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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零开始
一条小巷，因为有座香烟

缭绕的大伯公庙，故被命名大
伯公巷（Gg Toea Pe Kong）。
这窄窄的不起眼的小巷，却是
新华人追求梦想、放飞理想、
最难以忘怀的小路。

1904 年，不甘被荷兰统
治者施行的愚民政策欺蒙和
愚弄的华人，以受荷兰教育、
不谙华文的赵氏兄弟——德
顺、德山和德风三位先生，意
识到华人要摆脱任人宰割、
当苦力为生的“猪仔”命运，
就不可认命。而捍卫尊严、
掌握自己命运的第一道坎就
是扫盲。“人不可无学，而教
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于是
赵氏兄弟便与志同道合的朋
友在大伯公巷创立了“新巴
刹中华会馆学堂”，简称“新
华学校”。由那时候起，这条
默默无闻的小巷就成了莘莘
学子前往新华学校的必经之
路。他们由幼儿园起步，一
年一小步,直至融入社会走
向世界，各展其才，奉献所
学，回馈社会。综观印华教
育史，晋身百年大关的华校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新华学
校是雅加达华校当中教育水
平高，校风良好的四大华校
典范之一。这都归功于同心
同德、坚守以教育为本、兴学
造福后人为使命和宗旨的董
教先贤，从而广获社会人士
推崇和支持，也因此获当年
雅加达中华中学校长李春鸣
先生评为“侨教模范”。

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1966年4月
6日，印尼新秩序政权突然以

“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封闭全
国所有华校，明文颁布严禁使
用华文华语，并企图强制实施
归化政策。印尼华教事业遭
到前所未有的封杀，因而造成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千禧年代,
印尼华裔十之八九成了华文
盲,可悲可叹啊！很多时候东
西不见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可是在母校哺育、熏陶与栽培
的新华人心中,眼睛看不到，
不代表不存在，只要铭记于
心，就永远不会消失。广阔美
丽像花园的新华学校已荡然
无存，五仙运动筹募建成的新
华大礼堂也被销毁，新华学校
彻底消逝了吗？不! 不是的！！

1998年新秩序政府被推
翻了，改朝换代的时刻终于到
来。当选第四任总统的瓦希
德，言出法随，雷厉风行，开拓
了全国民主改革的新时代。
被禁锢32年的华文华语解禁
了，华教事业重现生机，雅加
达前华校、华社如雨后春笋般
地纷纷成立了校友会、同乡
会、宗亲会….以此同时，许多
受过华厦文化教育的华裔，萌
生让子女接受中华文化、认识

中华传统习俗的念头,这对华
人华侨来说是万象更新、百废
俱兴的新时代。

（二）岁月的记忆
漂洋过海下南洋的父母

说过让我一辈子受用的话：
“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暖的
乡”。在具备了天时、地利、人
和的条件下，2004年新华校友
群策群力成立了校友会，并推
选洪敦喜校友为首届理事会
主席。这届的工作方针主要
是让失去联系、分居各地的新
华人重新回到校友会这个大
家庭。三年里校友会举办了
大大小小的联欢、聚餐、庆典，
基本上达到了让新华人共聚
一堂、共渡欢乐时光的愿望。
租用的临时会所,成了各年届
校友互通讯息和聚会的地方,
新华师生终于有了“家”的感
觉。就在这一年5月，热心的
新华校友为母校建校103周
年纪念，在“太阳城酒楼”举办
了约有一千六百多位师生出
席的庆典。眼看年过古稀同
窗，不是白发苍苍，便是皱纹
纵横，不再是当年雄心壮志，

“骑马弯弓射大雕”豪情奔放
的青年小伙子。此情此景，我
怎能不心潮起伏、百感交集？
就连当年被班上男生“追捧”
的女同学，也大大方方跑到跟
前问我是否还记得她?看她一
脸期待，我竖起大拇指说：“几
十年没见，难得你对往事记忆
犹新，我再糊涂也忘不了你这
位一见我们就羞答答躲起来
的纯情公主？”我逗趣儿的话，
令她喜上眉梢地捂着嘴笑。
联欢会上大家喜笑颜开、畅所
欲言，仿佛回到了热情洋溢的
青少年时光，沉浸在友情的欢
乐和温馨之中，都珍惜这相见
不恨晚的缘分。

（三）打开另一扇窗
庆典结束后，回家途中想

起刚才听到某位老师摔倒住
院，某某同学突然中风半身不
遂，不禁叹了口气，一种失落
感油然而生。想到我老了是
否会成为家人的累赘？该如
何面对？消极的听天由命，还
是积极的把握当下？生命的
灵光在哪里？不久前在“德
记”咖啡店，听到一位像似饱
经风霜的食友,跟同桌谈论人
与人之间可能因为相同的境
遇而相聚，又可能因为不同的
境遇而分离。唯一必然相同
的，就是岁月催人老，颇有“未
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
声”的感慨。

疫情期间，我深居简出，
百无聊赖。一天清晨,信步走
到天台庭园，放眼四周围的树
木花草，经昨夜狂风骤雨洗
涤，地上满是凋零的花朵，唯
有经得起风吹雨打的红花绿
叶还在枝头上随风摇曳、相扶

相映,历历在目，不禁触景生
情：花开自有花落日，却又为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而
感叹不已。古往今来，权贵者
都想与死亡抗争，但终究逃脱
不了死亡这个归宿。生老病
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长生不
死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无怪
乎很多人都异想天开地盼有
来…..冥想之中，突然发觉人
生在世其实只有“三天”，既是
已成岁月黄花的昨天，正在面
对的今天和未能盖棺论定的
明天。

瞬间，庆典、联欢、聚餐
….在我脑海中一扫而空，扪
心自问，庆典之后，该做什么?
能做什么?我想：总有那么一
天，我们都要面对有脚走不
动，有劲使不出，所谓“昔日少
年今白头，昔日壮怀今默默”
的风烛残年，不能因一时的

“乐不思蜀”于眼前，而虚度了
后半人生，何不趁有生之年，
为自己设定“不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之意愿？“雁过
留声，人过留名”，倘若能让声
名流芳于世，夫复何求？

有道是:人生一世，草生
一秋，叹人生如此短暂。谁都
知道人只能活一次，也从不售
来回票。但如果我们能正确
地运用它，活一次足矣！萧伯
纳有句名言：“人生有两出悲
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个是
踌躇满志”。我们既然都得在
跌打滚爬的世界生存，与其无
病呻吟、沮丧颓废，不如让自
己老有所学、有所乐、有所为，
这恰恰又是叫人仰慕的思维、
兴趣、干劲不减当年所谓的老
当益壮。我想，面对老，怯者
害怕，勇者轻蔑，智者泰然，觉
者超脱。不怕人老，只怕心
老！当然，对不属于自己无谓
的功名利禄，当采取老子“无
为而无不为”的顺其自然原
则。借老子“以其不争，故天
下莫能与之争”这个哲理为后
人处世指点了方向。要我说，
人过中年，淡定于心，从容于
行，诚信为本，方正为人，足
矣！
（四）居安思危，明哲保身

有句至理名言：“惜福先
要知福，知福先要知祸”。32
年生活在忍气吞声、诚恐诚惶
环境下的华人，又何尝不是尝
尽了祸的滋味？可谁能预料
因祸而得福，从祸的磨炼中懂
得如何惜福。我们祖辈就持
着根深蒂固的“人不可忘本”
的中华民族气节，才能在歧视
和排斥的环境下设身处地，忍
辱负重，不卑不亢地披荆斩
棘、开天辟地。可谓是：灾难
使伟大的人变得平凡，使平凡
的人变得伟大。写到这里，我
想起印尼诗人 R.SURYA 于
1998 年 9 月 6 日在 REPUB-
LIKA 报章发表的一首诗：

《SEBENARNYA ANDA
ATAU KAMI YANG KAPOK》
无可奈何的是你？还是我？
诗词摘录如下：

Kata Org Negeri Kami Ka-
ya Raya, Tetapi Kenapa Kami
Tak Berdaya?

Kami Yg Mencangkul,
Waktu Panen Anda Yg Muncul.

Kami Menabung Seumur
Umur, Anda Yg Bawa Kabur.

Kami Yg …….
Mari Kita Amati, Anda

Atau Kami Yg Kapok Dalam
Hal Ini .

Lebih Baik Kita Cari Solu-
si, Membangun Negeri Ini,

Tanpa Curiga Disana Sini,
Pri Maupun Nonpri.

Masa Lalu Biarlah Berlalu,
Mari Kita Kubur, Meski

Dengan Hati Pilu.
Mari Kita Rawat Negeri

Ini Dengan Cinta Kasih,
Duduk Sama Rendah,

Berdiri Sama Tinggi Dengan
Hati Yg Bersih.

Siapa Yg Mau Memulai,
Anda Atau Kami.

读到一半，我浑身打了个
寒颤，排华的阴影再次浮现眼
前，我反复阅读这首诗，感觉
很不是滋味。尤其看到华文
报章上人们大篇幅的竞相刊
登贺词或悼文；再看看聚居在
高级住宅区、身穿时髦名牌、
驾着价值不菲豪车招摇过市、
生活奢侈、挥霍无度的华族，
无怪乎被诗人指责为剥削劳
力，坐享其成。作者在诗的后
半段，非常中肯地写了语重心
长的忠言：“过去的让它一去
不复返，愿我们一起努力化解
种族分歧和隔阂，你我平起平
坐，以纯真的心，共创祖国美
好未来。这个行动，你我谁来
带头？”

“一只遇干旱而热到头昏
脑胀的青蛙，四处寻找池塘都
没找到。忽然看到盛满水的
大锅，就纵身跳进锅里，殊不
知锅里冰冷的水令它全身发
抖，于是它本能地跳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难耐燥热的青蛙
再次跳进大锅。这次青蛙忘
我地游呀游，锅里暖暖的水让
它感觉无比舒畅，可青蛙没留
意锅底本就燃烧着的火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锅里的
水渐渐地烧开了，等它发觉情
况不妙，为时已晚，只能眼睁
睁地等候死神的到来…..”藉
此寓言故事，给沉醉在劫后余
生，好了疮疤忘了痛的华裔子
弟一个警示，紧记老子的逆耳
忠言——福兮，祸之所伏。铭
记惨痛历史，居安思危！珍惜
公正和平的大同社会，善莫大
焉。
（五）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安不忘虞的警钟及时给

敲响了，促使我把积压在心里
的郁闷，一股脑儿倾诉在《庆
典之后，还有什么？》拙作文章
里。估不到文章在“国际日
报”发表后，我接到一通陌生
的女生电话：“请问你是吴协
和学长吗？”我不假思索地应
了声：“我是。”这传奇的电话
顺理成章地把我请到“又一
春”海南鸡饭餐厅，见到了那
位自称因阅读《庆典之后，还
有什么？》想与我见面的学妹，
当时在场的还有七八位新华
66年届初中三同学会的理事，
这次会面竟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当知悉他们邀我参与为
传承和延续母校共商大计时，
我既惊且喜得有点不敢相信，
是纸上谈兵？抑或是柳暗花
明的迹象？天晓得？

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
局外人心态，聆听这富有戏剧
性的谈话。目睹年龄小我一
轮的学弟学妹们坦率交谈，我
由当初的疑惑和探究，进而有
了共同的话题。发觉他们是
充满活力、快乐的，凝聚力强，
但不是一言堂的团队；是健
康、有纪律的，但不是完美无
缺；是有进取心、有理想，但还
不够成熟的团队。正如道德
经所说：“大成若缺，大盈若
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
若纳。”而伟大团队从来是不
够完善的，永远是具有成长的
空间。

众望所归，66年届初中三
同学推举的林宏超同学获得
新华校友会员代表大会全体
与会者的信任，满票当选校友
会第二届理事会主席，这意味
着他将任重道远……

面对“焚书坑儒”式的人
为灾难，热爱母校的新华校
友，不仅没变成“一年土，二年
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崇洋
份子，反而扛起了不可思议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建校艰巨使命，本着“有吃刀

子的嘴，就得有消化刀子的肚
子”的胆色，由林宏超领军，与
辅导委员携手同步，开始着手
策划建校方案。庆典、聚餐、
联欢不再是理事会的工作要
领，而是把新华师生多年来复
办“新华的延续”未遂心愿定
为首要的当务之急。

有些校友对新华今后将
何去何从表示关切，我们即能
理解，对教育事业一窍不通的
十几位校友，要办一间具有与
时俱进，德智体群美的五育方
针，不分种族、宗教、国籍的标
准国际学校，如鲁迅先生所
说：“不失去固有之血脉，不后
于世界之潮流”，谈何容易？

新华学校四十一周年纪
念刊的卷头语这么写:“一间
学校,从四五十名学生扩展到
现在的一千三百余名。从一
位校长自兼教务训育以至各
科教师，发展到现在全校共有
三十四位教师；这发展的过
程，计历四十一年之久！迟缓
是真的迟缓了，然而只要打开
校史看看，这四十一年中是充
满着艰辛与勤奋的；是由无数
的血与汗，点点滴滴缔造而成
的，新华今日得能略具规模，
我们应感谢以前历任的董事
们，校长们，教师们，他们都曾
经毫不吝啬地贡献了他们的
所能，为了这一间学校的发
展。新华学校一向不曾得到
祖国政府的帮忙，她的经费，
是 靠 着 自 己 筹 募 而 来 的
…….”新华先贤为学校呕心
沥血事迹，成了我们坚持不
懈、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
（六）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万事起头难！！我们这群
六、七老八十的新华校友，凭
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干劲，
迈开策划建校的第一步，走访
国内外学校，虚心请教和参考
各个学校的建筑、设备、管理
模式以及其独特的教学方法，
从中积累其精华之处。以此

同时我们对建校有了基本认
知，办教育事业除了要有全面
的规划，更要肩负为国家献栋
梁、为社会输人才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有生以来参观和走访几
间层次不一的学校，其中有新
华62年届的饶兴生、郭爱珍
校友夫妇于1985年创办的必
利达PELITA 学校，68年届萧
平校友于2001年创办的培民
BINA BANGSA学校。与我们
建校初衷颇为相似的，首推培
民学校与八华综合学校。这
两间学校是改革开放千禧年
后，都是遵循祖辈遗训或实现
师生夙愿而为之。令我惊叹
不已的是，连荷印时代创立至
今的教会学校都有华文科目，
这在新秩序政府简直是天方
夜谭，这显示了华厦文化的博
大精深，以至能流传数千年依
然有古为今用的价值。

萧平同学在讲述建校过
程中说：“曾经留学英国，后任
职巴中学校数学教师的父亲，
为人开明，故而支持我接受多
元文化的洗礼。在有着深厚
文化底蕴和西方文明衔接的
大家庭里，自小耳濡目染让我
受益良多。随后父亲将我送
到当时蜚声海外的新华学校
就读，新华学校近十年的培
育，是我坚守让下一代重拾往
昔儒家思想教育的精神支柱
和动力”。最令我感动的是，
萧平同学在表达他对新华学
校的感恩之心这么说：我的华
文教育之路：“新华”起航，育
人“培民”。

在此感谢八华综合学校、
培民学校、福州融侨学校和新
加坡南洋女中，是他们的真挚
无私提供了许多办校经验，免
了我们多走几道弯路。
（七）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第二届理事会在三年的
任期里作出振奋人心的伟绩，
十二位不同年届的新华校友
组建了建校公司并成立建校
筹委会。

林宏超 66年届，吴协和
56年届，汪琼南58年届，黄金
铭64年届，林振健 65年届，洪
敦良66年届，陈国勇66年届，
李美珍66年届，郭瑞腾 67年
届，杨贵文 67年届，杨贵武67
年届，黄金源71年届。

有句古训：“将帅无能，累
死三军”。令人欣慰是林宏超
校友在筹备建校过程中不仅
睿智且英明果断。正如他在
蝉联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主
席致辞：“今天，扛在我们肩膀
上的还有一项艰巨的使命，是
每一位新华老师、校友最大的
心愿——重建新华！”更说了
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重建
新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林宏超校友引领下，一个核
心力强、发挥集体潜能的团

队，好比高效率的火车头，衔
接着载物载重的一列车厢，朝
着目标，勇往直前！！

2011年 2月8日，终于迎
来了新华师生期盼已久的一
天！应邀出席的有新加坡驻
印度尼西亚大使、新加坡南洋
中小学学校领导层、地方官
员、新华校董郑年锦先生、百
多名新华师生以及由香港专
程而来的新华副校长吴寄南
老师，见证了有着非凡意义的

“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奠基
典礼。当工地上打下第一块
基石，划破天空的轰鸣声和场
内老师校友们经久不息的掌
声交织成一片，仿佛在为新华
的延续奏一首豪迈进行曲，震
撼着大地，震撼着人心！

2012年7月16日，雅加达
南洋国际学校举行简单朴实

的开学仪式。走进雅南，仰望
柔和的阳光从透明光亮的玻
璃顶窗照射进来，暖暖的，照
得每个人的心都豁然开朗。
雅南溶入了新华的血液，融汇
了新加坡南洋的教学理念，开
始了万里征程的第一步。当
校场上奏起雅南校歌（取用原
新华校歌歌曲），我昂首肃立，
高唱我敬爱的新华校歌，并且
听见雅加达南洋学校正式开
学的第一声上课铃响。首任
校长由学有专长，经验丰富的
刘雪玲博士担任，非常感谢刘
校长的敬业、乐业和专心致志
的使命感。

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在
短短十年，培育无数成绩优异
的学生，高中毕业生投考本国
和国际知名大学的也不少，我
为新华母校有了延续感到无
比欣慰，也为雅南学校的成就
感到自豪，并祝愿雅南再接再
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光阴似箭，雅加达南洋国
际学校由筹备到落实，已踏入
十五个年头。回忆建校初期，

十二位校友股东经常为共同
的目标而忙得、累得不亦乐
乎。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
精神最充沛，笑容最灿烂，并
且是一生中最难忘的美好时
刻。如今看雅南，犹如看到昔
日昂首矗立的新华学校和宏
伟壮观的新华礼堂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新华-----是我
心中一盏不灭的灯！

（八）成功之道贵在坚持
正当松了一口气，享受家

庭天伦之乐之际。香港校友
汪琼南传来要为新华母校编
辑117年校史的喜讯。这个
建议引起了海内外各年届校
友的关注，大家一呼百应，纷
纷以实际行动支持这项使
命。刚不久如释重负的我，又
抖起精神接下史册主编的任
务。有位校友提出了一连串

题问：为母校编辑史册的意义
是什么？给谁看？谁要看？
收集史料、约稿、审校、整理、
印刷、发送等繁杂事务，谁愿
意分担？经费从何而来？第
四届新华校友会连“新华会
讯”都脱期交白卷，如今却要
付出相等于三、四十期会讯的
工作量，行吗？经雅加达、香
港两地编委慎重考虑后，一致
认为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参
与工作的每一个人，虽然嘴里
不说，可大家都心有默契，遇
到困难不低头、不退缩，不做
临阵逃脱的逃兵。

看我们信心十足，某校友
好奇地问：“新华精神真有那
么大的正能量吗？”我对他莞
尔，随即把几位老师的励志言
词说给他听：杨秀莲老师常说
的“以新华为重”。汪大均老
师：“别瞧不起人，也别瞧不起
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蔡
林晖老师：“艰苦的教育工作
是没有干不了的，哪里需要
我，我就到那里”。蒋仁禾老
师：“对新华我是有感情，愿为

新华有所奉献”。丘瑞霖老
师：“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
一生身教力行，凭着坚持就是
胜利的执着，终于获得华文教
育终身成就奖”。庄淑贞、郭
温和老师说：“我们受的教育
使我们对好人好事自发地感
到欣喜，产生好感，对坏人坏
事则不自禁地感到厌恶，甚至
深恶痛绝”。

老师们的话让我深受启
示，也是我能坚持到最后的一
个动力吧！为此得出一个结
论：成功不会属于轻易放弃的
人！他听完后点点头说：“我
终于明白你们是在为谁辛苦、
为谁忙。”

原以为在二十一世纪的
今天，凡事都有电脑代劳，最
多一年半载就可以把风雨一
甲子、辉煌半世纪的百年新华
史册顺利完成。殊不知验证
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先
贤古训，编委反复审核史料、
修正文稿、整理新老照片，加
上病毒疫情不断, 给工作的进
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尽管如
此，我们从未停止脚步，如果
用“如火如荼”来形容编委的
干劲真不为过。所幸在遇到
问题时，我们都会冷静的面对
和有条不紊的见招拆招。作
为主编，有幸阅读和筛选林林
总总、水平参差不一的文章，
有时候编辑必须动动脑筋，以
不刻板的方式把一些文章改
得恰到是处。从文章的字里
行间不难察觉作者们对母校
的眷恋和情怀。原先答应投
稿的学弟学妹,却迟迟没有交
卷，过了段时间他们个别来电
话说：“对不起，我把中文都还
回给老师了…..”从他们谈话
中推测，应该是小我十来岁的
学弟学妹，小学三、四年级就
遭到封校的恶运，近半世纪几
乎在完全没有运用华语的环
境下，想要把心里话用中文表
达出来，就好比经久没开启的
铁锁，生锈打不开了。这都是
华厦文化断程32年带给华裔
子弟的华文盲后遗症。
（九）百年新华史源远流传

首先,我引用先贤对联：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
半句空”作为开场白。《百年新
华峥嵘岁月》就是把32年华
文华语被禁，华校华社被封，
华厦文化中断时期的艰苦岁
月，办校的兴衰历程以及先贤
们刻骨铭心的事迹如实载入
史册，像孔夫子门生那样，把
孔子一言一语刻在甲骨上流
传下来。历史让人知根知本，
知往鉴来，有鉴于此，《百年新
华峥嵘岁月》编委们由始至终
坚持以客观、符合事实、毫无
倾向或偏袒为原则来执行任
务，正如名言所说：“假金方用
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我们不仅没有让新华校史继

续留白，对当年倾注心血的新
华创始人更应该永怀敬仰之
意、感恩之心。

《百年新华峥嵘岁月》共
1172页，分上下两册。原先估
计印刷一千套（上下册）即可
满足国内外需求，没想到当初
有人担心给谁看、谁要看的
《百年新华峥嵘岁月》，发行后
居然供不应求，印刷数量由
1000套增加到1500套。让我
们欣慰的是，史册获得不少师
长、校友、及国内外学术、文
化、教育界人士的好评。

丘南培老师说:“我用了
两天时间把史册看完了，预想
不到内容出奇的丰富。你们
编委为新华做了件好事，请你
把我这份感激转达给所有编
委，谢谢！”

今年九十高龄的堂兄吴
清良由鼓浪屿打越洋电话跟
我说:“我细读部分内容之后,
心情变得轻松自如。谢谢你
们送给我珍贵无比、有钱也买
不到的礼物——《百年新华峥
嵘岁月》。它勾起了我心中对
第二故乡经久不变的美好回
忆。”

林芬英是我小学和初中
同学，她说：“收到《百年新华
峥嵘岁月》史册，阅读了母校
风雨飘摇的历程，感动之余，
我只想跟编委说声谢谢，你们
辛苦了！”

而今，《百年新华峥嵘岁
月》史册的发行工作已告结
束。向母校献上一份绵薄之
礼的心愿已了，几年来压在心
上那块石头终于可以卸下
了。这也许是我为母校撰写
校史的唯一和最后一次，在
此，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
最真实的感受，愿与大家分
享。

2022年，是新华学校创校
118周年，也是延续新华学校
的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建校
11周年，又迎来《百年新华峥
嵘岁月》史册问世，新华学校、
雅加达南洋国际学校以及百
年新华史册取得的成就，证明
了“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有做
不成事的人！”藉此三喜临门
之际，我仅代表《百年新华峥
嵘岁月》编委，衷心感谢所有
为百年新华史册携手同步的
新华人。他们虽然从不把“爱
新华”常挂嘴边，却把“爱新
华”三个字扎扎实实的铸进心
里，同时感谢梁俊祥先生、杨
健昌先生多方面的支持和帮
助。最后我还要特别强调和
表扬由陈国勇、洪敦良、林宏
超同学领导的66年届初中三
同学会全体同学，他（她）们都
是《百年新华峥嵘岁月》忠诚
的支持者，是他们，在史册最
迫切需要时挺身而出，鼎力相
助，促使史册能按计划发行面
世。

常言道：天下无不散的宴
席！是应当给关心新华学校
的相关社会人士、校董、老师、
校友说声珍重再见的时候
了。请允许我以史册主编代
表全体顾问、编委、编辑，郑重
宣布：《百年新华峥嵘岁月》筹
委会由此刻宣告解散。最后
我引用新华人永驻心中的歌
——新华校歌作为结束：

我们要赞美我们新华，地
方广阔美丽像花园，

先生同学相亲又相爱，好
像自家里一模样。

先生同学相亲又相爱，好
像自家里一模样，

事情来了大家做下去，工
作完了快乐真无比！

脱稿于2022年8月17日

吴协和
新华魅力

通往新华学校的小路通往新华学校的小路————Gg. Tua PekongGg. Tua P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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