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化战前三位校长： 

李适生、陈兆魁与任序 

文：孙秀燕 
 

  本校前身砂香街中华学校在战前是南洋知名学府，声名远播，负笈来此就读者远至印

尼及泰国。卓越的办学绩效背后除了强而有力的董事会，更需优秀的师资及杰出的学校掌

舵者──校长。此文即介绍中华学校三名杰出的的校长──李适生、陈兆魁及任序。 
 
农经专家，才学出众～李适生 
  李适生又名李庆麟，安徽和县人，生于 1895 年。李适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1919
年五四运动中被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评议部部长。1926 年南来，翌年受方之栋校长之

邀任教中华学校，并指导小青年会出版校刊《新月》。1927年 7月，印度诗圣泰戈尔访麻

坡在新民舞台发表演说，由李适生担任翻译，英文水平让英殖民官员赞赏不已。同年 11

月，接任中华学校校长。唯李适生仅任校长八个月，即于 1928年 6月 离开麻坡回中国任

安徽省立第四中学校长。 
   1929 年负笈美国，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土地经济学及农业经济学，先获

硕士学位，1933 年获得博士学位。 
  1933 年初，李适生返回中国，在南开大学任教。1935 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土

地专门委员会委员。1936 年，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教授。1939 年，任国防最高委员

会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1940 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1941 年，兼任地价申

报处处长，另外兼任朝阳学院教授。1942 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四届立法委员。1943
年，兼任国立中央大学农经系教授。1945 年，获聘兼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农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1947 年，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及英国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农经学人会议。 
  中国大陆政权转移前夕，李适生赴台湾，继续担任立法委员，兼任台湾省立农学院农

经系教授。1955 年，到芬兰出席农经学人会议。1957 年 7 月，创办台湾省立农学院农经

研究所，并任所长。1969 年，辞去该研究所所长职务。 
  1978 年 7 月 21 日，李适生病逝。 
 
传奇一生，凄凉而终～陈兆魁 
  陈兆魁于 1932 年 1 月至 1933 年 12 月期间担任中华学校校长，从《新国民日报》的

剪报中看出中华学校在这两年内活动多元活泼，活动类型从静态到动态均具，校务亦屡创

新犹，校园呈现一片朝气蓬勃。陈兆魁除了提倡学习国际中立语，创立世界语研究社，还

不时亲自领军，带领师生骑脚车到各地旅游或赛球。1932 年 4 月，在中华校刊《新月》

停刊数年后，陈兆魁校长任内创刊《麻中校刊》。1933 年华化南两校学生参加农艺展，

取得优异的成绩。麻坡精武体育会也是在陈兆魁积极倡议奔走下成立。这名文武双全的校

长有着传奇的一生。 
  陈兆魁又名陈林，广东东莞人，出生年份不详，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毕业后任

教于东莞中学。他先后加入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具双重党籍。陈兆魁关心社会时事，尤

对劳动阶级的大众更为关注，乃投身工人运动，领导工人农民争取改善生活条件。1925
年国民党东莞支部改组，陈兆魁被举为县党部执行委员及工人部长，他以双重党籍身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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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东莞工农民革命运动发展。1926 年 6 月，中共东莞地方

委员会成立，陈兆魁当选为工运委员。 

  自 1925年至 1927年间，陈兆魁数度领导各行各业工人和资本家抗争，争取合理的待

遇，他也积极推动各界筹组工会，计组织了近百个基层工会。此外，他更组织青年工人协

会，结合力量与国民党“极右派”对抗。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及反共政变，在广州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各地。在蒋介石迅雷式地清剿下，东莞地委转入地下活动后数度改组，

陈兆魁均被举为委员负责武装工作，除了缮写文案，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外，尚主抓全省武

装斗争，发动群众运动，破坏铁轨等。12月陈兆魁意识到大势已去，乃南逃到新加坡，辗

转到中华学校任校长。 

 

  1945 年战争结束，陈兆魁返回广东，连连厄运却围绕着他，一直到他逝世。一开始，

他在广州东莞同乡会任文员，为了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他兼任多家报馆编辑。1950 年，

经济不景让他失去了工作，他于是改当教员。1966 年文革暴发，命运更把他推入绝望的深

渊。1968 年陈兆魁和儿子分别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及“坏分子”的帽子被下放劳动改造。

一年后，儿子陈达被调到外地，留下陈兆魁一人被安排在一间破旧的小屋过着困窘的生活，

当时对门住着一位生活无法自理的盲眼老太太。仁爱为怀的陈兆魁虽身处逆境中，仍经常

给予老太太协助。 
  1974 年严冬的一个晚上，70 多岁的陈兆魁在那间破屋里静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生产大队派人把他的尸体用草席包裹，抬到村东红粉岭的小山岗上埋葬。 
      1978 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兆魁得到平反。 

 

忠贞爱国，安于平淡～任序 
  原名秩安，字必寿，湖南常德市桃源县。武昌师大毕业。据《新国民日报》记录，任

序于 1932 年陈兆魁校长任内即在中华学校执教，并经常担任各类比赛评审。1935 年在林

彬卿短暂代理校长职后接任为中华学校校长。 
  任序在 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总工会农工通讯社主任、湖北省党部宣传

部干事兼武昌传所秘书；当时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即刘少奇。革命失败后，任序转入地下

活动先到湘西常德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后来辗转到上海继续地下活动，此时方易名任序。  
  1930 年参加“二七大罢工”示威游行被捕入狱，后来经同党营救出狱，避难到南洋

从事教育工作。1932 年到麻坡任教于中华学校，1935 年任中华学校校长，一年后卸任校

长职。任序在麻坡任教期间与赵佩芳结褵，于 1933 年生下长子任觉，1935 年次子任谋诞

生。任序何时离开麻坡无从考据，唯知他后来为躲避日本追杀而从马来亚逃到印尼邦加，

1940 年再迁到椰加达任教于当地中华中学。 
  1960 年举家回中国，翌年 6 月被安置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任馆员。当时有人曾认为

他仅获分配任职小文员是大才小用，替他打报不平，但任序却很知足，欣然接受领导的安

排。长子任觉聪明好学，在印尼中华中学毕业后考上印尼大学医学系，就读一年后回中国

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杰出教师。1967 年为支援内地建

设被调至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1971 年遭四人邦迫害致死。 
  1983 年 11 月 25 日任序在广州逝世。六年后夫子逝世，子女按其遗愿将二人骨灰撒

入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