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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4 月 12 日这一
天 ，对 于 泗 水 中 华 中 学
（Chung Hua High School，简
称“中中”）的师生来说应
该都留有深刻的印象。

学校突然来了一卡车
军人，我记不清他们的样
子了，只记得他们所穿的
军 装 与 军 靴 。 那 时 我 只
有 14 岁，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过了一两个小时，
老 师 就 宣 布 提 前 放 学 回
家 。 谁 知 这 一 天 竟 成 为
我们华校的最后一日，也
是我最后一天坐在初中三
年 级 教 室 的 座 位 上 。 此
后 ，每 当 我 回 想 起 这 一
天 ，心 情 就 久 久 不 能 平
静，感觉有如生离死别，
一夕之间，不能再见到亲
爱的老师和天真无邪的同
学。这样的回忆也成为我
致力于复校的最大动力。

一一
泗水“中中”1948 年 7

月创校，1966 年 4 月，这所
当 时 有 着 2900 多 名 学 生
和 130 多名教职员工的华
校被军政府强行关闭，至
今已有 55 年。苏哈托时
期 对 华 文 实 行 全 面 禁 锢
政策，包括店铺与商号都
禁用华文，也禁止在公共
场 所 说 华 语 。 这 一 政 策
到 底 给 我 们 带 来 什 么 影
响 ？ 它 不 仅 仅 影 响 华 族
对母国中华文化的传承，
更 是 造 成 印 尼 国 家 的 损
失 。 我 们 生 于 斯 、长 于
斯、死于斯，铭于斯，魂魄
聚散于斯，这是中华民族
在 人 口 迁 徙 中 形 成 一 个
理 念 。 五 千 年 的 历 史 积
淀，华夏文明可谓渊远流
长，中华文化灿烂多彩，
不输给任何一个民族。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
的仁爱文化，十分注重人
伦 之 间 的 关 系 ，诚 实 守

信、先人后己、尊老爱
幼、勤劳节俭，是我
们 的 社 会 风 尚 。 尤
其 从 周 朝 开 始 就 力

行社会教化，形成
尊 师 重 教 的 优
良 传 统 。 而 这
一 本 来 可 以 成
为一种社会力
量 的 文 化 ，能
够“ 为 我 所

用”，参与建设美好的印
尼，却在印尼消失了三十
多 年 。 一 个 国 家 如 果 有
一半的公民有道德、有智
慧，这个国家就会欣欣向
荣，朝气蓬勃。而一些国
家 落 后 恰 恰 是 文 化 的 落
后 或 没 有 文 化 。 所 以 我
认为，华裔占有一定比例
的印尼，全面禁锢中华文
化 对 国 家 才 是 最 大 的 损
失，而非一种教育方式或
一 种 语 言 的 缺 失 。 中 华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从
商 创 业 方 面 也 形 成 一 种
道 德 规 范 、良 性 循 环 体
系，对国家建设具有强大
的推动力，而当时的政府
不明白这一点，只为反华
而反华。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
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
光。我虽不敢自诩聪慧，
但在好学方面，可以套用
先师孔子一句话：“十室
之 邑 ，必 有 忠 信 如 丘 者
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泗
水“中中”被关闭后，我转
到国民学校继续学业，直
到 数 年 前 通 过 考 试 完 成
博士学位。

二十年前，我开始注
重 医 疗 与 教 育 方 面 的 投
入。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国
家与民族的命运，医疗可
以提供人民生活的素质与
水 准 。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之
初，史无前例地大规模派
留学生出国，有人质疑，
人派出去不回来怎么办？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说:“你先把人给派出去，
不要怕跑，跑 10%、20%，
还有 80%。”中国的实践证
明 ，邓 公 说 的 话 十 分 正
确。对教育的投入不能过
多计较成本。印尼结束专
制统治，实行民主改革，也正
是百废俱兴、奋起直追之时。

三年前我被推举当选
“中中”校友会主席，到今
年将要届满。在大家的支
持下，我做了两件大事。
其一，2019 年举行世界校
友会，包括来自中国内地
与香港的校友，1200 多名

“中中”莘莘学子齐聚泗
水 ，获 得 空 前 成 功 。 其
二，实施复校计划。

印尼各地华社都在努

力复校，而我对复校与一
般人有不同看法。我觉得
复校最重要的是理念与信
念，理念是解决我们要得
到什么的问题，信念是我
们要相信什么。如果建校
没有理念与信念，只会是
一个空洞的建筑，培养的
子 弟 没 有 内 涵 ，没 有 异
像。“中中”复校相对来说
比较迟，20 年来每次校友
相聚都会谈到复校，其实
不过是一种怀旧的情绪，
不是基于一种远见卓识，
因 此 总 是 不 了 了 之 。 当
然，也没有一个校友站出
来担当复校大任。最后由
我 出 来 独 自 全 资 承 当 此
任，是受到陈金运老师的
启 发 。 在 一 次 校 庆 活 动
上，陈老师握着我的手，
语重心长地说：“俊民，建
校的事就拜托你了！”这
句话触动了我的心，感觉
有如过电一般。

二二
在 即 将 迎 来 今 年 12

月 10 日学校建筑封顶之
际，我最怀念的就是已经
往生的陈金运老师，他的
一句话，才有了今天的成
果 。 第 二 个 怀 念 的 是 陈
恒曦老师，他是我的补习
老师。（说到陈恒曦老师，
我 不 禁 想 起 一 件 往 事 。
虽然老师尽心尽力，不料
补习一年，我却留级了。
有人开玩笑说是老师“教
子无方”，我说是“孺子不
可教也”。不过意外留级
的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一个深刻教训，它总是
提醒我要加倍努力。）陈
恒 曦 老 师 推 荐 我 成 为 校
友会主席，他觉得我能够
担当这个重任，对“中中”
复 校 会 有 一 个 突 破 。 我
还要感谢我的同班同学，
本来我是要升到高一，由
于 留 级 ，在 初 三 复 读 一
年，分在初三（2）班，因此
我 和 大 家 结 下 缘 分 。 同
班 同 学 全 力 支 持 我 做 校
友会主席，“校花”吴惠珠
也 给 予 我 莫 大 的 鼓 励 。
（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
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所
以没有机会交女朋友，女
生都是大姐级。）

当然，在复校这件事

上 ，也 不 免 有 很 多“ 杂
音”。有人怀疑我有没有
复校能力，是在讲大话。
也有我生意上的竞争者，
以及其他学校的领导，则
希 望 我 出 丑 ，看 我 闹 笑
话 。 因 此 复 校 计 划 能 走
到今天这一步，我本人顶
着不小压力，一路辛苦，
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
也 。 由 于 受 印 尼 疫 情 影
响，学校主体工程竣工延
迟到今年，到明年 3 月将
完成全部项目，至明年 6
月招生开课。

“ 中 中 ”新 校 分 为 小
学、初中、高中，并且正朝
建校三大目标挺进：一是
基础设施，二是师资，三
是生源。我认为，这三方
面 是 一 个 学 校 是 否 具 备
发展潜力的基本条件，以
此应付未来 20 年的挑战，
一如母校，严谨治学，培
养出有用人才、社会栋梁。

我希望这所学校存在
至少 100 年，为此要把基
础设施做到最好，不输给
任何其它中小学校，让师
生 拥 有 一 个 优 美 的 环
境。“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目前我正在接恰
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学校长
担任“中中”校长。在师
资方面，除了高标准严要
求招聘德才兼备的教师，
也将与新加坡、中国的教
育机构合作。其中与新加
坡顶尖中小学合作，包括
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中
中”学生可以在新加坡学
校读两周的课程，学校负
责出资。还将与世界最顶
尖大学合作，包括耶鲁大
学、南加州大学、柏克莱
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
皇家学院（我的子孙在这
五所大学就读），我是柏
克莱大学校董，南加州大
学大使。也将与中国、新
加坡以及本国知名大学合
作。凡是“中中”学校毕
业生考入这些大学，我们
将全部提供奖学金或负责
全部学费，以此作为对本
校高中生的一种激励。在

“中中”高中毕业生就业
方面，我们也有规划。

就像一本好书，有它
的灵魂，读者读书时能够

领悟一个道理，而对他的
人 生 产 生 积 极 作 用 。 就
像一个有活力的公司，也
要有它的灵魂，不但要照
顾股东利益，也要搞好员
工福利，才能把公司带到
更 高 层 次 。 对 于 一 所 学
校更是如此，不是有钱就
能建校，学校要有灵魂，
要有上述的理念与信念，
从 而 在 面 对 电 子 、高 科
技、IT、人工智能时代，才
不至于被淘汰，而是能够
接受这种挑战，为此要把
20 年的社会变化预计在
内。这应该才是中中建校
最强的优势，并且要努力
建 成 印 尼 数 一 数 二 的 中
小学。

三三
我素以“经纶济世”为

己任，易经有“君子以经
纶”，办校治学就是最好
的经纶实践，所以我要感
谢广大“中中”校友给我
这个机会，在恢复大家怀
念的“中中”精神与校训
的同时，让我实现自己的
抱负。作为这一届的校友
会主席，我要完成两个交
代 ，一 是 对“ 中 中 ”的 老
师、学长与同学以及往生
的师生一个交代，一是对
我 们 的 下 一 代 有 一 个 交
代，继续为华裔子弟提供
良好的学习环境。

论 语 有 记 载 ：“ 子 适
卫,冉有仆。子曰:‘庶矣
哉!’冉 有 曰:‘ 既 庶 矣, 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由此可见，孔子
认 为 人 多 后 就 要 使 其 富
足，而民富后则要对他们
进行教育。孟子称“君子
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
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
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在人口众多、逐渐走
向 富 裕 的 印 尼 ，大 力
推 广 教 育 正 当 其 时 ，
也 是 吾 辈 的 责 任 所
在。时代不同了，社
会 兼 容 性 越 来 越
强 ，最 后 一 日 华 文
课 的 时 代 一 去 不
复 返 了 。 未 来 做
得如何，就看你
我的努力。

——印尼华社复校之我见兼谈新办“中中”治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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