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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 育 对 人 类 文 明 的 进 步 起 着 关 键

性的作用。

自古以来，不论东方或西方社会，都十分重

视教育。这是因为教育不只能启迪人们的智慧，

也能培养品格、提升修养，使人不断地进步。

我们的先辈早期为了谋生而选择远渡重洋，

南来新加坡。在本地落地生根、安家落户后，他

们开始注重教育，以期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

早期本地的学校，尤其是华校，都是华社自行

创办的。它们有些是宗乡会馆独立资助的，有

些获得会馆的津贴，一些则是由个别热心人士

自行筹资创建的。其中，尤以闽籍学校为多。

根据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早期由闽籍社团或

人士创办及资助的学校，就达约58间之多。其

中，由本地闽属会馆如：福建会馆、安溪、晋

江、福州、福清、南安、龙溪、漳州、永春和

禾山等创办的学校就有19间之多。

时代的巨轮不断地在转动，我国的历史也

起了重大的变化。从石叻坡到新加坡，我们不

再附属于英国。脱离英殖民政府、独立至今已

有45年，我国除了在社会、经济上取得成就，

为配合时代的需求，在教育体制上也不断地进

行修订调整。早期由华社创办的学校，或是完

成使命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或是由教育部接

办管理，其它的因获得会馆的支持，转型为辅

助学校续办下去，并取得不凡的成绩。

为让后辈了解先辈对我国教育，尤其是华

文教育所作的贡献，福建会馆特别邀请文教界

人士组成出版委员会，出版一本记录本地闽籍

学校史的书籍。本书除了通过各会馆搜索相关

资料，我们也访问了前任的校长，让他们分享

早期办校的苦与乐。

最后，我要感谢出版小组的努力付出，使

得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出版，并预祝各位阅读

愉快。

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 蔡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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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于1906年的道南学校。(图片出处：《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