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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聆 听 他 纵 论
国 内 外 大 事 及 当 前 形
势 ， 及 解 答 我 们 提 出
的 各 种 迷 惑 不 解 的 问
题 。 他 和 师 母 每 次 都
热 情 的 款 待 我 们 及 耐
心 详 细 的 解 答 ， 有 时
常常谈到晚上11时。每
一 次 会 面 及 座 谈 都 使
我 们 受 益 匪 浅 ， 也 是
我 们 最 喜 欢 的 一 个 活
动 。 正 是 在 他 的 影 响
鼓励和推动下，1947年
1月，我们组织了“激
流 读 书 会 ” ， 成 为 山
口 洋 以 至 西 婆 罗 洲 最
有 活 力 及 影 响 的 青 年
华 侨 社 团 之 一 。 实 际
上 ， 他 是 我 们 走 向 进
步 及 追 求 光 明 未 来 的
指路明灯。    

（ 四 ） 陈 醒 民 校
长 不 仅 全 身 心 致 力 于
发 展 华 侨 教 育 事 业 ，
而 且 还 是 山 口 洋 中 华
公 的 领 导 人 之 一 。 后
担 任 了 “ 中 华 公 会 主
席 ” ， 任 劳 任 怨 ， 致
力 于 整 个 山 口 洋 华
侨 社 团 及 华 侨 社 会 的
公 益 事 业 活 动 ， 受 到
广 大 华 侨 的 崇 敬 及 爱
戴 ， 给 山 口 洋 华 侨 社

会作出不少的贡献。
                         
为 了 减 轻 负

担 ， 1 9 5 0 年 ， 他 毅 然
将 妻 子 和 孩 子 们 送 回
中 国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定
居 ， 自 己 单 独 一 人 留
在山口洋市工作。1953
年 ， 他 被 选 为 “ 印 尼
华 侨 回 国 观 光 团 副 团
长 ” ， 到 北 京 参 加 观
礼 及 到 各 地 参 观 访
问 。 当 时 我 在 北 京 中
央 华 侨 事 务 委 员 会 国
外 司 工 作 。 我 们 极 为
高 兴 的 见 了 面 ， 重 叙
难 忘 师 生 情 谊 ， 并 在
中 侨 委 合 照 了 一 张 相
片 留 念 ， 这 成 为 我 终
生 最 珍 惜 的 一 张 相
片 。 参 观 后 他 顺 便 回
福 州 看 望 妻 子 和 儿
女 ， 当 时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任 教 的 老 友 挽 留 他
回 国 工 作 ， 安 排 在 中
文 系 当 教 授 ， 但 他 都
谢 绝 了 。 他 说 山 口 洋
太 多 贫 穷 子 女 读 不 上
学 校 ， 受 不 到 华 文 教
育 ， 他 必 须 留 在 山 口
洋 ， 继 续 传 播 中 华 文
化 。 但 他 心 中 又 感 到
对 家 庭 及 妻 子 儿 女 十
分 内 疚 ， 没 有 能 好 好

的 照 顾 他 们 。 他 就 是
带 着 这 种 矛 盾 但 又 神
圣 崇 高 的 使 命 感 重 返
山 口 洋 市 为 华 侨 教 育
事 业 献 出 了 他 一 生 的
精力。

                        
1948年后陈醒民校

长 全 身 心 致 力 于 山 口
洋 整 体 华 侨 社 会 的 公
益 文 教 事 业 ， 这 时 ，
他 过 去 培 养 教 育 的 华
侨 中 学 学 生 ， 战 前 回
中 国 大 学 深 造 后 ， 战
后 ， 陈 醒 民 校 长 先 后
和 他 们 联 系 ， 希 望
他 们 返 回 山 口 洋 共 同
为 华 侨 教 育 事 业 而 努
力。因此，1948年后，
他 的 学 生 曾 祥 鹏 、
谢 鹤 庭 、 廖 文 仲 、 郑
仲 骝 、 杨 炳 辉 等 在 国
内 清 华 大 学 、 北 京 大
学 、 西 南 联 大 等 毕 业
后，返回山

口 洋 南 华 中 学 任
教 ， 陈 醒 民 校 长 即 把
校 长 职 位 让 给 曾 祥 鹏
后 为 谢 鹤 庭 担 任 。 他
们 都 成 为 继 承 陈 醒 民
校 长 的 教 诲 ， 作 为 领
导 及 发 展 南 华 中 学 的
主 要 骨 干 力 量 。 陈 醒
民 老 校 长 仍 全 身 心 的
致 力 于 华 侨 社 团 及 教
育事业。

                       
20世纪60年代，印

尼 政 局 及 社 会 发 生 剧
烈变化，1965年9月，
苏 哈 托 发 动 政 变 ， 掌
权 后 ， 封 闭 所 有 社 团
和 学 校 ， 对 印 尼 共 产
党 及 进 步 人 士 残 酷 镇
压 ， 也 对 华 侨 华 人 进
步 力 量 进 行 打 压 及 迫
害 。 陈 醒 民 校 长 为 此
在 精 神 上 也 受 到 极 大
的 打 击 。 战 后 2 0 多 年
来 ， 他 任 劳 任 怨 ， 竭

尽 全 力 ， 甚 至 于 离 开
温 暖 的 家 庭 费 尽 心 血
促 进 和 发 展 山 口 洋 华
文 教 育 及 华 侨 社 团 的
社 会 事 业 ， 都 被 苏 哈
托 政 府 毁 于 一 旦 。 他
精 神 及 健 康 受 到 的 打
击 可 想 而 知 。 加 上 多
年 的 劳 累 ， 单 独 一 人
在 山 口 洋 孤 军 作 战 ，
家 中 生 活 无 人 照 料 ，
他 病 倒 了 。 高 血 压 及
心脏病把他拖垮，1966
年 底 ， 他 进 到 山 口 洋
医 院 治 疗 。 这 期 间 山
口 洋 一 带 被 苏 哈 托 反
动 军 政 权 迫 害 屠 杀 了
成 千 上 万 华 印 （ 尼 ）
人 士 的 种 族 暴 乱 。
他 住 院 期 间 ， 又 发 生
了 三 发 县 华 侨 社 团 众
多 理 事 被 印 尼 政 府 拘
留 集 中 和 载 往 坤 甸 监
管 事 件 等 等 。 陈 醒 民
校 长 对 华 侨 社 团 教 育
和 社 会 的 焦 虑 ， 病 情
更 加 恶 化 。 结 果 ， 于
1 9 6 9 年 辞 世 ， 享 年 6 6
岁 。 应 该 说 还 是 属 中
壮 年 时 期 ， 他 还 有 许
多 抱 负 工 作 及 理 想 等
待 他 做 。 然 而 ， 天 不

假 年 ， 当 地 的 政 治 及
社 会 环 境 及 生 活 的 折
磨 ， 终 于 夺 去 了 他 宝
贵 的 生 命 。 逝 世 后 ，
山 口 洋 一 些 社 会 贤
达 ， 同 事 及 师 生 们 将
他 安 葬 于 山 口 洋 市 “
公 司 山 坟 场 ” 。 坟 场
中 立 有 一 纪 念 碑 ， 刻
着 “ 陈 醒 民 先 生 之
墓 ” 。 碑 顶 刻 着 一 尊
十 字 架 ， 十 字 架 下 ，
刻 着 “ 1 9 0 3 - 1 9 6 9 ”
。 没 有 刻 上 立 碑 者 是
谁 ， 碑 下 的 方 格 空 白
着 ， 这 反 映 出 当 时 印
尼 政 局 及 反 动 势 力 的
高 压 下 ， 没 有 可 能 给
他立下墓志铭。

陈 醒 民 校 长 虽 已
魂 归 天 国 5 3 年 ， 但 他
毕 生 热 爱 祖 国 ， 始 终
不 渝 的 坚 定 服 务 于 华
侨 教 育 事 业 及 华 侨 社
会 的 团 结 爱 国 进 步 的
伟 大 崇 高 精 神 ， 将 永
远 活 在 山 口 洋 华 侨 华
人 及 众 多 师 生 们 的 心
中 ， 永 志 不 忘 ， 永 垂
不朽！

                                

 为侨教事业献出一生的陈醒民校长
——印尼杰出华校校长介绍之三（中）

1946年，山口洋中华公学全体教职员合影，前排
左四为陈醒民校长。

1937年，山口洋华侨中学教职员摄于校门口，前
排左四为陈醒民校长，前排右一为陈校长夫人江尧
珠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