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上期——
“死去原知万事

空   但悲华校被标封
有朝一日复华校   

对我遗像鼓三通”
  引言： 棉兰《棉

华中小学》于2018年7
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
礼，这不单是苏北棉兰
华教的一件重大创举，
也 是 标 志 着 印 尼 华 文
学校，浴火重生真正复
苏 的 象 征 。 “ 擂 鼓 三
通”——可以告慰全印
尼 华 校 过 世 的 师 长 们
了！在这幸福的时刻，
回首往事，深信对印尼
各地的华教工作者会有
所裨益。展望未来，在
新的历史时期，努力挽
回华校昔日的辉煌，将
使我们不忘初心，更加
满 怀 信 心 、 众 志 成 城
地把印尼各地的《三语
学校》，真正办成名副
其实的“华族文化的摇
篮”。印尼华教前辈奋
斗一生的余志，让我们
共同接力，传扬继承，
齐心协力奋勇前进！

一 乌云密布暗千
岛，劫后余生话沧桑。

 那是1965年“九
三零事变”后。一场政
治风暴席卷，凉飕飕的
阴风吹遍了千岛大地，
落叶萧萧，腥风血雨，
人头落地，处处人心惶
惶。人们骤临激变，一
时间深感措手不及，诚
惶诚恐，都生活在惊恐
不安之中。

两 年 前 ， 时 年 2 2 
岁的钟老师与爱人许老
师，在棉兰棉华中学高
中 毕 业 后 来 到 小 岛 教
书。这时岛上来了一批
军团驻守，开始清洗左
派分子，政治气氛骤然
紧张起来。每天都看到

带 上 手 铐 的 男 女 政 治
犯被押解过街，提上临
时军事法庭。不久，又
一批一批地押解上小气
艇 ，向一个荒无人烟
的野猪岛(Pulau  Babi) 
驶去，据说都一一处决
了。后来，那野猪岛再
也没人敢靠近。

 恐怖气氛笼罩着
小 岛 ， 人 们 摄 服 于 强
权 ， 三 缄 其 口 。 此 时
华侨总会属下的中华学
校 ， 老 师 们 都 深 感 度
日如年，教学气氛深受
影响，师生们都觉得惶
惶不可终日。政治气氛
紧 张 ， 呆 不 下 去 了 。
那年年底假期，钟老师
与爱人乘坐小汽船离开
了小岛回棉兰去。一路
颠 簸 ， 一 天 一 夜 后 ，
船 驶 进 阿 沙 汗 河 口 ，
全船人都惊呆了，只见
河面上飘浮着无数的男
女尸体，有断头缺脚断
手的，其中一具魁梧断
头的男尸体，被搁浅在
红树林树根间，尸体被
河浪冲打得遥遥晃晃。
许老师紧紧依偎着钟老
师，内心仆仆跳，毛骨
悚然，看得目惊口呆。
到达阿沙汉港，乘客们
纷纷带着行李离开船舱
鱼涌而去。钟老师找来
出租车，与爱人随即上
车向棉兰方向驶去。沿
路，只见不时会有军车
载 着 一 群 暴 徒 ， 手 持
利器喊打喊杀，一路飞
奔，不知那家又将遭殃
了…… 

二 棉中母校被封
闭

抵 达 棉 兰 ， 钟 老
师 与 许 老 师 暂 住 亲 戚
家，后来再也没回小岛
去 。 钟 老 师 被 安 排 任
教于母校棉中下午班初

中部，教授文史科目。
许老师被安插进工农小
学教书，两人开始了在
棉兰非常时期的教学生
涯。钟老师与几个年轻
教师如：杨老师、林老
师、刘老师、陈老师、
潘 老 师 、 李 老 师 、 温
老师、许老师等，和几
个前辈教师李廉祥、李
炯 安 、 陈 伟 芳 、 李 照
芳、汪洋、水世元老师
等，被安置临街居住在
Sambu 村教员宿舍里。
与师长们生活在一起，
倍感亲切，心里踏实得
多了。

不到一年。1966年
间 ， 政 局 更 加 动 荡 ，
印尼军人政权指责诬蔑
中 国 幕 后 支 持 印 尼 共
反叛，一时排华反华浪
潮汹涌，到处都在烧、
杀、抢，人心惶惶，华
人都被看成是中共的“
第五纵队”，被列为红
色危险分子受监视、限
制、歧视，多方逼害。
过 后 ， 苏 哈 托 军 人 政
权 正 式 颁 布 了 接 管 封
闭 全 国 所 有 的 侨 校 与
侨 团 ， 以 及 一 律 封 闭
华文报。1966年3月26
日， 苏北华人的最高
学府“棉华中学”，在
大批军警庇护下，一群
所谓的大学生，如暴徒
般撞进棉中校园来，强
行霸占封闭了。那天下
午四点多，钟老师上完
最后一节语文课，李公
我代校长沉痛地向大家
报告了这一惊人的坏消
息，叮嘱大家有秩序地
集中在广场，他激动地
说道：“老师们！同学
们！我们的棉中母校被
无理霸占了！大家要永
远记住这一天！但他们
只能霸占母校的躯体，

却永远不能霸占我们内
心里的棉中华夏情！他
们强行霸占棉中是非法
的，我们保留收回属于
我们学校的权利，没有
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
追求真理，也没有任何
力量可以破坏中印两国
人民的友谊，我们要化
悲痛为力量，化整为零，
继续保持联系，坚持学
习华文，坚持讲华语，
开展家庭补习班，弘扬
中华文化！永葆“棉中
精神”！大家要临危不
乱，要让暴徒看清楚：
我们中华儿女坚韧的民
族气概，不畏强暴的民
族气魄。我们的“棉中
精神”——永远不会屈
服……”

暴 徒 头 目 高 声
嘶 叫 ：“ 不 许 讲 支 那
话！……”

李 代 校 长 无 所 畏
惧，最后振臂高呼：“印
度尼西亚万岁！中华人
民 共和国万岁！中印人
民友好万岁！”

暴 徒 们 凶 神 恶 煞
地呼喊叫骂着。师生们
心情悲感交集，眼看着
校 园内外 一 群 大 学 生
暴徒，在荷枪实弹的军
人呵护下，横眉凶煞，呼
喝叫嚷着在棉中校园里
胡闹。师生们被暴徒团
团围捆在广场中，很多
人都泪洒满脸，钟老师
热泪盈眶，心里暗暗默
念：别了！华夏文明的摇
篮——别了！敬爱的棉
中母校。只见彪形大汉
的暴徒个个獐头鼠目，
那造孽的丘八指使暴徒
在学校班公室里肆意清
洗搜查，掳捩去了校方
重要档案与锁匙，贴上
封条。他们掳走了母校
的躯体，但又岂能掳去

大家心目中的母校棉中
华夏情呢？

1966年3月26日，成
了棉中师生镂刻心头、
刻骨铭心的难忘日子。
复校何期？时空造孽，
成为了棉中人半个世纪
来梦寐以求、内心泣血 
的痛楚。庆幸的是，那可
容纳五百多名寄宿生的
棉中寄宿社，由于寄宿
师生的坚持抗争留守，
亚齐难民遗留下了
一席 宝 贵之 地 幸 免 於
难，没有同时被霸占，
为以后收容亚齐难民遗
留下了一席宝贵之地学
校被强行抢占了。这些
手持教鞭的教师们顿时
都失业了，一时都失去
了 生 计 ， 大 多 赤 贫 如
洗。紧接着，在Sambu  
村 的 教 师 宿 舍 也 被 无
理霸占了。只剩下那些
有家眷的前辈师长们，
仍然坚守着不搬出去， 
钟老师他们这些单身汉
教师都真正变成了流离
失所、无家可归的教师
难 民 。 此 时 此 境 ， 钟
老师真正体会了杜甫“
安 得 广 夏 千 万 间 ， 大
批天下寒士皆欢颜”的
辛 酸 境 界 。 这 时 候 ，
蜗居茅庐已难寻，如
果还奢谈什么“君子
安贫，达人知命”，
岂不等于说废话！(备
注：棉华中学创办于
1945年11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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