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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但后来他在古晋中华中学执教的
时候，1951年爆发“1029学潮”中，
他还是被左翼学生锁定为指标性的斗争
目标。涂耐冰在学潮后选择离职，继续
通过他的《时事评论报》发表自己的理
念。他曾撰文建议设立一座日侵时期死
难者的纪念碑，以纪念殉难的抗日烈
士，不过没获得良好反应。另外他也曾
大胆批判华社的左倾假文化人等课题，
在当时社会也不甚讨喜。5后来因为资金
不足才在1955年停刊。随即他再创《南
洋论坛报》，可是维持不久，还是停刊
收场。6究其实，凃耐冰和伍禅虽然不同
意见，两人却私交甚笃。后来伍禅返回
中国，还约了凃耐冰一起吃饭道别。两
人后来还有书信往来。

终老于沙巴   古晋记其人
1960年左右涂耐冰随长子到沙巴亚

庇发展。他的孩子在那里经商，他则帮
助当地华社筹办一所学校。1967年，他
于沙巴州拿笃逝世，享年62岁。综观其
一生学识中西贯通，能抡笔撰文又能带
兵打仗，下南洋后对砂沙两州华教办学
积极建设，对古晋兴化社群福祉多番奔
走，其抗日史略对南洋侨界更是贡献至
伟，唯后世对其生平知之甚微，仅古晋
华族历史文物馆载录他的事迹，流传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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