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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后风起云
涌的华侨民主爱国运动 

1 9 4 5 年 8 月 1 5 日 ，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时局急转直下，为了适
应 形 势 发 展 的 需 要 ， 9
月初杨新容主持召开了
紧急会议，有东⽖哇的
洪骏声、中⽖哇的李重
生、万隆的梁新、椰加
达的苏朝源等人参加。
会 议 客 观 地 分 析 了 局
势，明确了任务；预见
到战后⽖哇可能有一段
较长时间会出现交通阻
断、治安混乱、物价波
动的社会环境，分析了
广 大 侨 胞 由 于 抗 战 胜
利，爱国情绪会普遍高
涨，但因长期受右派歪
曲事实宣传的影响，不
少人仍对以蒋介石为首
的国民党政府存在着幻
想与崇拜，因此必须在
侨众中加紧开展耐心的
说服工作，用事实揭露
右派出卖国家民族益、
破坏抗战的罪恶，同时
决定发动办报纸、办进
步 学 校 、 建 立 进 步 社
团，以便更广泛地团结
和教侨众，揭露右派破
坏抗战、破坏团结、发
动内战、倒行逆施的本
质；会议并作了相应的
工作部署。会后，杨新
容于10月份迁回椰城（
印尼独立时巴城改名为
雅加达）复任新华学校 
校长，他一面努力筹募

复办经费，并力促改选
旧董事会，把爱国华侨
工 商 界 朋 友 选 入 董 事
会；一面和战后回到新
华学校的蔡林晖、叶景
宗等一起团结学校的教
职员工，克服学校复办
面临的种种巨大困难，
使学校迅速走上正轨和
新的发展，学生由战前
的 3 6 5 人 增 至 1 9 4 7 年 的
1,300余人，以后又增办
初中部、学生总数增至
3 , 2 0 0 余 人 ， 成 为 战 后
印尼华侨学校中规模大
而进步的学校之一。与
此同时，杨新容还亲自
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华侨
爱国社团的组织工作，
他是“大中贸易有限公
司”的主要发起人，也
是椰城《生活报》及其
印刷所的发起人和董事
之一，又是椰城“中华
民众生活社”（简称“
民生社”）的主要发起
人 和 理 事 之 一 ， 是 椰
城“中华教师公会”的 
发起人之一和主席。他
还 担 时 间 积 极 参 加 “

中华戏剧协会”的话剧
演出活动。战后印尼各
地如雨后春笋的进步华
侨 社 团 的 建 立 和 爱 国
华 侨 学 校 的 复 办 ， 印
尼 华 侨 爱 国 民 主 运 动
风 起 云 涌 ， 出 现 了 从
未 有 过 的 崭 新 局 面 。 
                

战 后 海 外 右 派 阴
谋挑起华侨和印尼独立
运动正面冲突，散发所
谓华侨配合荷军的印尼
行动的传单。为消除华
侨与印尼人民之间的误
解，决定由杨新容起草
一篇题为《告各界爱国
华侨书》的时局宣言，
号 召 广 大 侨 胞 加 强 团
结，积极支持印尼的独
立斗争。宣言印成中、
印（尼）两种文字的传
单，由各地区的组织于
同一天凌晨在全⽖哇各
大、中、小城镇同时张
贴，引起了很大反响，
有力地粉碎了帝国主义
和国民党右派企图挑起
中 、 印 民 族 冲 突 的 阴
谋。后来，在充满动乱
和激烈斗争的印尼民族
独立运动过程中，中印
人民友好合作，在许多
地方的华侨生命财产始
终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东⽖哇还成立“泗水华
侨战时服务团”，直接
支援印尼人民的独立斗
争，詹培就是在泗水抗
荷保卫战战⽕中奔走营
救印尼民众时被英荷殖
民军的炮弹打中而光荣

牺牲的。

（ 四 ） 中 印
邦 交 的 建 立 和 华
侨 的 爱 国 大 团 结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发
展 华 侨 的 民 主 爱 国 运
动，实现华侨爱国大团
结 和 促 进 中 印 邦 交 ，
重 点 是 做 好 中 上 层 侨
领和中华侨团总会的工
作，在进步力量的领导
下，雅加达几十个爱国
进步侨团共同发起成立
了“华侨团结促进会”
和“庆祝中印建交工作
委员会”，推荐杨新容
为该两会的主席。1950
年 5 月 ， 中 国 与 印 尼 建
交，印尼华侨在雅加达
淡满沙里广场召开了欢
迎首任驻印尼大使王任
叔莅任大会，杨新容被
推荐为欢迎大会的主席
并致欢迎词。1951年，
在“华侨团结促进会”
的基础上，雅加达各侨
团联合成立了“中华侨
团总会”，实现了⽖哇
华侨的爱国大团结，杨
新容先后担任“总会文
教 部 主 任 ” 和 “ 侨 团
总 会 副 主 席 ” 等 职 。 
              

由 于 杨 新 容 多 年
来频繁地从事公开的社
会活动，因而早被帝国
主 义 与 右 派 视 为 眼 中
钉，曾不断地遭到诬告
和陷害，终于在1951年

8 月 1 6 日 爆 发 了 “ 八 ·
一六”事件，杨新容被
以“危害印尼治安”的
罪名逮捕。与他同时被
捕的还有其他数十位爱
国侨领和校长，监禁于
西⽖哇芝槟榔监狱。杨
新容在法庭上针对法官
审问他与我驻印尼使领
馆的关系，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认识，对共产
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研
究，以及查问“中华教
师公会”，“民生社”
，《生活报》和“新华
学校”的组织情况等问
题，旗帜鲜明地进行了
有理、有利、有节的申
辩 ， 他 公 开 表 明 态 度
说：“我是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在 印 尼 奉 公 守 法
的侨民，我热爱祖国，
我读过毛泽东主席著的
《新民主主义论》，认
为这是由帝国主义、封
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
统治下的旧中国解放出
来，建立一个独立、自
由、民主、繁荣、富强
的新中国的一部论著，
因 此 我 站 在 国 民 的 立
场，坚决拥护新民主主
义。我之所以对右派表
示深恶痛绝，是因看到
当时中国统治者，不断
地丧权辱国，残酷地压
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所造
成的种种罪行。法官先
生，假如您设身处地，
是否也认为这是作为一
个善良的国民应有的态
度？”

杨新容校长毕生育才，风范长存（五）

——印尼杰出华校精英风雨人生介绍之七

1952年，新校礼堂落成典礼，杨新容与新
华董事长黄周规合影，

1974年8月，杨新容校长与夫人陈衍合拍的
全家福，包括四子二女，女婿，媳妇和内外
孙。

新华礼堂后的办公室和部分课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