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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华 著 名 评 论
家 意 如 香 和 夏 之 云 夫
妇 赞 扬 容 子 伉 俪 是 “
文 坛 双 骄 、 印 华 文
坛 不 倒 翁 ” ， 他 俩 评
述 彩 凤 特 别 到 位 ， 让
我 引 用 他 俩 的 评 赞 如
下 ： “ 散 文 家 彩 凤 是
印 尼 东 区 才 女 之 一 ，
其 细 腻 委 婉 的 文 笔 在
东 区 文 坛 早 有 口 皆
碑 。 文 学 是 一 条 漫 长
坎 坷 的 首 路 ， 容 子 与
彩 凤 这 一 对 文 坛 双
骄 ， 无 论 风 雨 ， 无 论
坎 坷 ， 没 有 怯 懦 ， 没
有 彷 徨 ， 用 血 肉 之 躯

抗 击 一 次 次 人 生 遭
遇 。 不 屈 的 灵 魂 ， 铺
展 不 屈 的 道 路 ， 坚 毅
的 脚 步 ， 踏 出 深 深 淺
浅 的 “ 脚 印 ” ， 向 心
中 系 念 的 前 方 走 去 、
走去一一⋯

               
“ 人 生 朝 露 ， 文

艺 千 秋 ， 散 文 家 彩 凤
曾 因 病 痛 暂 搁 文 笔 ，
但 她 没 有 泯 灭 文 学 良
知 ， 始 终 回 荡 着 “ 把
握 住 今 天 ” 的 执 着 ，
病 中 重 拾 自 己 心 中 的
诗 韵 和 旋 律 ， 在 静 静
的 夜 晚 ， 顶 着 顽 疾 缠

身 ， 以 忠 于 生 活 的 勇
气 ， 在 灯 下 一 声 声 、
一 句 句 ， 吐 露 成 心 迹
篇 篇 的 “ 灯 下 集 ”
。”

               
“ 彩 风 的 “ 灯

下 集 ” ， 是 她 描 绘 人
世 风 云 ， 抒 写 生 活 战
歌 ， 歌 颂 忠 贞 爱 情 、
以 及 温 馨 亲 情 ， 纯 洁
友 谊 的 人 生 画 面 。 弘
扬 真 善 美 ， 团 结 友
族 兄 弟 ， 构 筑 民 族 和
谐 的 社 会 。 彩 凤 就 是
以 如 此 平 凡 的 生 活 写
照 ， 在 文 艺 原 野 上 勤

奋 耕 耘 ， 垦 植 了 一 棵
棵 亮 丽 的 文 学 花 树 。
情 牵 华 夏 ， 不 忘 为 断
层 的 印 华 文 坛 添 砖 铺
路 ， 扶 植 新 一 代 的 文
学 幼 苗 ， 增 加 印 华 文
坛的写作新血。”

             
“ 一 片 冰 心 在 玉

壶 ” ， 在 短 暂 的 人 生
中 ， 容 子 与 彩 凤 ， 始
终 把 岁 月 之 火 ， 释 放
出 爱 的 光 辉 ， 为 前 行
中 的 人 们 奉 献 圣 洁 的
光 明 。 我 们 领 略 了 他
们 的 片 片 心 香 ， 感 恩
那 永 恒 的 文 学 温 馨 ，

捧 着 散 文 集 ， 道 声 珍
重 ， 愿 生 命 长 长 久
久 ， 友 谊 永 存 ， 印 华
文化财富永存。”

彩 凤 的 散 文 和 “
灯 下 集 ” 撰 写 的 生 活
哲 理 ， 是 印 华 文 坛 许
多 文 友 学 习 的 模 范 ，
希 望 这 本 散 文 集 不 仅
仅 是 对 她 的 纪 念 ， 也
是 印 华 新 老 文 友 认 真
学 习 的 良 好 范 本 ， 是
我 们 历 经 风 雨 沧 桑 大
时 代 的 宝 贵 文 化 财
富。    

 李卓辉
2022年3月8日

 印华教育和文学杰出的先辈
——《彩凤散文集》序（下）

2 0 世 纪 上 半 叶 ， 
以华侨教育家李春鸣为
代表的一群华侨知识分
子，在印尼雅加达创办
中华中学(简称华中)。
这所学校曾经享誉整个
东南亚，被誉为东南亚
华文教育的一颗璀璨明
珠 。

李 春 鸣 ， 生 于
1894年，名霆震，号村

民 ， 江 苏 南 通 西 亭 镇
人。1916年毕业于南京
国立高等师范。

1919年，经教育界
名人黄炎培推荐，李春
鸣由著名侨领陈嘉庚招
聘赴南洋协助开办华文
学校，之后又先后在马
来西亚、新加坡、苏门
答腊等地担任华侨学校
育训主任、教学主任、
校长等职。

东 南 亚 早 期 华 校
长 期 存 在 八 股 式 教 学
和 殖 民 化 教 育 的 体 制
弊病。1939年，李春鸣
因 不 满 华 校 “ 董 教 合
约”等不平等条款，联
合张国基等3名有志华
侨教育的教师，在印尼
雅加达独立创办华侨学
校——中华中学，李春

鸣亲任校长。

为了创办这所新型
华文学校，他们不畏艰
难，白手起家。有“书
法家”之称的李春鸣，
通过为当地商号题字来
募集办学经费，并组织
全校师生开展捐款和建
校劳动，同时依靠当地
华侨实业家的支持，在
雅加达终于办起华侨自
己的华文学校。经过不
断建设，华中发展成为
集中学、师范、幼儿园
为一体，各类教育设施
完善的华侨学校，鼎盛
时期在校生人数达5000
之多，被当年来校视察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
为东南亚最具规模的华
侨中学。

在 学 校 教 育 实 施
中 ， 李 春 鸣 完 全 摒 弃

当 地 华 校 传 统 守 旧 的
教 育 方 式 ， 制 定 “ 品
德为修、科学是攻”的
教育方针，确立“公俭
勤朴”为华中校训，亲
自撰写校歌，营造校园
文化，坚持学生德智体
全面发展，开创了东南
亚华侨进步教育事业先
河。

在李春鸣任校长的
27年间，华中为当地和
东南亚社会培养数万华
侨子弟，很多学子成长
为实业家、银行家和学
者型人才。在中华文化
的浓烈熏陶下，一代代
华中学子日后成为强大
的爱国力量。新中国诞
生后，有数千华中学生
告别父母，回到祖(籍)
国怀抱，参加新中国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 骨 干 ， 在 文 化 、 科
技、医学等领域作出贡
献。

1954年，李春鸣率
领印尼华侨观光代表团
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受
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周总理对其一生清贫，
致力于华侨进步教育事
业的爱国、开拓之举给
予高度赞扬。1955年，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参加
印 尼 “ 万 隆 会 议 ” 期
间，周总理在中国使馆
再次设宴款待李春鸣及
其华中学生代表，赞扬
华 中 学 生 们 的 爱 国 热
情。多年之后，华中虽
然不复存在，但李春鸣
开创的华侨进步教育事
业，在东南亚华文教育
史上留下深远影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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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鸣
——开拓东南亚华侨进步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