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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容校长毕生育才，风范长存(一)
～～印尼杰出华校精英风雨人生介绍之七

杨 新 容 校 长 是 福
建 省 闽 南 地 区 早 期 从
事 进 步 事 业 的 先 进 工
作 者 之 一 ； 同 时 ， 又
是 长 期 致 力 于 国 内 外
华 侨 、 归 侨 团 结 、 爱
国 工 作 及 华 侨 教 育 事
业 的 一 代 校 人 。 在 经
受 了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残
酷 迫 害 ， 致 长 期 患 病
不治，后于1982年1月
22日辞世，享年75岁。

一 、 追 求 真 理 ，
参加革命

杨 新 容 原 名 杨
欣 荣 ， 曾 用 笔 名 杨
兴。1907年3月25日出
生 于 福 建 省 海 澄 县 白
水 营 镇 金 鳖 村 。 父 杨
南 离 ， 早 年 在 家 乡 当
过 学 徒 、 店 员 、 司 账
员 ， 后 改 操 水 客 业 。
母 纪 桂 在 家 务 农 。 杨
新 容 有 兄 弟 姊 妹 十
人 ， 他 排 行 第 二 。 从
6 岁 起 先 后 在 家 乡 碧

溪 国 民 小 学 和 陈 弼 我
私 塾 读 书 ， 后 因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而 摄 学 。 当
过 学 徒 和 小 贩 。 1 5 岁
时 才 重 新 到 海 澄 县 私
立 树 人 小 学 读 书 直 至
毕 业 。 为 了 继 续 升
学 ， 探 听 到 陈 嘉 庚 先
生 创 办 的 集 美 学 校 师
范 部 免 收 学 费 及 膳 宿
费 ， 即 于 1 9 2 3 年 夏 考
入 集 美 学 校 师 范 部 学
习 。 此 时 ， 正 值 中 国
革 命 进 入 第 一 次 大 革
命 时 期 。 当 时 ， 随 着
大 革 命 的 洪 流 ， 先 进
学 说 开 始 传 播 到 集 美
学 校 ， 并 最 先 在 师 范
部 传 播 。 学 校 图 书 馆
有 《 响 导 》 、 《 新 青
年 》 、 《 前 锋 》 、 《
中 国 青 年 》 等 革 命 刊
物 。 1 9 2 3 年 冬 ， 该 校
进 步 学 生 罗 明 （ 原 名
罗 善 培 ） 等 创 办 了 “
星 火 周 报 社 ” ， 出 版

了 进 步 刊 物 《 星 火 周
刊》。

杨 新 容 入 学 后 ，
在 此 革 命 气 氛 的 熏 陶
和 进 步 教 师 和 同 学 的
教 育 影 响 下 ， 接 受 了
左 派 和 革 命 的 启 蒙 教
育 。 在 集 美 学 校 学 习
时 期 ， 是 他 世 界 观 和
人 生 观 演 变 的 一 个 转
折 时 期 ， 为 他 后 来 从
事 先 进 及 侨 教 事 业 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1 9 2 4 年 1 月 ， 孙
中 山 在 广 州 召 开 国 民
党 第 一 次 代 表 大 会 ，
决 定 了 联 俄 、 联 共 和
扶 助 工 农 三 大 政 策 并
发 表 了 大 会 宣 言 。 这
标 志 着 第 一 次 国 共 合
作 统 一 战 线 的 正 式 成
立 ， 并 促 进 了 全 国 革
命 高 潮 的 迅 速 到 来 。
在 此 形 势 下 ， 集 美 师
范 的 进 步 学 生 罗 明 、
罗 扬 才 、 李 觉 民 、 刘
端 生 、 邱 泮 林 等 决 定
秘 密 建 立 国 民 党 左 派
组 织 并 由 他 们 五 人 成
立 领 导 小 组 。 接 着 就
在 各 班 同 学 中 开 展 宣
传 并 秘 密 吸 收 成 员 。
为 便 于 开 展 活 动 ， 左
派 组 织 对 外 称 为 “ 革
命 协 进 社 ” ， 在 二 、
三 个 月 内 该 社 成 员 发
展到100多人，杨新容
就 是 由 刘 端 生 介 绍 参
加该社的。

杨 新 容 参 加 “ 革
命 协 进 社 ” 后 ， 积 极
参 加 反 帝 、 反 军 阀 的
革 命 宣 传 及 其 他 各 项
活 动 ， 思 想 觉 悟 进 一
步提高。1925年6月，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广 东
区 委 派 蓝 裕 业 到 集 美
学 校 建 立 了 由 李 觉 民
担 任 书 记 的 厦 门 第 一

个 团 支 部 ， 集 美 学 校
的 革 命 活 动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阶 段 。 这 一 年
5 、 6 月 间 ， 杨 新 容 参
加 了 学 校 的 反 对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和 捐 款 ， 支
援 上 海 “ 五 卅 ” 惨 案
罢 工 工 友 活 动 ， 并 参
加 “ 革 命 协 进 社 ” 所
组 织 的 回 乡 宣 传 队 ，
回 到 海 澄 家 乡 进 行 唤
起 民 众 ， 抵 制 日 货 ，
反 对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的
宣传活动。

1 9 2 6 年 秋 ， 随 着
北 伐 战 争 的 推 进 ， 集
美 学 校 革 命 及 学 生 会
的 活 动 也 益 形 活 跃 。
以 校 长 叶 渊 为 首 的 学
校 当 局 乃 作 出 禁 止 学
生 加 入 任 何 政 党 的 规
定 ， 此 举 遭 到 各 方 面
的 攻 击 和 反 对 。 1 1 月
间 ， 北 伐 军 先 后 光 复
了 漳 州 和 同 安 ， 并 派
三 位 宣 传 员 到 集 美 学
校进行演讲宣传。11月
2 3 日 厦 大 教 授 鲁 迅 也
到 集 美 学 校 发 表 了 《
生 活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
的 演 讲 。 这 些 宣 传 和
演 讲 鼓 舞 和 教 育 了 青
年 学 生 。 他 们 于 是 决
定 成 立 “ 校 务 革 新 委
员 会 ” ， 以 改 革 保 守
与 不 合 理 的 校 政 。 但
在 “ 革 新 校 务 ” 的 问
题 上 学 生 与 叶 渊 意 见
相 左 ， 加 上 对 叶 渊 开
除 学 生 ， 镇 压 学 生 的
进 步 活 动 不 满 ， 学 生
乃 决 定 进 行 罢 课 ， 罢
课 实 际 上 是 以 “ 革 命
协 进 社 ” 的 名 义 召 集
杨 新 容 等 人 商 量 研
究 ， 并 由 学 生 会 出 面
派 代 表 同 叶 渊 多 次 交
涉 ， 但 都 遭 到 叶 的 阻
挠 和 压 制 。 学 生 们 忍

无 可 忍 ， 决 定 成 立 “
罢 课 委 员 会 ” ， 由
刘 端 生 、 邱 泮 林 、 梁
绍 之 为 主 要 负 责 人 ，
杨 新 容 为 十 九 名 委 员
之 一 并 负 责 庶 务 部 的
工 作 。 这 次 罢 课 就 是
集 美 学 校 的 第 三 次 风
潮 ， 受 到 厦 门 各 界 的
关注和大力支持。

随 着 北 伐 军 进
驻 闽 南 各 地 ， 集 美 学
校 党 组 织 通 过 各 县 旅
集 同 乡 会 组 织 回 乡 宣
传 队 ， 声 援 北 伐 ， 推
进 反 帝 、 反 军 阀 的 斗
争 。 1 9 2 6 年 1 2 月 杨 新
容 参 加 海 澄 旅 集 同 乡
会 回 乡 宣 传 队 回 到 海
澄 县 。 当 时 与 他 一 道
参 加 宣 传 队 的 有 钟 盛
道 、 陈 水 池 、 王 宗 敏
及 许 春 馥 等 人 ， 他 们
在 溪 头 街 西 门 桥 等 地
进 行 了 多 次 活 动 。 1 2
月 下 旬 ， 国 共 合 作 的
国 民 党 海 澄 县 党 部 筹
备 委 员 会 召 开 了 首 届
各 界 代 表 会 议 ， 宣 传
队 应 邀 参 加 。 会 上 除
讨 论 成 立 各 界 群 众 团
体 ， 支 援 北 伐 战 争
外 ， 经 陈 剑 垣 的 推
荐 ， 选 派 了 钟 盛 道 、
杨 新 容 两 人 赴 福 州 抓
捕 逃 亡 县 长 郑 拔 甘 。
他 们 到 福 州 后 ， 旅 省
同 乡 会 已 将 郑 拘 留 起
来 ， 钟 、 杨 两 人 遂 又
回县报告。1927年2月
间 ， 才 将 郑 拔 甘 押 解
回县游街示众。

杨 新 容 由 于 思
想 进 步 ， 工 作 认 真 ，
积 极 投 入 反 帝 、 反 封
建 的 斗 争 ， 于 1 9 2 7 年
2 月 在 省 立 第 二 师 范
创 办 “ 漳 州 农 工 运 动
讲 习 所 ” 参 加 了 讲 习杨新容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