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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世纪40年
代至60年代的苏北华
侨爱国民主运动，不
能不提起培养和造就
成千上万新中国以及
苏北华侨社会建设者
的大熔炉－棉兰华侨
中学。它是苏北华侨
爱国民主运动中一颗
璀灿的明珠，是苏北
华侨社会的骄傲！

                     
在苏北华侨期盼

中诞生

1 9 4 5 年 8 月 ， 日
本法西期宣布无条件
投降。“九·二O”
事件中幸免于难的抗
日 志 士 们 转 为 公 开
活动，联合苏北爱国
侨领，发起成立了“
苏岛华侨民主同盟”
（ 简 称 “ 华 盟 ” ）
。“华盟”研讨并制
订了当时华侨工作的
方针路线，其中包括
积极创办文教、报刊
机构。在“华盟”的
领导下，团结爱国教
育工作者，于1945年
10月成立了“苏岛华
侨教育会”，由该会
负责筹办棉兰华侨中
学，并定于同年11月
25日正式开学。

日寇统治时期，
苏岛华侨教育中断长
达三年半。华侨子女
欣 闻 此 讯 ， 喜 出 望
外 ， 争 相 报 名 。 学
校初步计划招生200
名，开四个班。招生
通告一公布，数日内
便告满额，收了204
名学生。

           
开 办 之 初 借 用

棉 兰 岩 里 街 （ 现
JI.Veteran)华商糖米
公 会 会 所 做 临 时 校
舍，校长为朱志辉，
教务主任为黄鹤，教
务委员张家樑，教师
有古鹤龄、巴哈打幸
（ 印 度 籍 ） 、 冯 禹
庸、陈燕贻、熊守炎
等 ， 阵 容 强 大 。 不
久 ， 学 校 迁 到 汕 头
街（JI.Surakarta)9号B
的“敦本学堂”（后
改办“棉华一小”）
。“敦本学堂”为曾
任北洋政府驻棉兰首
任领事的梅县人张步
青继承其父张榕轩所
办义校。二战后，随
着时代的进展，慨然
将学堂免费借用给华
侨中学。张氏家族为
苏岛华侨教育事业做
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

史册，留传百世。
                               
在棉华总会领导

下发展壮大
          
在棉华总会领导

下，棉华中学发展迅
速。1951年在棉兰西
郊不帝沙区士吉路（
现JI.Meranti)建起了
一座占地55,000平方
公尺的校舍，棉华中
学终于有了自己的校
园。校舍最初是简陋
的亚答屋，教室用竹
屏隔成。经过10年努
力，到1955年1月，
已扩充到初、高中64
个班，3450名学生，
分上、下午开课。校
内拥有可容千人的大
礼堂，多间教室、办
公室、理化室、实验
室，三层楼的学生宿
舍，设置了12个篮球
场 ， 配 备 了 各 种 运
动器材。直至60年代
初，棉中更扩展至84
个班4260名学生，拥
有200多名德才兼备
的教师，成为印尼规
模最大的侨校之一。

              
棉中迁至不帝沙

之后的历任校领导有
朱 志 辉 、 陈 燕 贻 、
古 鹤 龄 、 李 公 我 、
陈洪、萧承蔚、王家
声 、 李 发 均 、 白 霜
村、林文明、赖杰、
李廉祥、阮若辛、林
光荣、马素珠、李炯
安等。

            
除了中学部，棉

中 还 附 设 了 数 所 小
学，其中棉华三小可
容千余学生。同时重
视发展普及教育，开
办了民众夜校，招收
没有机会上日学的华

侨青少年，提高他们
的文化水平，增强他
们的谋生能力，为普
及华侨教育做出了贡
献。

完善的教学组织
           
棉华中学注重培

养学生独立、自治能
力。班级有班会，学
校有学生自治会，学
生宿舍有寄宿生委员
会。

         
50年代初，苏北

各进步侨校为了加强
校际联系与团结，开
展学习各项活动的交
流，培养学生爱国主
义和集体主义思想，
推动苏北爱国民主运
动，联合组织了“苏
门答腊北部学生联合
会”（简称“苏北学
联 ” ） ， 棉 中 学 生
会 主 席 为 “ 苏 北 学
联”当然主席。“苏
北学联”各届主席计
有吴国盛、张蔚真、
黄南平、罗才希、黄
开云、林益智、胡志
辉等；在秘书处工作
过的则有李秀兰、许
友全、林清福、黄汉
卿、黄世发等。

                 
学联出版《学生

周刊》、《少年报》
；组织庆祝中印建交
以及“十一”国庆的
游行、表演活动；举
办新中国建设成就图
片展、放映介绍祖国
建设成就的电影；宣
传支持我国政府抗美
援朝，发动各地华校
学生写慰问信、筹慰
问袋等等。学联还重
视团结不同观点的学
校，与苏东中学、华

英中学组成“三中联
谊会”，宣传新中国
新思想。在不同的学
区举办年会，互相交
流，共同前进。“苏
北学联”对推动苏北
华侨爱国民主运动起
了积极的作用。

                    
棉中被誉为“苏

北 民 主 最 高 学 府 ”
， 吸 引 了 苏 岛 各 地
众 多 的 学 生 前 来 求
学。学校组织了专门
管理留宿学生的“舍
务处”，由白霜村老
师分管。历任舍监有
林海安、丘江西、张
蔚真、翁万宝、张尚
志、陈伟芳、赖杰、
刘毅、沈明基、李锦
和 等 。 宿 舍 管 理 严
格，订有各种规章制
度。寄宿生有自己的
组织，民主管理自己
的食、宿、生活。课
余时间，寄宿生们唱
歌、跳舞、排话剧、
搞演出；开展各种体
育活动；请化学老师
教 授 制 造 汽 水 、 肥
皂、牙膏等日常生活
用品。过着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的生
活。

 纯朴的校风
               
棉中提倡移风易

俗，规定学生不穿奇
装 异 服 、 不 穿 金 戴
银，男生不留长发，
女生不烫发、不穿超
短裙，男女同学一律
穿洁白整齐的校服上
学。有钱人家的子弟
不乘轿车到学校，要
求学生乘坐校车或骑
自行车上学。

                 

棉兰华中校长朱志辉团队重大贡献
——印尼杰出华校校长介绍之六（上）

朱志辉夫妇摄于1962年棉兰庆祝中国国庆
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