印尼独立直
到1960年，应该说是中
印 关 系 最 好 的 时 期 。
每 逢 印 尼 国 庆 、 祖 国
国 庆 ， 各 进 步 团 体 、
机 关 、 学 校 甚 至 街 道
都 会 升 起 红 白 旗 及 五
星 红 旗 ， 那 场 面 甚 为
壮观。

这 段 时 间 ， 特 别
1955年周总理参加万隆
会 议 以 后 ， 中 国 名 望
大 升 ， 许 多 进 步 团 体
像 雨 后 春 笋 般 纷 纷 成
立 ， 如 进 行 进 步 教 育
的 义 务 夜 校 ， 工 人 、
农 民 、 市 民 都 乐 于
接 受 教 育 ， 这 段 时 间
梹 中 许 多 学 生 中 学 毕
业 后 回 国 继 续 升 造 ，
为 中 国 的 建 设 贡 献 力
量。

1960年印尼排华，
为 了 做 好 遣 返 工 作 ，
父 亲 被 推 选 为 遣 侨 委
员 会 主 席 ， 为 了 广 大
华 侨 的 切 身 利 益 与 安
全 ， 父 亲 除 了 要 完 成
自 己 梹 小 校 长 等 本 职
工 作 外 ， 不 分 昼 夜 地
完 成 祖 国 交 给 他 的 光
荣使命。

为 了 安 排 好 华
侨 的 归 国 事 宜 ， 他 经
常 深 入 基 层 、 街 道 、
工 厂 探 望 ， 努 力 资
助 有 困 难 的 家 庭 ， 病
倒 了 ， 还 咬 牙 坚 持 工
作。

1 9 6 2 年 排 华 浪 潮
渐 缓 ， 党 和 政 府 提 出
了 “ 多 留 少 走 ， 不 走
更 好 ” 的 政 策 。 这 时

很 多 等 待 多 时 ， 尤 其
已 办 好 手 续 ， 且 已 变
卖 了 家 产 、 辞 去 了 工
作 的 爱 国 华 侨 ， 思 想
不 通 ， 怨 气 甚 大 ， 这
对 父 亲 的 思 想 工 作 增
加 了 多 大 的 压 力 可 想
而知。

为 了 不 辜 负 党 和
国 家 的 期 望 ， 父 亲 首
先 放 弃 了 全 家 回 国 的
念 头 ， 和 邦 加 侨 团 总
会 的 同 仁 一 道 ， 选 派
在 群 众 中 有 一 定 威 望
的 干 将 组 成 了 许 多 小
组 ， 深 入 到 基 层 、 机
关 、 学 校 、 民 间 ， 宣
传 祖 国 的 正 确 政 策 ，
通 过 多 少 日 日 夜 夜 的
细 心 教 育 工 作 ， 努 力
解 决 他 们 的 困 难 ， 事
态才逐渐平息。

父 亲 平 易 近 人 ，
也 乐 于 助 人 ， 还 严 以
律 己 ， 在 当 地 享 有 声
誉 。 他 对 自 己 能 为 祖
国 、 为 社 会 主 义 培 养
出 许 多 优 秀 人 才 而 自
豪。

他 的 学 生 遍 布 世
界 各 地 及 祖 国 各 地 ，
他 的 学 生 也 非 常 敬 重
他，经常给他通信。

他 早 年 资 助 过 的
两 位 学 生 ， 更 是 不 忘
恩 情 ， 从 他 们 离 校 直
到 父 亲 病 重 ， 还 有 书
信 往 来 ， 也 和 我 有 联
系。

一 个 是 潘 玉 良
老 师 ， 父 亲 每 次 抄 录
的 诗 词 寄 给 我 时 ， 还
复 写 俩 份 ， 一 份 寄 给
我 妹 妹 ， 一 份 寄 给 潘
老 师 ， 潘 老 师 异 常 珍
惜。

改 革 开 放 后 他 曾
试 图 整 理 出 版 ， 但 由
于 当 时 手 续 繁 杂 ， 也
就被搁置下来了。

读暨大考军校未果返印尼 赤胆红心爱国一生 
— —邦加爱国教师黄禄厚的传奇经历(中)

梹港中华小学校长黄禄厚颁发的小
学毕业证书。（鸣谢雅加达资深读

者李锡富提供）

上世纪50年代的回国潮，邦加槟港
中华小学师生欢送教师回国深造合

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