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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67）

兵败后，涂耐冰携家眷从莆田逃
到厦门鼓浪屿避难。不久后他在一名旧
侨生力邀下，于1934年举家南渡到时
称为北婆罗洲的沙巴，出任保佛学校校
长职，而妻子陈璧人则接掌丹南中华学
校。他们在沙巴召集当年师范学院的同
学过来执教，解决了许多学校的师资问
题。涂氏夫妇也开启了当地华语教学的
先河，并推动讲华语的风气。在四、五
十年代的沙巴，华语经已在社会上普及
化，涂氏夫妇功不可没。

拔笔抗日   声动南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事
侵略中国，战争影响蔓延南洋。该年岁
末，涂家六口人从北婆罗洲迁来。当时
凃耐冰就号召成立了砂劳越筹赈会，不
过肩负筹欵和捐款的主席职，还是由砂
劳越华商商会（现为古晋中华总商会）

主席黄庆昌担任。为了让民众知悉中日
战争前线实况及号召民众抗日，筹赈会
决定办报。这份发动舆论攻势的工作，
当然是由早年不畏强权，敢以尖锐文笔
批判政局与时弊的涂耐冰担任。 其时，
凃耐冰在商会出任中文书兼座办，月薪
六十元，而陈璧人则被安排于当地的福
建学校执教。不久后，《砂劳越日报》
创刊了，社长为黄庆昌，主编则是涂耐
冰。《砂劳越日报》每天出版一大张，
发行量约400份，当时身兼砂劳越筹赈
会秘书长的涂耐冰时常发表文章向日本
军国主义大肆讨伐，鼓动群众援华抗
日。当时一些侨领的公开反日演讲词和
文告，其实多出自凃氏手笔，使他在南
洋文化界享有盛名。

涂氏的热血文章也影响了许多知识
份子发表抗日文章，当中有左派学人伍

涂耐冰六十年代与儿子及友人合照

涂耐冰陈璧人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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