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6月25日（星期六）                                                                                                                                                                                                    15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
想的校长，只好把视
线往首都雅加达去寻
找，经各方推荐、选
中了刘纯煜。这是一
位具有多年丰富教学
实践，一生从没离开
过文化教育岗位，集
教师、编辑、记者于
一身。他既有政治又
有教育眼光，完全可
以担负起整顿和革新
侨中的重任。

1 9 5 2 年 3 月 间 ，
刘纯煜暂时打消了回
祖 国 和 家 人 团 聚 的
念头，只身来到万隆
侨中。他没带任何助
手，对侨中的人事关
系完全生疏。只依靠
校董会洪载德、房延
凌等人的充分信任和
坚决支持，就大刀阔
斧地干起来。

刘 校 长 深 深 懂
得，学校办得好坏，
关键在于教师队伍的
建设。他很尊重老教
师，注意发挥老教师
的作用及其特长，把
学有专长、教学水平
高的老师安排在各教
研组的重要岗位，对
年 轻 教 师 起 着 传 、
帮、带的作用。侨中
拥有一支优秀的忠诚
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队
伍，语文方面有刘纯
煜 、 吴 毓 琛 、 黄 盛
达 、 谢 中 明 、 吴 镜
明、李迪丝、丘瑞霖
等人；数学方面有李

霸龙、彭钦舜等人；
化学物理方面有林水
泉、何文望等人；历
史和地理方面有余泽
鸿、吴秀德、许柏培
等人；印尼语方面有
陈燕生等人；生物方
面有孙洪范等人；体
育 方 面 有 蔡 其 仁 等
人。

这支教师队伍不
仅 在 万 隆 市 是 一 流
的，从印尼全国华校
来看，也堪称是高水
准、高质量的教师队
伍。因此，侨中成为
万 隆 华 侨 的 最 高 学
府，成为西爪哇地区
名声很高、影响巨大
的一所华校，外地外
岛不少学生慕名来校
就读。

当时华校师资来
源困难，主要靠就地
解决。在这方面，刘
校长绞尽脑汁，大胆
地寻找选择，终于打
开了局面。他选择本
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
教，精心指导，组织
教师相互观摩，交流
教学经验，为其发展
和提高提供许多有利
条件，造就成教学骨
干。

另一个途径，是
到本地一些印尼高等
院校寻找高材生来侨
中任教。刘校长十分
重视学校的图书馆阅
览室、基础设施、设
备、理化生物实验室

及体育活动场所等等
的建设。这些基础设
施 的 建 设 ， 从 无 到
有，从小到大，从少
到多，不断扩充。在
当时印尼华校中，可
谓一流。

刘校长把抓好教
学质量摆在头等重要
的位置上。他十分注
意理论学习和实践的
结合，理科学习与科
学实验的结合，生物
科学习与采集标本、
观察记录等的结合。
因此，他提倡学生要
多 动 手 多 跑 腿 多 动
脑，学习要主动，要
自觉。

在 文 科 学 习 方
面，他提倡学生多读
多想多写，苦练基本
功。学生的好作文在
班上介绍，让大家观
摩欣赏，支持和指导
学生出墙报和举行作

文比赛。
在 理 科 学 习 方

面，强调学生要多作
习题，多作实验，提
高学习兴趣以及亲自
动 手 实 验 操 作 的 能
力。故侨中学生回祖
国报考大学，考上化
学物理系的特多。

在生物科学习方
面，强调师生要多采
集标本，对学校特辟
的小动植物园内的动
植物要多多观察，天
天作记录。

在体育方面，经
常开展各项球类的比
赛 ， 他 经 常 到 场 观
看，以示鼓励。出类
拔萃的学生运动员有
数人被派去北京参加
全运会。荣获1956年
英国汤姆氏杯羽毛球
单打世界冠军陈友福
就是侨中学生。

刘校长十分重视

学生德、智、体的全
面发展，为良好校风
的建立和发展而呕心
沥血，全力以赴，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终
因积劳成疾，1956年
11月25 日因脑溢血逝
世。他对侨中教育事
业的发展，可谓”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在侨中的五年岁
月里，是他一生中最
为辉煌的时期。他为
侨中的健康发展奠定
了扎实深厚的基础，
他是侨中的奠基者、
开拓者。

注释：
①上述内容，参

见房延凌：《刘纯煜
校长事略》，载《旅
港万隆校友会成立十
周年特刊》，2000年
出版，第91页。

（未完 下期待
续）

开拓万隆华侨中学的刘纯煜校长(二)

～～印尼杰出华校校长介绍之四

作者：吴文华（厦门）

1955年春，刘校长与教师团队，
与笫九届高中毕业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