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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到宽柔学村

                        

在新山建埠后的半个世纪，1913年新山就出现了“宽柔”这个名

字。她以�肇会�在楼上主办的私�——育才学堂为��，�配合上新

山潮州人的计�和力量，终�在陈旭年街附近��Jalan Dobby�创�了一创�了一

间华文学校，并且根据〈中庸�，取了一个很有文化�平的校名——宽〈中庸�，取了一个很有文化�平的校名——宽中庸�，取了一个很有文化�平的校名——宽�，取了一个很有文化�平的校名——宽，取了一个很有文化�平的校名——宽

柔。

宽柔在首半个世纪已经是间名校了。�年在中国教育界里有“南洋

四大名校”的美誉，一间在印尼的耶加达，一间在新加坡，就是养正；的美誉，一间在印尼的耶加达，一间在新加坡，就是养正；，一间在印尼的耶加达，一间在新加坡，就是养正；

一间是吉隆坡的尊�，而宽柔就是�中的一间。宽柔发展到今�，我�

有5间小学，根据据2002年的统计，学生总数超过1万名。我�有宽柔中

学，分校本部及分校两个校�，学生总计接近9千名。从1945年以来，以来，来，

宽柔就有�学，现在改为宽柔中学�间部，成为宽柔中学的一部分。

1975年宽柔成立专�班，1986年宽柔董事会申办“宽柔学院”，1990年

政�批准学院的创�，不过，改名为“南方学院”。经过将近一个世纪

的经营和奋发，“宽柔”不�是一间学校的校名而已，而是5间华小、

两间中学、一间�校以及一所学院的总代名�；这个总代名�，可以称



南
方
学
院
学
术
丛
书
第
十
五
种

402

之为“宽柔学村”。除了宽柔有学村之外，新山还有全国最大型的华文

小学——国光小学，也是华社创办的。

从前，陈嘉�在集美及��曾经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包括中

学、师范、各种专�以及��大学，形成一个名闻文教界的“集美学

村”，�誉远播，千古佳�。今�，像陈嘉�如此“�家兴学”的人实

在很难�出现了，不过，我�新山却以整个新山几十万的华族向陈嘉�

学习，我�要使“集美学村”在新山出现，让历史�亮起灿烂的灯�。

Johor Jaya华小要筹150万，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第二期开始动�，要筹一

千多万，南方学院要筹百万�金及50万教育�金；这些，�本上都出�

新山市井小民的口袋。

新山人为什�有这股力量？古庙精神，我�为是古庙精神。宽柔宽柔

学村是新山所有华族的共同�产，不分帮派，不分言语，是全体新山人

的“最爱”。宽柔宽柔5间华小由一个董事会负�管理；不管任何帮的人�

担任，�他4个帮派都全力�持，这就是古庙精神，也是义兴精神。

宽柔中学及中华公会的运作，也以此为模式。所谓“古庙精所谓“古庙精

神”，就是五帮共和，全民团结，共同为华社奋发拼搏。它�源�“义

兴公司”，是义兴公司的�统。新山能够建立起学村，义兴的�统和古

庙的精神非常重要。

宽柔学村的例子非常特�，新、马区不但罕有�例，世界上�他学村的例子非常特�，新、马区不但罕有�例，世界上�他

地区也很难有这样的例子。作为新山的儿女，�持古庙精神及义兴�

统，是义不容辞的�任，因为它是宽柔学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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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宽柔以教——新山�另一个故事  

陈�藩

年前，笔者曾为文谈起新山的宽柔学校以“�十不�，百年更

新”为校庆主题，期�校龄达“百年树人”时，“校体”也常青不�。

最近，南方学院的郑良树��与安焕然讲师这两�宽柔人联合编

写的《宽柔纪事本末》出版了。郑��在新书推介礼上提出了“宽柔学

村”这个概念。

“宽柔学村”的意义是什��？

 ——新山华人社会，�百年前即以不分方言籍贯的“一（坟）山

一（神）庙一校”的义兴（公司）精神和（柔佛）古庙精神，世世代代

倾民间力量兴办民族教育。今�，宽柔五所小学是县内�大部分华裔孩

童的启�学�；宽柔独立中学及�古来分校更是中台之外世界上最大的

华文中学；我国第一所突破官方�制的民办大专“南方学院”也是脱胎

�宽柔中学�级专�班的发展。以宽柔为核心，新山人以民间力量完成

了海外一个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或名以“宽柔学村”，足

足耗了新山华人将近百年光景，而它所默默展示的，是一种比植树还要

缓慢的民办教育力量。

即使在马来西亚，也找不到另一个城市的华文教育体系，如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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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柔一样��扎根�一个城市的历史与记忆里。从华人与华文文化的

角度来看，新山的历史前前后后有两大“图�”：前期是�满草莽�奇

色彩的“义兴公司”；后期则是因“宽柔以教”而�文一座城市的“宽

柔学村”了。

今日，从这学村�出去的宽柔人不计�数，落足�对岸�城的宽

柔人大概也�马来西亚背景永久居民之大比�。不久前，马来西亚一家

有线电视台拉队到新山拍摄一个现场论坛节目，在提到新山与新加坡的

关系时，主持人��发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马来西亚，大家对新山

华社的教育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新山，��是宽柔，一直都在为对岸

培养和��中文人才……！”这个不无带些煽情�计的问题，�实也多

少反映新山与吉隆坡及新加坡三城之间“远亲不如近�”的现实关系。

最近，笔者以Google Earth软�的卫星摄像俯览新山市区，在长堤

以东的宽柔校�内，竟能��到那座�子塑像的坐标。我向来都�为，

这座立�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子塑像，�具文化�间的象征意义：

�子从宽柔校��海，区区一�之隔，对岸�上的文化语言生态，已是

另一番生存姿态了。

对这座���子像，我�一弄不明白的是，为何校方只在座�附

了一�“学而不思则罔”，反而撇开宽柔校名典�的那�“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南方之强者也，君子居之”不用？

要说新山的�事，就是要让后人知道，先民在思索校名时，已经

具有Google Earth卫星摄像这样�远的视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