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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亲
爱 的 祖 国 — — 印 度 尼
西亚共和国诞生了!!母
校也藉此东风,迈进了
壮 大 成 熟 的 新 历 史 阶
段,并取得了建校史上
最辉煌的战绩!

经 充 实 和 加 强 的
新 一 届 校 董 会 由 著 名
侨 领 黄 周 规 出 任 董 事
长 。 杨 新 容 校 长 重 返
新 华 , 执 掌 第 八 任 校
长。这期间,董、教、
职团结一心,积极开拓
进取;1952年,新华的“
地标”,巍峨挺拔、可
容纳1,500人的大礼堂
落成!新华礼堂里所举
行 的 诸 多 丰 富 多 彩 以
及 当 年 雅 加 达 各 界 举
办的许多重要活动,陪
伴 了 我 们 这 一 辈 新 华
人 的 成 长 。 母 校 进 一
步 完 善 了 多 项 教 学 设
施,新一批的教学楼,教
工 宿 舍 和 先 进 的 教 学
仪 器 、 设 备 相 继 落 成
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
也 健 全 完 善 了 由 幼 儿
园 、 小 学 到 初 中 的 教
学体制;母校培养的一
大 批 年 轻 有 为 的 师 资
力量成长了,教师近两
百位,学生也一度达三
千人之多,新华成为了
雅加达众多学子向往,
以 及 许 多 家 长 们 所 推
崇的知名华校之一。

十分有趣的是,这
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新 华 又 与 两 个 “ 新 ”
字 结 上 了 缘 : 有 两 任
校 长 的 名 字 都 有 个 “
新 ” 字 — — 陈 新 盘 和
杨新容。

1953年初,杨校长
离任,由叶景宗接任第

九任校长。自1945年8
月 开 始 进 入 壮 大 成 熟
期的新华,其办学成绩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 1 9 6 3
年前,唯一没有高中部
的雅华四大学校中,新
华 的 初 中 毕 业 生 是 深
受其它三校欢迎的;他
们品学兼优,许多人都
成 为 了 该 校 的 骨 干 力
量。以1958年届为例,
新 华 两 班 的 初 中 毕 业
生,绝大多数升读了雅
中高中一年级,学期结
束时,十二个班起码有
六个班,学业成绩第一
名 的 学 生 是 来 自 新 华
的;学子们深爱着母校,
即使毕业了,还经常相
约 回 母 校 欢 聚 。 还 有
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是,
上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雅 华
的男篮劲旅中,有一支
长胜军叫“新友队”,
他们都是已离开母校,
或就业,或就读他校高
中部的新华校友;虽然
已离开母校,但仍心系
新华,不忘继续为母校
争光,故取名为“新友
队 ” — — “ 新 华 校 友
队”之意啊……

1958年,由于政府
新政规定,新华学校的
非 中 国 籍 学 生 不 能 继
续就读华校,母校于是
腾 出 了 部 分 校 舍 和 校
园,并调拨了一批同属
印尼籍的优秀教师,包
括 担 任 此 新 的 “ 籍 民
学 校 ” 校 长 的 许 应 彪
老 师 等 等 。 由 于 领 导
教学有方,籍民学校发
展迅速,在短短几年内,
就 跻 身 为 学 生 成 绩 优
秀 的 名 校 之 一 。 “ 籍
民学校”与“新华”,

虽 分 属 不 同 的 政 府 管
理系统,可切割不断的,
是 那 同 根 同 源 的 新 华
情……。

1963年,日新改组
后高中部并入新华,从
此 新 华 有 了 高 中 。 新
华 吴 寄 南 副 校 长 兼 任
校 长 的 新 华 日 新 高 中
部,是雅诸华校中首间
聘 请 了 五 位 曾 经 留 学
中 国 高 等 学 府 的 友 族
教 师 的 学 校 , 例 如 曾
出 任 印 中 友 协 主 席 的
Umar(吴志曼)老师等
等,他们分别担任了中
文,历史等科的教学工
作 。 这 在 印 华 教 育 史
上也书写了新的一页!

新华—日新,我们
终于完善了从幼稚园,
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教
学 体 制 , 并 且 又 一 次
与“新”结上了缘!

在 母 校 温 暖 阳 光
的 照 耀 和 雨 露 的 滋 润
培育下,我们茁壮成长
了。在全国,在中国,在
欧 美 等 世 界 各 地 的 新
华学子们,大家努力耕
耘,默默为国家,为社会
贡 献 了 自 己 的 力 量 。
而在各个领域,各条战
线上,更涌现了不少专
才 。 有 的 在 政 府 部 门
出任公务员,首长,法官,
纪律部队甚至将军;担
任文化教育界的教师,
教授,知名学者,作家;文
化艺术界有书法家,画
家,音乐家,舞蹈家,影视
及制作专业人士;人工
养殖领域如鲍鱼,板栗
等行业的专才;还有战
斗 在 治 病 救 人 第 一 线
的 医 生 、 医 学 专 家 、
中医师;新华在体育界

亦 不 乏 荣 登 全 市 、 全
国,中国乃至世界的冠
军级人物,加上工商厂
矿企业界的成功人士,
还 有 服 务 社 会 福 利 事
业的,都不乏新华人的
身影!他们为社会,为国
家 作 出 宝 贵 贡 献 的 同
时,也为母校争取了光
荣!

1966年4月6日,印
尼 的 华 教 事 业 遭 遇 到
了 世 界 教 育 史 上 罕 见
的 “ 教 育 寒 冬 ” — 所
有华校被迫关闭,华文
被 强 行 禁 锢 了 长 达 三
十二年之久!

1998年,乌云散,骄
阳现!瓦希德总统的新
政 开 拓 了 全 国 民 主 改
革的新时代,华文及华
教 事 业 也 迎 来 了 令 人
振奋的春天!新的征程
开始了!

本 世 纪 初 , 原 新
华、雅中,新文三间华
校的师生,在老校董的
热情支持下,筹组并创
建 了 综 合 三 校 原 校 名
的“新雅学院”,开启
了新历史条件下,华文
教 育 事 业 的 新 篇 章 。
这又一个的“新”字,
确 也 开 创 了 不 少 的 新
教 育 举 措 : 例 如 开 始
吸收不少的友族学生,
并 与 中 国 高 等 院 校 合
作 办 学 , 采 用 “ 2 + 2 ”
或“3+1”的模式——
在 印 尼 先 学 习 两 至 三
年基础华文,再保送到
中 国 的 高 等 院 校 进 行
一 至 两 年 的 深 造 。 新
雅学院成立至今,已为
社 会 输 送 了 许 多 优 秀
的 华 文 师 资 与 人 才 。
如今,新雅学院亦已成

功 并 入 知 名 的 雅 加 达
高 等 学 府 — — 达 国 大
学(UNTAR)的“达国
新雅汉语系”,与此同
时,集新华师生们多年
心 意 和 宿 愿 的 新 华 复
校 工 作 , 亦 在 成 立 于
2 0 0 4 年 的 新 华 校 友 会
中,热烈进行酝酿和筹
备。

2012年,“新华之
光 ” 终 于 在 祖 国 大 地
重 现 她 那 昔 日 的 温 暖
和光辉!凝聚着我们广
大 校 友 深 厚 的 “ 新 华
情”,由新华校友我会
统筹,新华校友领军创
建,新加坡南洋国际教
育(控股)有限公司协办
的 雅 加 达 南 洋 学 校 诞
生了!

7 月 1 6 日 的 开 学
典 礼 , 当 校 园 上 空 响
起 “ 我 们 要 赞 美 我 们
新 华 … … ” 这 首 6 2 年
前,我们自幼就开始聆
听 并 高 歌 的 《 新 华 校
歌》曲调时,内心的激
动,盈眶的泪水,万分的
感 慨 … … 这 是 对 母 校
的深切怀念,衷心感激
和 对 她 浴 火 重 生 的 深
深祝福啊…

从此,新华的精神
和优良传统,将得以一
代 代 薪 火 相 传 并 继 续
发扬光大!

展 望 末 来 , 还 是
我 们 有 缘 和 钟 情 的 “
新”——踏入新世纪,
新 华 历 史 将 继 续 谱 写
新篇章并再创新辉煌!

深深地怀念您,感
谢您,亲爱的母校新华!

(2021年8月17日)

与“新”字有缘的母校(下)
香港汪琼南(58年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