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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虎个人及故弟文豹
名 义 ， 各 捐 建 学 生
宿舍一座”（1954年
1月15日函）；劳工
如 新 加 坡 三 轮 车 工
友 同 业 会 主 席 庄 庆
水则称“去年（1953
年）虽尽一华一元之
义，从此不能默默无
声，……兹由本会发
函通告全体工友，谨
订本年四月二十日为
义踏之日”（1954年
3月22日函）。

二度倡议获得新
马各地华人社团、商
会 、 总 商 会 、 教 育
界、政治人物、富商
和 工 友 等 的 热 切 回
应，而劳动阶级和一
般民众的支持，则形
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
力量。陈六使对此深
有体会，1954年3月
22日在福建会馆致辞
时便说：“彼等捐输
为数虽然不多，但人
数声势之浩大，终使
反对者销声匿迹”。

陈六使登高一呼万山
响应的壮大景观，为
世人津津乐道。华人
各 阶 层 怀 抱 共 同 理
想，为子弟教育、为
文化传承、为社会建
设，出钱出力，交织
成一幅激荡人心的经
典画面，南大精神于
焉而生。“那种勇于
开拓、百折不饶的南
大精神，值得后人追
忆 、 景 仰 和 学 习 ”
（李显龙总理2005年
8月29日在南洋理工
大学举行建校50周年
纪念仪式上的华语演
讲）。

然而，陈六使所
谓的“声势浩大”是
实况，“反对者销声
匿迹”则不然。陈六
使再度倡议后，反对
声音即刻铺天盖地袭
来。一些受英文教育
者认为，创办华文大
学将分散马来亚大学
的财源和影响种族的
团结，质疑师生的来

源和毕业生的出路。
许多马来族群的政党
和知识分子则以破坏
种族和谐、将马来亚
中国化为由，质疑倡
议者对马来族群的尊
重 和 对 马 来 亚 的 忠
诚。殖民地政府更不
欢迎华人自办大学，
因为这不符合英国创
办大学的标准，也担
心华文大学成为共产
党的温床。

陈六使面对接踵
而来的反对议论，除
了进行辩论和解说，
也作出调适和进取。
为 了 消 除 各 方 的 疑
虑，他在许多场合反
复强调华文大学的宗
旨和目的。譬如他在
1953年5月1日宣布的
南洋大学三大宗旨之
中，第一是协助当地
政府，提高当地文化
水准，第三即南洋大
学 不 仅 收 容 华 侨 子
弟，各民族子弟入学
亦深表欢迎。又如他
在1953年5月6日的记
者会上说：“余愿事
先声明，凡是应聘南
洋大学为教职工役者
须无政治色彩，且于
服务南大期间，不得
作任何政治活动。而
欲进入南洋大学求深
造之学生亦然，必须
专心于学术之研究，
吸收有用之知识，贡
献于社会人群。”

为了消除反对者
的 疑 虑 ， 华 文 大 学
的 名 称 一 而 再 地 更
动。1950年9月9日陈
六 使 首 度 倡 议 时 提

出：“余希望华侨在
马 来 亚 能 办 一 中 国
大 学 … … 逾 十 年 而
马 来 亚 犹 无 中 国 大
学 ， 则 为 落 伍 。 ”
两年多后，即1953年
1月16日，他说：“
吾人欲使马华永远存
在，必须自行创立马
华大学，容纳每年在
华校毕业之学生。”
从此“马华大学”一
词在他的演讲里和媒
体中反复出现。直到
1953年2月20日他给
各当选筹委的信中，
告知：“筹委会亦经
召开首次会议，结果
决定将大学正式命名
为 ‘ 南 洋 大 学 ’ ”
。大学校名从去“中
国”到去“马华”，
再到选择“南洋”的
变化，也折射了新马
华人本土化的进程，
从华侨转为华人的同
时，决心与他族在本
土 上 建 设 共 同 的 家
园。爱乡是爱国的第
一步，而新马华人这
第一步脚印，也嵌入
云南园土壤之中。

在冷战初期东南
亚反共反华的政治氛
围里，意识形态、种
族矛盾、语群分歧等
相 互 纠 结 ， 使 华 人
创办大学之路寸步难
移。然而，陈六使坚
持自己的理想，在民
众支持下，克服了一
道道难关，自办大学
的计划，很快就从倡
议进入实践阶段。仅
1953年，已完成许多
重 要 事 项 ， 包 括 选

址、命名、注册、建
筑 图 样 、 动 土 典 礼
等。1954年10月，南
大迎来了第一任校长
林语堂，校史转入另
一篇章。

为贫寒子弟开启
深造之门

南大成功创办，
为许许多多贫寒子弟
开启了深造之门。这
是陈六使想做的事，
他说过：“就余个人
之见解，将来之南大
应是平民化之大学，
一切收费力求减低，
而 尽 量 收 容 一 般 学
子”（1954年2月25日
在福建会馆的讲话）
。南大创办之后，培
养 了 大 批 “ 一 般 学
子”，为新马两个新
兴国家栽培了各领域
急需的人才。李显龙
总理在南大建校50周
年纪念仪式上，称赞
南大毕业生在各自领
域 “ 为 国 家 社 会 做
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并“向所有参与建
校的人士和团体致以
万二分的谢意”。诚
然 ， 陈 六 使 创 办 大
学，给新兴国家遗留
了一份厚重的礼物。

南大生永远感谢
陈六使，永远铭记南
大精神。在南大生心
目中，陈六使已成为
献 身 教 育 的 典 范 人
物，南大精神则是跨
越时空的精神图腾。

（作者是南洋大
学第11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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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珍贵遗产：南洋大学倡建启示
——为纪念陈六使逝世50周年而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