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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文教育的
推动，以巴城中华会
馆的创立为起点，而
巴城中华会馆学堂的
创立，又以陈金山为
中心人物。所以说，
印尼华文教育发展史
就必须提及陈金山。

陈金山，祖籍福
建海澄县，寓居巴达
维亚已三代。他于清
同治十二年九月初七
出生于巴城。幼时曾
入私塾攻读华文，稍
长时又赴新加坡肄习
英文，对于华文虽不
能写作，但能阅读，
英文则足资应用。

19世纪末叶，华
人社会虽设有私塾，
然而近代学校则付厥
如。荷兰人所设的学
校，对于华人子弟，

往往饗以闭门羹。虽
有 个 别 破 例 被 收 留
者，也是收取极高的
学费。陈金山有鉴于
此 ， 就 与 巴 城 潘 景
赫、李兴廉、丘燮亭
等人，奔走擘划，遂
于1900年6月3日，正
式成立荷印第一个华
侨新型社团－巴城中
华会馆。陈金山被选
为会馆第一秘书。

同 年 7 月 ， 由 陈
金山等20名华侨组成
中华会馆董事会，向
全体华侨发出《吧城
中华会馆兴办学堂公
启》，列举了8项办
学 章 程 以 及 开 办 学
校 的 设 想 ， 包 括 聘
请 校 长 和 教 师 、 经
费等。10月22日，中
华 会 馆 举 行 董 事 会

议，决定于次年建立
学 校 。 经 过 董 事 们
的奔走策划，1901年
3月17日，中华会馆
创办的中华学堂终于
诞生了。它标志着荷
印华侨新式教育的开
始。因为中华学堂位
于八帝贯街，所以华
人习惯称之为八华学
堂。1912年才改名为
中华学校。

中 华 会 馆 成 立
之 初 ， 陈 金 山 任 会
馆 秘 书 ， 后 改 任 董
事。1903年9月至11
月，康有为访问爪哇
的巴城、梭罗、三宝
垄、岩望、日惹、井
里汶、谏义里、马吉
冷和锦石等地，陈金
山与他同行，凡所到
之处，无不极力宣传
华文教育。1906年，
清朝政府派林文庆到
荷印劝学，并欢迎八
华学校毕业生到新加
坡 深 造 。 陈 金 山 又

不辞劳苦，陪同林文
庆视察各埠，提倡华
文教育。从那时起，
荷印各埠纷纷设立中
华学堂，而陈金山的
名字，也由此遐迩皆
知。

1907年，爪哇学
务总会由巴城中华会
馆承办。总理为潘景
赫，主事为陈金山。
这一届的会务值得一
书的是：

1 、 清 廷 派 杨 士
琦为南洋宣慰使，率
领 海 容 、 海 圻 两 艘
军舰至爪哇，威仪显
赫，激起华人内向之
心，而觉得学习华文
为当务之急；

2 、 是 年 2 月 1 7
日，两江总督端方，
设暨南学堂于南京鼓
楼薛家巷；

3 、 福 建 提 学 使
派陈华至爪哇视察学
务；

4 、 闽 绅 陈 宝 琛

为漳厦铁路招股事至
爪哇，并鼓吹学习华
文。

荷印华文教育，
经过此种种推动，日
趋发达。

1907年3月23日，
暨南学堂正式开学，
开始只招收印尼华侨
学生，后来才扩大招
收 南 洋 各 地 华 侨 学
生。巴城中华会馆很
重视选派印尼华侨学
生到暨南学堂留学一
事，专门成立回国学
生委员会进行选拔。
最后，由爪哇巴城、
万隆、玛琅等地挑选
了21名学生作为首批
赴暨南学堂留学。祖
籍龙溪县，生爪哇的
林思温就是暨南学堂
第二批华侨学生。

1907年8月、1908
年5月和10月，先后
有爪哇10名、46名和
3 8 名 华 侨 学 生 到 达
暨南学堂。1909年4

华教先驱陈金山(上)
～～印尼杰出华教精英风雨沧桑介绍之15

陈金山先贤，他于1906年~1912年
担任八华学校校长，为派送印尼学生
到中国暨南学院深造作出积极贡献。

1906年，林文庆来访吧城中华学堂，中华会馆领导和
华侨领袖热情迎接合影，前排左三是陈金山，左六中华
会馆总理潘景赫，左七林文庆博士，左八清朝特使刘仕
骥。陈金山随后陪同林文庆考察爪哇各地中华会馆学

校，鼓吹宏扬儒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