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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住在一个十多
平方米的房间,吃饭是统
一开伙,每到开饭时摇铃,
集体用餐,好不热闹。大
家都相处得很融洽。当
时女儿在上初小, 朱志辉
对子女要求很严,除了完
成课外作业,他们每天还
要练毛笔字、记日记。

            
1946 年,徐剑冬老师

又生下儿子。几个月后,
她接受了在先达的王任
叔、张谷和等进步人士
的邀请,担任先达华侨中
学校长。她把儿子留在
棉兰,离开朱先生,带着女
儿去了先达。到先达后,
徐老师在郑子经、陈思
刚、李国海等老师的协
助下,天天忙于学校的行
政事务,根本无暇照顾女
儿。她们母女住在校内
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
房 内 , 无 法 也 没 空 做 饭 ,
每顿饭都是由女儿放学
后,去街上买回来。当时,
印尼仍未完全独立;荷兰
殖民主义者发动「警卫
行动」;反动势力也很嚣
张。由于当地反动势力
的诬告和陷害,1947 年 7 
月,徐剑冬和几位华侨总
会及学校的负责人张谷
和、郑子经、陈丽水、
李国海等突然被政府当
局逮捕。徐老师带着女
儿和他们一起被赶上大
卡车,从先达押到棉兰。
当时九岁的女儿跟母亲
一 起 被 关 进 了 棉 兰 监
狱。在朱志辉和进步人
士据理力争和交涉下,几
天后,终被无罪释放。从
此,父亲决定把女儿留在
棉兰上学,徐老师自己回
先达。不过,学校不久就
被反动派接管,于是她又
回到了棉兰。后来,苏门
答腊南部的巨港华侨教
育委员会主席沈清辉、
副主席陈百川来函聘请
母亲担任巨港华侨学校
校 长 , 于 是 , 徐 老 师 又 离
家独自一人去了巨港任
教。

           
1950年6月,徐老师

回到棉兰,应聘为棉兰华
侨中教师。从此,她在棉

中连续任教15年。这是
她到南洋后在同一学校
连续任教时间最长的一
次,也是她和朱志辉结婚
以来第一次两人同在一
个单位工作,而且是在朱
志辉的领导之下。朱校
长 天 天 上 午 到 校 , 而 徐
老师则担任下午班的课,
他俩还是各忙各的。在
棉中,徐老师主要担任初
中班的班主任,并教授语
文和历史。她在教学上
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为
人慈祥和蔼、平易近人,
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尊
重。她还很关心同学们
的课外活动,曾担任华中
女子篮球队的领队。自 
25 岁出国任教以来,徐老
师培育了一大批有为的
华侨学生,真是「桃李满
天下」!她和朱志辉在海
外几十年,一直为华侨的
教育事业操劳。朱志辉
任华中校长后,工作繁忙,
很少顾家;而徐老师在华
中任教,一面教书,一面还
要持家。她对朱先生从
生活起居到衣服穿着,都
细心照料,是好伴侣和贤
内助。家境虽不富裕,但
是由于她勤俭持家,日子
却过很舒适愉快。她一
向穿着朴素。1963年徐
剑冬回国观光时,已先回
国的子女们一起到火车
站接她。她对子女要求
很严格,教育他们从小就
要自立。小女儿 15 岁上
高中时,她就让女儿利用
下午课余时间到书店去
做工,自己攒钱准备路费
回国读书。在众多子女
中,徐老师对小女儿疼爱
有加,因为在一起生活的
时 间 最 长 , 而 且 , 在 童 年
时期,小女儿同母亲一起
度过清贫的生活,还一起
坐过牢,受过苦。1955年
小女儿回国前,徐老师为
准备行装,日夜忙碌。她
怕女儿回国后冬天受冻,
还亲手给织了一条毛围
巾。看到她白天忙于教
学,晚上还要在灯下一针
一针地织围巾,使女儿对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 , … … 谁 言 寸 草 心 , 报
得三春晖。」这首诗有

了更真切的感受。女儿
回国那天,徐老师到勿拉
湾码头送行。依依惜别
之际,她千叮咛、万嘱咐,
久久不肯离去。轮船起
锚时,她竟然把戴在自己
手上多年的金戒指脱下,
绑在手绢上,让身边的男
同学用力扔上船给女儿,
女儿的眼泪不禁夺眶而
出……母亲是让她带走
她的一片爱心啊!

        
1965年,印尼「9,30

」事件发生后,棉兰的华
侨学校、报馆、社团等
先后被查封,反华事件不
断发生,华侨社会动荡不
安,父母亲也处在危难之
中。为了防备意外,经中
国驻印尼使馆的精心安
排,朱志辉不久就离开棉
兰,回到了祖国。随后,徐
老师和最小的女儿也被
安排送回国。当时,两位
女儿都在济南山东医学
院附属医院工作,国家根
据徐老师想和子女团聚
的愿望,让他们落户于泉
城济南。

            
回国后,徐剑冬仍精

力充沛、积极地参加妇
女工作和社会工作。70
年 代 中 期 , 她 先 后 被 选
为济南市历下区第五次
和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
代 表 、 历 下 区 人 民 代
表,并于1978 年 5 月当选
为济南市第八届人民代
表。1985 年,朱志辉夫妇
到深圳住了4年。其间,
他们见到了许多学生和
故旧。1987年在香港的
华中校友们还专程到深
圳为朱志辉举行了一次
盛大寿筵,让在华中任教
多年的朱校长夫妇心中
感到无比的欣慰。

1991年1月24日清晨,
徐剑冬因心脏病突发,病
逝于济南。她将她的一
生都献给了海外华侨教
育事业。她纯朴善良的
高贵品格以及为教育事
业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
着年青的一代。（本文
根据朱志辉校长与徐剑
冬女士的女儿朱长君改
写）

为坚持宏扬中华文化、支持印华文学持续发
展，本报最近将出版数本文学书籍，其中有已故著名
作家沙里洪文集(巳编辑第一集和第二集，尚有三、
四、五或六集）、原西加山口洋文友夏明文集（新著
书名《深情怀念印尼山口洋》）、计划还将搜集编辑
其他文友如已故棉兰资深学者廖章然、著名音乐家管
天来等先贤的文集，也欢迎读者提供更多文友信息。
为此，我们吁请读者乐意捐献，支持我们的出版工
作。捐献可以是五万盾、十万盾或更多，对捐献者我
们将回赠已出版的书籍或将出版的新书，欢迎来信说
明，我们将尽力回报。捐献越多，我们回报的书籍（
过去出版或新书）也越多元化。

我们接受捐献的銀行户口为：
銀行：BCA。 AC:227–010–7209
姓名：Bambang Suryono
捐献者请通过微信或Wasap告知姓名、
地址、HP号和要求各样书名。

       以下热心乐捐的广大文友与热心人士: 
       1.无名氏—Rp.10.000.000; 
       2.吴开森—Rp.2.500.000; 
       3.王芳—Rp.2.000.000; 
       4.黄碧珍—Rp.1.000.000;
       5.加拿大李振宇—Rp.5.000.000;  
       6.渔夫(加里汶)一Rp.1.000,000;
       7.李金笔(当格朗)一Rp.1.000.000;
       8.王伟豪一Rp.2.000.000;
       9.王秀梅女士一Rp.5.000.000;
       10.寒川(新加坡)一Rp.2,000.000;
       11.叶冬珍文友—Rp1.000.000;
       12.Sukabumi颜丽鸾文友一Rp1.000.000;
       13.西加陈慧珍老师—Rp3.000.000;
       14.巴淡杨源秋文友一Rp400,000;
       15.王悦山先生一Rp2.000.000； 
       16.金梅子文友一Rp.500.000; 
       17.马咏南女士一Rp.2.000.000;
       18.林国珍文友一Rp.500.000; 
       19.陈素华文友一Rp.500.000; 
       20.呂世典总裁一Rp.20juta(二千万盾);
       21.泗水陈淑莲女士(开明校友)—
Rp3.000.000；
       22.香港黄木通一Rp.500.000; 
       23.燕飞翔文友一Rp.3.000.000; 
       24.龙天虹文友一Rp.500.000;
       25.容子前辈—Rp5.000.000；
       26.张颖文友一RP500.000;
       27.王先生一Rp2.000.000;
       28.林惠卿文友—Rp3.000.000； 
       29.童行早文友—Rp1.000.000.

我们诚挚感谢各界各地读者全力支持，祝福读
者和师友吉祥安康、幸福快乐。(完)

 
本报持续出版文友书籍
吁请读者支持出版基金

曾担任先达、巨港华侨中学校长与棉中领导
——一生奉献教育的徐剑冬女士（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