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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华中三年半，先后
担任多项重要任务，
先是负责初中数学，
生活指导兼舍监、美
术指导，后来接任华
中教导主任。1956年
还 考 进 厦 门 大 学 第
一届海外函授学院本
科生，到1962年正式
毕业。1957年底，印
尼 政 府 实 施 “ 教 育
排外法令”強逼执行
分 校 ， 规 定 华 校 只
允 许 中 国 籍 子 女 就
读 ， 印 尼 籍 学 生 要
就 读 籍 民 学 校 ， 坤
甸 华 中 作 出 重 大 牺
牲，郭老师也不得不
返 回 雅 加 达 担 任 新
教 学 任 务 。 不 过 ，
他 对 坤 甸 华 中 留 下
非常深刻的记忆和祝
福。他在一篇回忆文
章中如此写道：“60
年代是华中的鼎盛时
期，中学部有七百多
名学生，小学部有一
千多名学生，中小学
教师有五十多位。⋯
华中从1938年开办到
1966年被专制政府所
封闭，经历了28年充
满艰辛而又不屈的光

辉历程。在历史的长
河里，28年也许只是
一瞬间，但华中培育
人才的壮举、友爱团
结的精神像不灭的灯
塔 ， 照 亮 了 众 多 学
子的人生道路，为国
家、为社会的进步作
出了贡献。”“印尼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
代，更有不少华中师
生与时俱进，以落地
生根的精神面貌积极
投入到各种社会公益
活动和华教复兴的行
列中，为建设一个多
元 文 化 的 社 会 而 努
力。华中人永不做时
代的落伍者，华中精

神必将薪火代传、永
不熄灭！”

从北华、新文中
学到日新高中

1 9 5 8 年 1 月 ， 郭
温和老师回到雅加达
北 华 学 校 担 任 教 导
主任，兼任高小6年
级地理老师，他也曾
在母校巴中教课，为
时不太长；不久后，
雅加达玉融公会决定
把新文学校扩大，增
设“新文实验中学”
，聘请教育家刘宏谟
担任校长，在董事长
张鸣琴先生的热情关
怀 和 积 极 谋 划 下 ，

新 文 中 小 学 成
为 雅 加 达 先 进
的 华 校 之 一 ，
郭 温 和 、 康 大
立 、 梁 俊 祥 等
都 受 聘 为 主 要
的 老 师 ， “ 不
断 创 新 、 精 益
求 精 ” ， 把 新
文 中 学 办 得 十
分 出 色 ， 1 9 5 9
年 新 文 中 学 培

育出的第一批初中毕
业 生 ， 投 考 高 中 ，
考 中 率 达 到 百 分 之
百。1966年学校被封
闭后，新文师生在恶
劣的环境中还坚持小
组学习，组织了100
多个小组，分别在学
生的家里上课，住在
附 近 的 非 新 文 学 生
也闻讯来参加学习，
学习的科目是语文、
数理化、英文和印尼
文，新文董事会照样
给教师付薪水，小组
学习持续了三年。（
笔者当时也在郭老师
协助下，参加了一些
家教教学工作，以维
持基本生活。）

1962年，在城区
的日新中小学改组，
把日新高中的准字交
给新华中小学创办，
取名新华日新高中学
校，由吳寄南担任校
长 ， 吳 校 长 高 瞻 远
瞩，大胆起用一批中
国 大 学 毕 业 回 来 的
印尼族留学生和印尼
本土的华教学者如杨

昆岗、吳志曼、韩英
平成为高中部老师，
郭温和也被聘担任高
三班主任和教导数理
（他当时巳取得厦门
大学海外学院本科学
位）、后期我也被聘
担任高中一班主任教
导文史课），可惜美
国中情局策划反共反
华和反苏加诺总统阴
谋，发生1965年九卅
事变，印尼进步社团
和左派组织人士全部
被查封和屠杀，1966
年 4 月 6 日 ， 全 部 华
校 ， 包 括 新 华 、 华
中、日新和新文、巴
中等都被一举查封，
郭温和、庄淑贞老师
和我都失去教学育人
的工作，我们只好默
默承受严酷挫折，历
经 千 辛 万 苦 重 创 生
活。

艺术玻璃纤维雕
像有特殊业绩

郭温和与庒淑贞
老师于1958年8月24日
在雅加达简朴结婚，
婚后有一段时期在新
文中学的宿舍寄宿，
他们的长女郭欢利就
于1962年在新文宿舍
诞 生 ， 学 校 被 关 闭
后，整整三十年，我
们大家过着艰苦奋斗
的生活。郭温和老师
磨过豆腐水卖、做过
喜场糕点、骑脚踏车
穿街走巷卖货、开过
小亜弄店，做过工厂
的职员，勉强维生，
最值得回忆的是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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