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即 刻 变 成 一 片 火
海。大家争先恐后逃
命，小孩哭叫爹娘，
爹娘呼唤儿女，混合
各种爆炸声，真如一
场大战似的。难民随
身携带的少许用品，
有的在混乱途中被流
氓掠夺一空。数千人
逃 难 到 郊 区 中 华 义
山，义山只有一间不
大的伯公亭，大家只
好露宿在墓前水泥地
上，老人与小孩因惊
慌过度，加上缺水又
缺粮，翌日病倒的不
少。幸亏在附近有一
间没有人住的破烂茅
屋 ， 暂 用 作 安 置 病
号。接着思思华人商
业 区 也 遭 受 同 样 命
运，所有油矿的储油
槽 及 矿 井 被 焚 烧 殆
尽，更增加了不少难
民，真是祸不单行。

灾难发生后，计
有五至六千名难侨先
疏散到冷沙，得到棉
兰、亚齐各地华人社
团接济后，再疏散到
棉兰刘亚煜和苏加拉

眉地区安置，一部份
难侨则滞留在亚齐、
瓜拉新邦和冷沙。逃
难期间，遭受荷军战
机轰炸，华抗精英黄
亚武及其长兄黄亚笑
及同船难民，全部罹
难，令人痛心。

复办中华学校
局势缓和后，部

分难民回到火水山重
建 家 园 ， 在 极 困 难
的 环 境 下 ， 由 林 文
学、甘子江、陈洪、
刘 明 吉 及 黄 乃 慧 等
人 策 划 ， 重 组 华 侨
总会。1952年复办中
华 学 校 ， 学 生 只 有
64人，校长余开业，
教员有汪传召、甘素
娥。到了第二年，学
生增加，教室不敷应
用。

在华总诸理事关
怀下，不辞辛劳，不
遗余力，想方设法，
筹备经费，中华学校
砖 墙 瓦 顶 的 合 格 教
室，终于在1954年竣
工落成。第二任校长
张 邦 磷 ， 张 校 长 离

校 后 ， 由 原 有 的 老
师组成校务委员会，
卢志荣任主任。先后
担 任 中 华 学 校 校 长
有 ： 林 友 恭 、 黄 顺
福、李晋、吴荣江、
杨国贤、吴福胜、沈
国真、陈德川、李承
泉。李承泉是最后一
位校长。1958年分校
后，学生反而增加，
始终保持三百多人，
老师也有十来位。

重组华侨总会
华侨总会是代表

一个地方侨众的最高
组织，与当地政府官
员交流沟通都由华总
负责人或秘书长作为
代表。

火水山华总属下
有中华学校和中华义
山，这两个机构的行
政工作必须向华侨总
会负责。华总对内的
服务工作很广泛，除
了做慈善工作外，家
庭纠纷如吵架或虐待
等 ， 都 可 由 华 总 调
解。华总对外则协助
处 理 政 府 颁 布 的 各

项外侨条例，如外侨
登记、报出生字、移
民厅呈报等等。华总
理事每年改选一次，
经过会员大会选举产
生，不受任何条例限
制，只要遵循会员大
会规定的章程办事即
可。

火水山华总经历
了17个年头，先后担
任正副主席的有：林
文学、刘明吉、黄乃
慧 、 叶 绿 生 、 林 元
章、黄循亚、洪茂根
等人。张福开历任青
年会主席，他对火水
山青年体育活动贡献
良多，出钱出力，是
火水山老少皆知的典
范。

“九·三O”事
件

1965年“九·三
O”事变后，华总被
解散，学校被接管关
闭，剩下一座中华义
山，没人敢料理。中
华义山的大片空地被
人占领，长此下去，
连祖坟有可能会被人

挖 掉 。 为 此 ， 张 福
开、甘承明、郑麟其
及黄和荣等四人，冒
着生命安危到冷吉县
宪兵部请求，得到宪
兵部允许，由四人成
立一个义山基金会，
才把中华义山保存下
来。

1969年义山基金
会扩大改为峇峇兰慈
善基金会，由黄循亚
任主席。新的基金会
同仁曾多次向军方交
涉，要求归还中华学
校产权，由于种种原
因 ， 处 处 碰 壁 ， 只
好搁置起来。不幸的
是，1977年棉兰某华
人与军方勾结，把中
华学校地皮买去，建
成数十间店屋出售，
虽然他们赚了一笔横
财，但在火斤水山人
的心目中，却是不可
饶恕的千古罪人。

（注：以上历史
数据为黄循亚先生提
供。原文是文言文，
现译成白话文。）

作者：吴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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