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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丘 华 昌 ，
男，巴中 1955 年届。华中农
业大学教授，土壤学家。

1936 年出生印尼。1955
年回国，同年考入华中农学
院土壤农业化学系，1959 年
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华中
农业大学土化系副系主任，
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党委
委员，湖北省土壤学会副理
事长、顾问，中国土壤学会
教育委员，《土壤通报》编委
等。多次获华中农业大学
教学质量优秀奖，研究生优
秀论文指导奖，优秀教材一
等奖。在土壤资源综合开
发，土壤碳、氮等方面有较
深入研究。主编参编出版
教科书、专著多本，发表学
术论文数十篇。

1997 年退休后，继续整
理课题研究资料，在科技刊
物 发 表 多 篇 论 文 ，还 参 与

《中国棉花》专著的土壤环
境部分的撰写，主审一部 30
万 字 大 学 教 材 土 壤 学 2000
年至 2010 年被学校聘任为
教学巡视组巡视员，组长。
期间还任华中农业大学“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委 员 会 ”委
员。退休后继续关心学校
教育教学質量提高和青年
师资队伍建设，被评为华中
农业大学十佳退休人员。

自 1957 年起，业余兼职
学校侨联工作达五十多年，
获省市多次奖项，2007 年获
中国侨联维护侨益先进个
人奖。

我的中学时光已过 60
多年，往事如烟云，但有些
片段仍然记忆犹新。我也
从这些记忆片段中获得了
一些启迪和帮助，令我毕生
难忘。

1949 年 到 1955 年 我 在
雅加达巴城中学上学。当
时学校分几处。我初一和
初三是在 Blandongan 上课，
初二和高中三年都在新校
Mangga besar 上课。给我们
上课的老师大多是国内大
学毕业，也有一部分从本校
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中聘请
的。学校老师水平较高，教
学经验丰富。又有设备完
善的物理实验室和化学实
验室，还有一座小型生物标
本园。学校除每个班安排
有固定教室外，还有两间较
大的阶梯教室，作为合班上
课教室。高中的化学课和
物理课，我就在那儿上的。
可以说我就读的巴中母校，
在印尼华校中，其水准堪称
一流。

中学六年中我学了许
多课，有些课堂片段，至今
仍历历在目。先说对我影
响深刻的课：

初三徐天佑老师给我
们讲授外国地理课，他授课
注重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
培养。徐老师的特点是每
次上课都在黑板上挂一张
地图，有时还把地球仪放在
讲台上，在讲到某个地理现

象或城市，他对着地图指出
其地理位置，有时用地球仪
讲解一些地理信息。徐老
师每次讲课开始前，点名同
学到地图前指出上次堂课
讲过的城市位置，或指出某
个山川河流的范围。徐老
师授课的特点引发了我对
揭开地球神秘面纱的兴趣，
逐渐养成了喜欢看地图的
习惯。无意中也给我在大
学学习地学系列课程注入
了一些活力。参加工作后，
不时有出差的机会，我都会
事前查看沿途相关地图和
了解有关的地理信息。结
合当时的长途汽车，火车，
车速都很低，也有助于我看
清沿途的河流山川，地质地
貌，植被，以及土壤岩层的
自然断面，山水林田路布局
等等。工作之余，或在听广
播、看报纸上报道的新闻发
生地点，仍然保持翻看地图
的习惯。

所有这些，对丰富我的
专业实践知识很有帮助。我
退休后到国内外一些地方旅
游，仍然保持出发前阅读出
游所在地的相关资料和地图
的习惯。许多同车一起出游
的人士，一上车（或飞机）就
睡觉，我就不同，一上车就精

神百倍，结合了解的一些地
理信息，目不转睛看窗外景
观、地物、地貌等，时而也拍
一些照片，也不失为为一种
爱好和乐趣。

现在已耄耋之年的我，
外出旅游已不太方便。当今
随着摄影和数字技术的发
展，通过电脑或手机就能清
晰看到祖国山河、世界奇
景。我现在坐在家里就能从
电脑、手机，或接到电视机上
看大屏幕高清晰的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的照片或视频，
也不失是一种享受。

高二的物理课由韦同芳
老师讲授，韦老师是一位知
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
中突出要点、难点问题，而且
呕心沥血为学生排忧解难的
优秀教师。物理课有很多计
算题，为提高学生的数字运
算效率，教我们如何运用计
算尺。此外，韦老师还教我
们利用代数课中的对数知识
来运算，大大提高了计算效
率。我在大学做课题研究常
常要采集土壤、植物、肥料等
试样，不同处理的样本进行
分析测定，大量的数据往往
要进行很繁琐的运算。还要
对结果的可信度进行生物统
计分析，也是个很繁琐的运
算。当时虽然用了小型手摇

机械计算机（器），但也不好
用。我主要还是采用了中学
韦同芳老师教我们用对数运
算的方法，使计算化繁为简，
提高计算效率。当然，随着
电子计算器及其后计算机的
运用，计算效率之快，更是不
可同日而语，这是后话。

韦老师在课堂上还特
别提醒同学，在复杂的公式
推导或运算中，除数字运算
外，还要关注数字后面的单
位（物理量）间的换算，及其
物理量含义。所有这些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也为我在
此后的大学学习和工作打
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韦
老师也很重视实验课教学，
如量度长度的游标尺、测微
计的认识和运用，以及力
学 、电 学 、光 学........ 等 实
验。每次实验报告，不但要
写实验结果，还要把老师印
发的有相关实验的完整实
验报告，如实验名称、实验
原理、实验器材、实验步骤
等讲义，照抄到专作物理实
验报告本子上。老师希望
学生日后养成认真、规范的
良好工作作风。可见，老师
用心之良苦。

高中的国文课，好像每
学期都有，曾担任过我班的

老师，有：在高一丁班时是
林苍老师，高二丙班是刘耀
曾老师，高三丙班时是凌汉
云老师。三位老师在语言
文字理解和写作等方面对
我有较大帮助。其中，刘耀
曾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尤
为深刻。刘老师在每次讲
完课本后，不时额外给我们
介绍一首唐宋诗词或寓言、
成语等，引发我们对古诗词
的兴趣。我记得，在我走上
工 作 岗 位 后 第 一 次 出 差
（1960 年）湖北省襄阳，连续
两次穿过古襄阳城楼门洞
后，才进入古城内。在城内
看到街道宽阔的土石路，马
路上车辆稀少，忽见远处一
辆牛车徐徐向我方向过来，
老牛拖着高大的木轮（直径
近两米）车压到土石路面和
轮轴摩擦发出咯兹咯兹的
音响，让我想起杜甫的一首
【兵车行】诗的第一句（当时
也仅记得这一句了），“车辚
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
腰。”，当然，老牛拉车的声
响和马拉车有差别，行人虽
没带弓箭，但行人低着头，
匆匆而行的景象，也让我颇
有联想到诗句的意境。

刘耀曾老师高二的国
文课，先后给我们介绍了数
十篇古诗词、警示铭文、寓

言等。时光虽已久远，但有
些诗文箴言还不时在我脑
海中闪现，或是在听到看到
这些古诗词时，有似曾相识
的感觉。

1992 年，离别 37 年后第
一次回印尼，在家门口看到
五岁的侄孙女，她很陌生的
问 我 ：“kamusiapa”（ 你 是
谁）, 我 答 ：“sayasaudaraka-
kekmu”（我 是 你 祖 父 的 弟
弟）。这时，让我想起一首
诗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
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
是贺知章题为“回乡偶书”
的诗句。我和侄孙女的对
话，何其相似乃尔，令我惊
诧不已。

当年学的不少古诗词、
寓言，过了许多年后还记
得其中的名句。例如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
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
呼 ！ 何 时 眼 前 突 兀 见 此
屋 ，吾 庐 独 破 受 冻 死 亦
足！”的名句；《卖柑者言》
中 的“ 金 玉 其 外 ，败 絮 其
中”的名言。还有许多脍
炙人口的诗句，如，“漫卷
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

好还乡”（杜甫：闻官军收
河南河北）；“烽火连三月，
家 书 抵 万 金 ”（杜 甫 ：春
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白居易：草）；“海
上 生 明 月 ，天 涯 共 此 时 ”
（张九龄：望月怀远）；“相
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李商隐：无题）；“君不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
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
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
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
来。”（李白：将进酒）；“床
前 明 月 光 ，凝 是 地 下 霜 。
举 头 望 明 月 ，低 头 思 故
乡。”（李白：静夜思）；“朝
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
一 日 还 。 两 岸 猿 声 啼 不
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
白：下江陵）“独在异乡为
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劝君莫惜金缕衣，劝
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
直 须 折 ，莫 待 无 花 空 折
枝 。”（杜 秋 娘 ：金 缕 衣）；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 。（辛 弃 疾 ：青 玉 案. 元
夕）”，等等。

刘老师还布置作业，每
星期交一篇日记；每两星期
写一篇作文，由老师定题目
或自定。有一次老师布置
作文题，要我们就杀鸭烹鸭
吃鸭的体会写一篇作文。
老师别开生面的作文题，我
们几个同学聚集一起，高高
兴兴体验了一次厨房活，大
家各显神通，写出风味各异
好作文。刘老师认真负责
教导，使我的语言文字能力
逐步得到提高。

我们几个同学好友常
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次得知
一好友投稿诗歌已在报刊
发表，我受到鼓舞。为纪念

“七一”，也整理了一篇题为
“为实现美好幸福的社会而
奋斗”的短文，以“秋苍”为
笔名，尝试投稿，侥幸被录
用，刊登在 1954 年 6 月二十
几日（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雅加达新报副刊上。时值
暑假大家未见面，也就没在
好友中再提及我投稿事。

还有不少老师的课堂
片段，也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例如，初中二时上了一
门几何课，很抱歉，给我们
班上课的老师姓名记不清
了。该课主要内容是用“假
设-因为-所以”的三段式的

演绎方式运算论证图形的
一门课，有助于思维逻辑的
开发，引发了我的学习兴
趣。对我日后开启和提高
思维的条理性，提高辩论能
力很有帮助。

高中一年级的中国历史
由陈清桓老师授课。历史课
一般比较难讲、枯燥。但陈
老师讲得生动，陈老师常常
从讲一些相关的故事入手，
引人入胜，使学生领悟历史
真相。例如，清朝初期为巩
固政权，大搞文字狱，乱杀无
辜。陈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
故事，江南有一文人，坐在窗
边看书，突然窗外一阵风吹
乱了正在阅读的页面。这文
人诗兴大发，提笔写下：清风
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这一
打油诗被政治化，扩大化，遭
杀身之祸。

通过中国历史课的学
习，对祖国五千年的历史有
个轮廓的了解。但中国历
史课讲到孙中山为首同盟
会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
国或到军阀混战为止。我
很想知道其后的历史。课
余，我常到 Pantjolan 的一些
书店，在翻看毛泽东选集 1,
2,3 卷时发现书中正文和注
解中有许多现代史事件资
料，我就经常到书店翻阅，

以后就买回家阅读，使我对
中国现代史有个轮廓的了
解和认识。

高中一的生物课由丘
润民老师讲授。老师讲课
重点突出，善于举例，受学
生欢迎。我至今记得老师
在讲到先天遗传性与后天
获得性的关系时强调先天
性可以遗传，后天获得性在
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遗传。
老师以“指鹿为马”成语开
说，鹿生鹿，马生马是先天
性遗传决定的。后天获得
性以长颈鹿为例，谈到以树
叶为生的许多种类的动物，
低矮处树叶为许多体型小
的动物光顾，低矮处的树叶
常供不应求，小型动物对较
高处树叶可望不可即。长
颈鹿的祖先为获的食物而
不断伸长颈脖，这种变异，
在历史长河的世代繁殖中
得到了遗传，使长颈鹿的后
代长颈脖的变异被保留下
来。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后
天获得性也可以遗传。这
些 知 识 给 我 留 下 深 刻 印
象。在此后我上的大学是
农业大学，以后毕业留校从
事教学科研，大多在土壤科
学领域，也涉及植物生产，
遗传领域只是擦边球，但对
扩充知识面不无帮助。

老师还讲到种类多样的
植物，通过分类找出它们的
宗族关系，植物的学名是世
界通用的。Ginkgo biloba 是
银杏的学名，只要查植物分
类手册，就可找到银杏和它
的简介。老师对银杏学名的
发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读书、工作的大学校园
里有银杏树林，看到它，就想
起丘润民老师，想起 Ginkgo
biloba。也使我在大学学习
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土壤的
分类学时已知其重要性，激
发我认真对待这些课。

此外，我们还上过代数
（温 鸿 淋 老 师 ，张 国 基 老
师）、三角（蔣家驹老师）、立
体几何（刘宏谦老师）、化学
（杨 庆 贤 老 师 、李 习 生 老
师）、公民（钟士民老师）、外
国历史（梁英明老师）、英语
（康 祖 硕 老 师 、曹 雪 贤 老
师）、印尼语（陆並培老师
等）、印尼地理（李毓华老
师）等课程，使我学到了许
多基本知识，为其后深造打
下良好基础。

中学的时光是美好的，
我的六年也是在巴中度过
的。它也是人生去向的一个
重要转折点。巴中也为社会
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学
子，或继续深造，或直接走向
社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巴
中学子主要分布在印尼和中
国（含港澳台），也散布在亚
欧美澳等地，从事各种各样
的事业，为社会作贡献。巴
中，我们永远怀念你！

巴中的一些往事 巴中·55年届：丘华昌

丘华昌丘华昌

丘华昌全家福摄于婆罗浮屠丘华昌全家福摄于婆罗浮屠 丘华昌荣获中国侨联维护侨益先进个人丘华昌荣获中国侨联维护侨益先进个人

2020 年中文教学经验交流会
“语文兴趣激发与人文认知拓展”教学实践与创新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东南亚主
办、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支持
的“语文兴趣激发与人文认知拓展相结
合背景下的华文教学实践与创新”教学
经验分享活动即将举办，希望能弥补因
疫情给华文教师带来的学习不便，并为
提升东南亚华文教师能力助力。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 年 12 月 5、6、12、13 日，
·上午 08.30-11.30，下午 14.00-17.00
二、分享主题

·中文课堂教学的技巧方法，语文素养
培育的心得体会：
--- 古诗吟诵推广、汉字拼音教学、教
学游戏设计、古典小说阅读欣赏。
--- 作文教学技巧、古诗词教学技巧、
传统书画艺术、语言文化差异协调。
三、活动形式
·ZOOM 线上活动；
·主题分享、教学实录、教学评析、活动展示。
四、主讲教师
·中国大学和中小学教师；
·他们是中文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和督导

者；
·他们是学校中文教学创新的设计者和
实践者；
·他们是语文素养大赛、语文录像课等
各类语文课堂教学竞赛得奖者；
五、活动费用及证书
·免费
·参与三天以上活动者将获得语合中心
颁发的中文教师研修证书。
六、报名资格
·中文教师（国民学校，包括补习学校、
国际学校、教育机构等）；

七、报名方式
·个人报名：
登 录 http://www.clecsea.sg/newsinfo/446416.
html，完整填写活动报名表格；
·集体报名：
学校集体报名（5 人以上），可统一填写
报名表格（见附件），电邮至：
contact @hanbansg.org
·请确保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正确，我们
将以电邮的方式与您保持相关联系；
·如 有 任 何 疑 问 请 电 邮 至 contact@han-
bansg.org 或致电 0065-6338 7828 询问。

主办单位：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国家汉办）东南亚 支持单位：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