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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戊草（张茂
荣） 图：兰若（叶丽
萍）

COVID-19疫情
爆发前，我和妻每年
都会去一次新加坡看
看儿子、儿媳、孙子
和孙女一家，在那⾥
待数周或一个月，全
家老少聚首，其乐融
融。

新加坡和香港一
样是弹丸之地，它有
非 常 优 越 的 地 理 位
置，扼马六甲海峡的
咽喉，⾯向素有“努
山打拉”之称的印度
尼西亚。即位于澳洲
大陆和亚洲大陆之间
的群岛，那是我们曾
经⽣于斯、长于斯的
地方，⾄今常心系于
兹，但终究已离开60
多年，感觉既熟悉又
陌⽣，特别是多年反
华人思潮绵延不断，
难免既感亲切又感疏
离。

新加坡⼏乎可说
是处于亚洲、太平洋
地区的中心位置，它
背靠包括马来西亚、
中 南 半 岛 诸 国 和 中
国 、 印 度 等 亚 洲 大
陆，东西海路通向美
洲和欧洲，⾃古以来
是 东 西 航 运 必 经 之
地，也是中国移民下
南洋必经之地，和契
约华工（猪仔）的集

散地。上世纪40年代
前，从广东、福建沿
海 上 船 的 契 约 华 工
一批批地先来到新加
坡，再由新加坡转到
马来亚、锡兰、印度
洋岛屿，有的横渡太
平洋到达美洲。辛亥
⾰ 命 和 抗 日 战 争 时
期，新加坡是中国⾰
命者和民族主义者逃
亡南洋的集中地，因
此新加坡有不少有关
华 侨 华 人 历 史 的 遗
蹟，有一座具南洋色
彩的“华裔馆”。

厦门大学国际关
系 学 院 博 ⼠ ⽣ 叶 丽
萍，适在位于南洋理
工 大 学 内 的 “ 华 裔
馆”做半年的研究工
作，她主攻南洋华人
华侨的历史与文化，
特别是客家人的移民
史，还去过棉兰考察
客家人张氏兄弟张榕
轩、张耀轩等建设棉

兰的事蹟。她曾来香
港出席关於印尼华校
历史的研讨会，并去
过 闽 西 客 家 地 区 考
察，写出她的考察报
告。她知悉我去了新
加坡，打电话邀请作
为 老 印 尼 归 侨 的 我
到“华裔馆 ”参观。

丽萍领着我在华
裔馆和南洋理工大学
到处参观，且不说南
洋理工大学的故事，
只说在华裔馆行政主
任林文福博⼠的带领
下，我们有幸参观了
该馆珍藏的一批上世
纪上半叶南洋华校使
⽤的教科书，让我一
见之下好⽐突然见到
了久违的老朋友，十
分惊喜！

据林主任介绍，
这批南洋华校⽤的教
科书是一位名叫温戴
奎 的 老 师 ， 在 苏 哈
托 执 政 时 期 实 施 排

华政策，大量华文书
籍流失时收集到的。
他把这批课本⽤旧报
纸包好藏在床底下才
得以保存。温戴奎老
师是印尼华人，原籍
广东梅县丙村，1946
年负笈上海“暨南大
学”，1949年学业结

束南返印尼。在印尼
万 隆 华 文 “ 清 华 中
学”任教。1958年转
入万隆国立“巴渣渣
兰大学”任中、日文
讲师。1967年移民日
本，继续在日本担任
高校日、英、印尼文
教职。林主任说，该

    如遇故知——
上世纪南洋华校的启蒙教科书(一)

位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内的“华裔馆” “华裔馆” 正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