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与默默奉献
蓬勃发展的山口洋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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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在我国的发
展趋势一直以来都很让人
关心。

自华文开放后近廿多
年来，当初许多名校都纷
纷高薪聘请来自中国的老
师，让本地的学生有机会
学好汉语。

那 时 ，由 于 印 尼 断 层
了卅多年的华文教育，懂
华文而愿意再执教鞭的人
士都已花甲之年，师资来
源的确十分紧迫，培育合
格年轻的汉语老师成了燃
眉 之 急 的 工 作 ；一 开 始 ，
雅 加 达 华 文 教 育 协 调 机
构、还有个别团体或人士
都一直在努力，将不少有
中文基础的学生保送到中
国 去 培 训 。 十 多 年 过 去
了 ，人 们 却 很 奇 怪 地 发
现 ，为 什 么 有 些 名 校 、中
企仍会跑去西加，尤其去
山口洋聘请当地的年轻华
文教师？也许原因是来自
中国的师资费用高，手续
繁多，而本地人才也不差
呀！据知，单山口洋的一
所华文补习所，每年都会
有外岛的学校或企业前往
聘请他们补习所刚中学毕
业或者到中国培训回来的
学生去工作。那又为什么
这些人才很多都是来自坤
甸 、山 口 洋 还 有 棉 兰 、巴
淡等这些地方呢？

2018 年 时 ，就 曾 经 让
我感到惊讶。那年印华作
协举办了第二次青少年的
中文写作比赛。参加者有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学 校 学
生，但入围的却是西加坤
甸 、山 口 洋 以 及 巴 淡 、楠
榜 、三 宝 垄 的 学 生 ；最 后
他们来雅加达参加决赛，
青年组得到冠军的是坤甸
学生，学生组冠军的是巴
淡学生，而且坤甸及山口
洋学生得高分的占多数。

这又是为什么？因为

地 理 、人 缘 、环 境 ？ 或 许
有点关系吧！但最主要一
点是他们有专门的华文补
习场所，也可以说有这样
的环境！

就拿山口洋这个城市
做例子吧，山口洋华人占
全 市 人 口 60% 多 ，而 且 华
人集中于市区，其他族群
却分散在市郊，而世世代
代市民日常交流都用客家
话（河婆腔那种客家话），
也让其他族群当小贩的、
当店员的、当杂工的都学
会了客家话，这种习惯对
华人子弟在学习中文过程
中十分有利，因普通话与
客 家 话 好 多 是 一 脉 相 通
的 ，学 习 起 来 也 比 较 快 ；
二来那儿因靠近新加坡、
马 来 西 亚 、沙 捞 越 ，华 人
每天打开来看的电视节目
或收听的广播电台多数是
这些国家的华语节目及华
语歌曲，还有中国的中央
电视台。孩子们在家里从
小耳濡目染，对学习中文
就感到亲切且容易，这就
是 上 面 说 的 环 境 地 缘 关
系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
们有自己专门学习中文的
场所，比如坤甸有一所陈
慧珍女士创办的“共同希
望 语 言 学 院 ”、山 口 洋 有

“ 教 师 联 谊 会 ”开 办 的 华
文补习所、山口洋南中校
友会开办的“南华中小学
华 文 补 习 所 ”、还 有 盐 町
新港的“印华公学”、高杯
山的“印华公学”，市郊外
的“ 福 律 新 生 华 校 ”、“ 新
光明华文补习所”等等都
是供学生专门补习华文的
场所。他们上课的时间是
在下午三点至六点，学习
课程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
文教材，所以比起其他正
规学校一星期只参插几节
中文课的学生学习时间比
较多，也学得比较专。

为了让读者更了解那
儿 孩 子 们 学 习 中 文 的 情
况，在此就简单介绍山口
洋 自 华 文 开 放 以 来 的 概
况。其实 2000 年华文正式
开放之前，山口洋许多有
识 之 士 ，为 传 承 中 华 文
化，已在暗中给孩子们补
习中文。2000 年华文开放
后 ，各 地 的 华 文 补 习 班
（规 模 比 较 小）犹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四 处 成 立 。 2002
年 ，在 17 位 老 教 师 发 起
下 ，山 口 洋 成 立 了“ 教 师
联谊会”，拥有会员 100 多
位（包 括 邻 镇 的 华 文 教
师），并 推 举 了 黄 锦 陵 前
辈为主席。山口洋“教师
联谊会”在培育师资青苗
起着推动的作用；当时他
们选拔了一批有基础的学
生在企业家或华社团体的
支 持 下 保 送 到 中 国 去 培
训，学成归来后当上了补
习学校的教师，又再培育
新苗。另外，如 2012 年黄
锦陵主席与徐崇妹前辈也
曾 带 领 了 45 名 年 轻 的 华
文教师赴中国广东湛江大
学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培
训；并在 2017 年年底主持
为期两周的“山口洋教师
联 谊 会 师 资 培 训 班 ”，在

赤道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
请来了来自中国岭南师范
学院的张鲁昌老师与周依
依老师来培训，让来自山
口洋周边地区的一百多位
华文教师和准老师获得师
资证书，缓解了当时印尼
华 文 教 育 师 资 短 缺 的 难
题，这与黄锦陵主席与山
口洋教师联谊会及华社热
心 团 体 、人 士 的 倾 心 努
力、默默奉献分不开。

为了让读者更了解当
前山口洋华文补习学校的
近况，这里选了我们比较
熟悉的一所山口洋“南华
中 小 学 华 文 补 习 所 ”，是
由当时旅椰南中校友会总
主席倪秀龙旗下的教育福
利基金会创办的，位于山
口 洋 西 区 赫 尔 曼 莎 路（Jl.
Hermansyah）的 一 间 大 院
里，现执教的有 13 位年轻
老师，多数是从该校及盐
町 新 港 的“ 印 华 公 学 ”毕
业后再到中国深造或培训
回来的青年教师。补习所
于 2007 年 7 月 开 办 ，至 今
差不多有 17 年了，学生有
800 多 人 ，加 上 在 石 角 村
的 南 华 小 学 总 共 有 学 生
1200 多 名 ；小 学 一 星 期 轮
流 上 课 三 天 ，有 六 节 课 ，

初中每星期上五天课；现
任校长是刘小红老师。

刘小红老师是 80 后的
年轻老师，是山口洋华文
教 育 改 革 开 放 后 培 养 出
来 的 年 轻 中 文 教 师 的 代
表人物；目前她已拥有硕
士学位，她还兼任山口洋
盐 町 新 港“ 印 华 公 学 ”补
习所的校长，管属下的学
生有 1500 多位。

能认识刘小红老师是
因 当 年 认 识 了 她 的 父 亲
刘一飞前辈。2003 年我回
乡 时 ，在 林 硕 福 乡 亲（已
故）带领下参观了盐町新
港村的“印华公学”，让我
看 到 了 家 乡 因 华 校 被 封
闭后的第一所中文学校。
那次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
识了刘小红老师的父亲刘
一飞前辈（已故）。

后来才知道，印尼华
文仍被禁锢时期，刘一飞
前辈已在他们居住的村子
里偷偷办起了华文家庭补
习班，可说是当地传播华
文教育的奠基人。改革开
放后，华文补习班犹如雨
后春笋般成立，学生已有
一百多人。到了 2000 年下
半年，刘一飞前辈就与两
位热心乡亲共同出资买下
了村里的一块地皮，并与
多位乡亲组成了建校筹委
会，他们积极进行募捐活
动 建 校 舍 ，资 金 仍 然 不
足，后来得到了当时旅椰
南中校友会主席倪秀龙乡
亲的赞助。学校建成后，
刘 一 飞 前 辈 被 推 选 为 校
长 ，于 2001 年 5 月 1 日 举
行学校开幕礼，命名为盐
町新港“印华公学”，并于
第二天正式上课。当时，
学校只有两间教室，一间
教务处，任教的还有郭娇
媛与黄源兴两位老师。到
了 2004 年赤道资金会捐建
了两间教室，后来听说赤

道 资 金 会 又 再 赞 助 了 两
间 ，教 室 增 加 了 ，能 容 纳
更多的学生，当时学生已
有 160 名。该校小学毕业
后转到山口洋石角南华初
中就读（是当时山口洋南
中 校 友 会 开 办 的），初 中
毕业后又回到家乡盐町新
港“印华公学”任教，有的
再 到 中 国 深 造 或 培 训 回
来 ，成 了 一 批 年 轻 的 老
师。而刘小红老师就是其
中一位。

刘 小 红 老 师 2001 年
高 中 毕 业 于 印 尼 国 民 学
校，却从 1999 年就开始偷
偷跟父亲补习中文，后来
在“印华公学”就读，2003
年曾在高杯山的“印华公
学 ”任 教 一 年 ，2004 年 被
倪秀龙教育福利基金会保
送到厦门集美华侨大学华
文 学 院 深 造 ，2007 年 大 学
毕业归来为“南华中小学
华 文 补 习 所 ”服 务 ，2016
年 被 聘 任 为 该 校 校 长 至
今。以前，刘小红老师总
是担心，因为他们的补习
所仍是租的，慢慢再也无
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
但最近一篇由孤雁校友在
《国 际 日 报》发 表 的 报 道
说，今年年初以倪秀龙为
首的南中教育福利基金会
一行人回乡置地并计划建
校的消息，让乡亲们振奋
欣 喜 ，希 望 不 久 的 将 来 ，
他们能拥有自己的学校！

山口洋的华教能如此
蓬勃发展，地方上的特殊
性，如华人较集中，穷苦的
孩子多，受星马电台电视
台的影响等等补助了有利
的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
离不开有不少热心人士对
华教的奉献精神及热心团
体如赤道基金会、山口洋
地区乡亲会、旅椰南中校
友会和各地的乡亲会的大
力支持! 雅加达 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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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垄太上宫与明保善阁为贫穷残疾人士装配假肢

■ 2023年 3月16日（星期四）

■ Thursday, March 16, 2023

太上宫和明保善阁代表太上宫和明保善阁代表太上宫和明保善阁代表太上宫和明保善阁代表

【本报讯】2023年 3月 12
日三宝垄太上宫与三宝垄明
保善阁联合举办一场慈善活
动——免费装配假肢。目的
在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残疾
人士，让他们能够方便行
动。雅加达明雅善阁关仁生
主任和一群医护人员也前来
协助本次活动。

关仁生主任表示：“非
常 感 谢 大 家 的 支 持 和 赞
助，使得今天的活动能够
顺利举行。本阁目前正在
为慈善活动加大力度，我
们将会到三马琳达、邦加
槟港、巨港等市帮助有需
要的残疾人士。另外，我
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被邀
请到马来西亚帮助有需要
的 残 疾 人 安 装 假 肢 。 近
期，我们将飞到古晋和沙
捞越举办装假肢活动。希
望我们的活动能得到大家
的支持，让更多的残疾人

士能够受到社会人士的爱
心援手。”

医护人员表示：“我们
很荣幸能为社会服务，据
统计，目前印尼全国大约

有 四 万 残 疾 人 还 需 要 假
肢，可惜不是每位残疾人
都有经济能力装假肢，因
为大部分他们都处于贫穷
的家境。”希望已得到帮助

的残疾人士要珍惜本次难
得的机会。

做 好 假 肢 之 后 ，务 必
亲自来领取，因为还需要
再看是否合身。若不来领

取，只能作废，这样太可惜
了。
明保善阁这一年里抽出的
款项大约能做出了 1500 支
假肢，这个数目还是供不

应求，需要假肢的人还有
很多。”

3 月 11 日在明保善阁
会 所 Ruko Jurnatan 街 B29 ，
医护人员为九名残疾人安
装了假肢。每位装好假肢
的残疾人脸上都露出了笑
脸，他们向明保善阁和太
上宫感激不尽。

医护人员还表示，这些装
假肢的残疾人有的是因为天
生不足、营养不良、糖尿病、
车祸、工厂事故等原因而变
成了残疾。

他们都是来自三宝垄和
外地的贫穷残疾人。看到了
这些可怜的残疾人，我们的
心哪能不发出慈悲呢？所
以，我们要更努力筹款，让这
些有需要的残疾人得到新的
假肢，新的希望！让他们的
生活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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