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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火水山，
首任校长成为广州七
十二烈士

火水山是苏北一
块 弹 丸 小 地 ， 因 生
产“火水”（煤油）
而出名。

面 对 马 六 甲 海
峡，有一条五、六百
米长小海湾伸入城市
沿岸，千吨以下货轮
出入很方便。两岸红
树林茂盛，有不少溪
流，方便渔民出海捕
捞，渔产丰富。其岸
边居住几百户劳苦大
众，其中有150多户
华人是从事养鸭养猪
的农家，产品足够供
应苏北各地市场。岸
边是大片红树林沼泽
地，每天随着潮水涨
落，不宜居住。北面
是华人商业集中区，
方 圆 不 到 五 平 方 公

里，郊外是片平原，
但地势低陷，不宜种
植旱地农作物。这里
是荷殖民时代在印尼
的第二大石油生产基
地，炼油厂设在商业
中心邻近，各种噪音
连 成 一 片 ， 十 分 吵
闹。矿井多数在沿海
至思思镇地带，两地
设有输油码头，也作
为商业用途。

在此开拓油井、
建筑公路、铺设输油
管等重工程的苦力，
多数来自中国广东省
海陆丰县，他们是契
约年青工人，流尽血
汗，献出青春，才把
火 水 山 建 成 繁 华 城
市。过去，华侨人口
约有五、六千人。

中华学校诞生
华侨在凄风惨雨

环境下生活，不忘祖

籍国，不忘下一代的
教育事业，1909年在
中华商会主席卢博文
等人领导下，创立了
中华学校。由于学生
只有二十余人，入不
敷出，不得不接受棉
兰张耀轩君每月五十
盾补助，但校名必须
改为中华敦本学校。
（到了1917年随着补
助金取消，“敦本”
二字也去除）。第一
任校长是罗仲霍、由
于卢主席是火水山孙
中山先贤领导的同盟
会支部部长，罗校长
也成为同盟会骨干。
不久卢君受同盟会总
部委托，选拔海外青
年参加辛亥革命敢死
队。卢君不负众望，
乃选拔12人，由罗校
长率领到广州，参加
广州起义。罗仲霍英

勇牺牲，成为广州七
十二烈士之一。

继 任 校 长 是 李
康侯，1914年回国效
命 ； 继 任 校 长 钟 干
夫，两年后离校；继
任校长曹浩森，后又
回 国 参 军 ， 任 国 民
革命军第32团团长；
再继任校长林吉云半
途弃职从商，引起学
潮。紧急关头，甘子
江 与 林 熙 盛 临 时 补
缺 。 不 出 数 月 ， 李
康 侯 回 来 继 续 担 任
校长。1918年李君回
国，钟干夫再回来任
校长，学生增至一百
多位，教职员也增至
五位。直到1925年吴
敬夫任校长，学生增
至两百多位，还出版
了中华学校23周年纪
念专刊。

1930年赵洪品离

开家乡来到印尼，先
在棉兰第三小学任校
长，翌年到火水山中
华学校任校长，学生
人数增至六百多人，
并试办中学部。老师
有 丁 韵 清 、 周 斌 等
人。当时是火水山中
华学校历来最兴盛时
期。周斌1935年回国
到延安学习，1937年
返回印尼，到火水山
中华学校担任校长直
至日本南进为止。与
周斌同事的老师有：
谢长青、陈伟芳、钟
来春等人。周校长不
但向学生灌输进步思
想，而且对校外青年
体贴亲近。周校长时
常提起原中华学校几
位同学抗战时期自愿
放弃海外优越生活，
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的
事迹。如：杜铁商，
曾任解放区福建省龙
溪地委副书记；雷震
天，曾任铁道部长；
郭 仪 容 ， 参 加 新 四
军，是皖南事变幸存
者之一；林百克，参
加八路军，在华北前
线英勇牺牲。火水山
侨胞及师生对周校长
有深刻印象，他坚强
的信仰，平易近人，
获得广大侨胞爱戴。

火水山各界侨胞
在赵洪品校长及周斌
校长影响下，思想进
步。

中华学校领导人
火水山中华学校

创立人卢博文，福建
同安人，向来爱国爱
乡，热心教育，曾任
火水山“同盟会”支

苏北火水山中华学校多位校长为革命和教育献身(上)
～～印尼杰出华校精英风雨人生介绍之八  吴福胜

曾参与建校的谢常青校长 参与办校的董事卢木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