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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隆

青 年

年就暗地里阅读鲁迅著作和其他进步著作及

刊物 (尤其是邹韬奋
“

生活书店
”

出版的书籍

和刊物
,

影响甚广 )
。

另一些人就埋头 于自然

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

做些力所能及的实验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林水泉联 合 了关翠琴
、

陈

碧桃等 人组成的化学会
。

处于 日本法西斯的

铁蹄之下
,

他们不敢声张
,

暗地里进行 集体的

学习和讨论
,

进行科学实验
,

但只限于少数 ) L

个志同道 合的青年人参加
。

他们依靠 自己
,

苦心钻研
,

集体讨论
,

互相启发
,

取长补短
,

共

同提高
。

这为战后初期的
“

万隆青年自然科

学会
”

的建立
,

奠定了基础
。

二战结束后
,

由于作为核 心人物的林水

泉回国求深造
,

化学会也就因
“

群龙无 首
”

无

形中解散了
。

林走前
,

把一些化学仪器 阳药

品移交给陈博仁
,

由他保管
。

1 9 4 6年
,

万隆华校纷纷复办和兴办
。

其中

培华学校初中部招生
,

初中二开始 }: 化学 课
,

但苦于没仪器无药品
,

没条件进行实验
。

恰 好

陈博仁的弟弟在该校初中二班读 朽
,

就把同

学引来家里作实验
,

以后 又到各药房购买药

品和仪器加 以补充
。

参加实验的 人数越 来越

多
,

家里就容纳不下了
。

此时
,

陈博仁结 识 J
`

林俊勋
,

林也是一位对化学有浓厚兴趣的青

年
,

林提出他的邻居有一间前房愿出租
,

租金

又不贵
,

可作实验室之用
,

大家都同意采纳这

个好建议
,

于是化学会就有
一

了一个约 il( 平方

米的会所
。

接着装上了煤气
,

按上 了水管
,

购

置了实验桌
,

制作了一些药架
,

所需的经费由

大家分头筹集解决
。

实验室就这样因陋就简
,

依靠 自力更生
,

以 勤俭搞科研的精神办起来

了
。

于是
“

万隆青年化学会
”

的会务蒸蒸日 }几
,

吸引了不少喜欢理科的青年学生来参加

当时的化学会是 由陈博仁和林俊勋担任

主要负责人
。

他们利用业余时间 ( 卜午或晚

上 ) 辅导这些参加化学会的学生
。

组织形式

是灵活机动的
,

人数多了
,

就分成若 卜小组
,

大家互教互学
。

参加时间长的
,

当小组长 能

.陈博仁

自 然

科 学

“

万隆青年自然科学会
”

是 由一批热爱自

然科学的万隆华侨青年组成的
。

许多对科技

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学生几乎都被吸引和团结

在她的周围
。

这个群众性团体
,

富有朝气
、

活

力和凝聚力
,

对培养华侨科技人才
,

推动学习

科技的热潮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

战后 (直到 50 年代末 )
,

万隆华侨青年界

追求进步
,

努力学 习已形成为一股 良好风

气
。

当时万隆出现两个 引人注 目的学 习团

体
:

热爱自然科学的组成
“

万隆青年 自然科学

会 ,’; 热爱社会科学的组成
“

万隆学 习社
” 。

谈起
“

万隆青年自然科学会
”

的诞生
,

不

能不提起其带头人化学家林水泉
。

他一生热

衷于化学研究
,

全身心投入于教育事业
,

培养

了不少化学人才
。

60 年代中期 华校被关闭

后
,

他转入办 日用化学工厂
。

综观他一生的

事业
,

始终和化学结合在一起
。

在 日本法西斯统治印尼的后期
,

华侨青

年都陷于极端苦闷和压抑之中
,

一些进步青



者为师
,

负责指导新来的
,

人数多时达五六十

人
。

化学会的学习方法和活动 内容
,

和学校

的化学课相 比较有所不同
。

它以实验为主
,

强

调亲 自动手
,

多动脑筋
,

提倡勇于进行探索和

实验
。

例如制氢
,

就不仅仅是按教科书上讲的

用 Z n + H o l
,

他们还翻阅各种有关参考书
,

用不同的金属
,

如 A l
,

F e ,

C u
等 ; 所用酸也如

此
。

这样学员研究所得的知识既广又深
,

学得

扎实
。

另外
,

还重视进行集体讨论
,

进行各种

计算等
。

在化学会里
,

成员关系融洽密切
,

亲

密无间
,

犹如相处在一个大家庭里
。

19 51 年 6 月
,

陈博仁和林俊勋都回国升

学 去了
。

这时许 多成员认为仅搞化学还 不

够
,

也不满足
,

认为应扩大到数理化等领域
,

这样
,

团体名称也得更改
,

于是决定更名为
“

万隆青年自然科学会
” ,

并积极向社会各界

筹款
,

准备建立新会所
。

由于参加
“

万隆青年 自然科学会
”

的成员

一般都是华校里成绩优异
、

上进心强的高材

生
,

因此
,

他们几乎也都是华侨学生运动中的

骨干人物或积极份子
,

在当时的万隆华侨民

主爱国运动里都扮演着积极的重要的角色
。

在宣传抗美援朝
,

给最可爱的人
—

中国人

民志愿军写慰间信
,

拒毒运动 (不看美国影

片
、

不看黄色影片
、

不看反动报刊 )
,

保卫世界

和平的征集签名运动
,

尤其在 19 5 5 年 4 月间

举行的万隆会议期问
,

参加保卫中国代表团

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工作… … “

万隆青年自然

科学会
”

的成员都积极地投入和参与
,

起过很

好的作用
,

不少人都有过出色的表现
。

自 19 5 3 年起直到 6 0 年代初
,

万隆华侨

学生在每年 6 月都掀起了回 国升学的热潮
。

“
万隆青年 自然科学会

”

的成员 自然又站在最

前列
,

一批又一批地回国升学去了
。

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

数理化成绩

都较好
,

化学成绩更为突出
,

因而被录取到化

学系就读的人数也就特别多
。

没回国而留下来的成员
,

多数人到各华

校里担任数理化教师
。

当时印尼华侨社会十

分重视华文教育
,

华校的发展了砂决
,

而师资来

源却严重缺乏
,

如今有这样一批又 一批的年

轻有为的教师补充进来
,

为教师队伍增添了

新鲜皿液
,

成为教师队伍的生力军
,

使华校在

质量上的提高和发展
,

得到了保证
。

19 6 0 年以后
, “

万隆青年 自然科学会
”

的

业务活动更向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
,

自觉地

适应着社会发展的需要
,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向中医中药
、

针炙和当地土药方面发展
,

一 止些

人转向从事中医中药
、

针炙方面的研究和实

践
。

目 19 61 年起
,

在陈燕生 (即陈宁 )主编的

(印度尼西亚语学习》 这份刊物里
,

几乎每期

都登载有署名
“

万隆青年自然科学会
”

的文

章
,

如 《关于癌与白花蛇舌草 》
、

《高血压与萝

芙木及长春花》
、

《印尼药用植物
:

鹿角藏和同

瓣草 )
、

(印尼药用植物
:

叶下珠和滑果叶下

珠》
、

(印尼药用植物
:

龙葵和地胆草》
·

一
,

颇

受人们的重视
。

6 0 年代中叶
,

印尼政局突然剧变
,

华人

社团被取缔关闭
, “

万隆青年 自然科学会
”

也

就随之停止活动
。

大多数人
“

下海
”

经商 去

了
,

但还有一些人从事着他们所热爱的中队

中药针炙的医务工作
,

继续弘扬代表中华优

秀文化的中医针炙
,

如创办了
“

康源诊疗所
”

及
“

中华诊疗所
”

等等
,

为当地群众服务 有

时还主动到贫困地 区为穷苦的原住民义务治

病
。

他们做了不少好事
,

深受当地原住民和

华人的尊敬和爱护
。

增进了华 人和原住民的

友谊
,

促进华人更好地融 合于当地的主流社

会中去
。

〔作者单位 :
分别为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

程系 厦门大学历史系〕

本文参阅的主要资料如下
:

①陈博仁提供的书面 回忆资料
。

② 19 9 4 年 12 月—
人9 9 5 年 2 月笔 者在印尼和

香港期间访 问陈秀隆
、

黄月周
、

林俊民
、

杨 玉卿等 人

的回忆记录
。

③ (印尼 )陈宁 (即陈燕生 )主编
:

( 印度尼西 亚 语

学习》 (中文月刊 )
,

一96 吐年第 l 期至第 6 4幻J
,

19 ,̀ 2 年

第 l ,仁月至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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