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文同種  兩樣情 

               ——你所不知道的泰北華校 

               

                                     文/陳江松(梓園獅子會榮譽會長) 

 

    凡是到過泰北旅遊的朋友，多數對於美斯樂、金三角、邊城美塞、長頸

族、騎乘大象，還有所謂的白廟和黑廟，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那是旅行者的印象，特別的景點，異國的風俗。而我，以及另外七位泰北

華文教育專案志工，我們所看到的泰北華人生活，特殊且深刻的學校觀察，聽

到當地華人所轉述的過往歷史，和一般旅行者所體驗到的，非常不一樣。 

    將這兩者印象加總起來，也許會比較貼近事實，比較能拼湊出當地完整的

生活樣貌，以及攸關當年孤軍後裔的血淚記憶。 

    整個泰北濱臨緬甸和寮國的山區地帶，長達 1600 公里，占地約台灣的三倍

大，華人後裔約 15-20 萬人，多數居住在這裡。這裡的莽莽蒼蒼，綿延千里的

險惡地形，訴說著國軍血戰異域的悲壯歷史，也養育著華裔後代的泰國生活。 

                
                      泰北的高山與華人聚落 

 

慘澹經營的華校 

    促成我們前往泰北華文學校進行華文教師師資培訓的，是中華救助總會，

也就是早年「送炭到泰北」活動的主要執行單位。當年決定不回台灣，選擇定

居泰北的華人，基於傳承中華文化及不忘祖宗教訓的前提，在各個華人聚落陸

續成立華文學校，後來因為泰國排華，原有華文學校就被泰國政府強行徵收，

改為泰文學校，華人只好另闢蹊徑，在聚落的邊緣又悄悄成立華文學校，校舍

多數破舊簡陋，教室也都沒有窗戶，學生課桌椅也多為各種不同型式的舊桌椅

拼湊使用。 



                 

                      泰北華校的簡陋教室 

    目前多數華人子弟已歸入泰國籍，白天必須到泰文正規學校就學，放學後

的傍晚和周六上午才到華文學校就讀。學校校長多由當地較有名望又被村民普

遍信賴的人擔任，有的是由村長兼任，有的是由當地仕紳擔任，多數是不支薪

的義務職，除了要負責找齊師資，也要備妥學校必要的開銷和教師薪資，是一

個很吃力卻令人敬佩的崇高職位。 

 
    泰北華校校門圍牆彩繪          台灣企業家以其父親之名捐建禮堂 

    至於老師，因為薪資普遍過低(月薪平均約 3000 到 6000 泰銖，泰國幣值與

台幣接近)，無法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四口之家每月生活開銷約 10000 到 20000 泰

銖)，很難聘到好人才，流動率也高。多數老師白天還要負責其他生產工作(如

從事農作、擺攤、打工等)，才能維持起碼的生計。 

    當學校教師數不足時，解決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一個老師教兩個班級，

清晨五點到七點教一個班，傍晚四點到六點再教另一班，白天時段老師去當農

夫或做別的事：第二種是合班上課，最嚴重的是有一個位於回海村的偏遠學校

雲台小學，只收幼稚園到二年級，三個年級共 30 多位學生，統由一位老師授

課，其每月薪資 4500 泰銖，學生所收學費只夠給老師每月 1500 泰銖，其餘不

足的 3000 泰銖，全由中華救助總會以種子教師名義給予津貼補助。 

    另有一所位於邦麻漢的學校漢光小學，村內多數是少數民族（傣族、傈僳

族、拉祜族），全校學生 90 多位，每人每學期學費只收 600 泰銖，竟然只有 20



多位學生可如期繳交，所收學費 13000 多泰銖，尚不足支付全校三位老師一個

月 15000 泰銖的薪資，不足部分全賴台灣天主教明愛會、僑委會與善心人士捐

助。這個學校的屋頂是斜頂灰瓦，在一次下了大冰雹之後，砸出很多破洞，每

遇下雨，就會到處漏水，至今仍無經費可更新或檢修屋頂。 

    這些華校的實際艱困狀況，遠非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足台灣的人所能想像。

也許，我們需要學習的是，時刻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得來不易的幸福，並非一

切享有，都可以那麼理所當然，那麼理直氣壯，甚至棄之如敝屣。 

偏遠聚落  全員參與 

    一個離清邁機場需要經過約 1600 個彎道的學校到底有多遠？培德中學位於

密豐頌(又稱葉豐頌)省的黎明新村，一個全村只有七、八十戶，一條長一公里

多，寬約 4 米的「仰哲大道」(台灣善心人士出資買水泥，全村村民每家負責 80

袋細石子，平攤出工完成的水泥道路)貫穿全村，只有一家雜貨店位於校門前。

從清邁開車到這裡，經過彎彎曲曲上下起伏的山路，大概需要 5 小時的時間。5

小時，足夠從台北開到高雄，中間還可以在服務區略作休息。 

 
     黎明新村唯一的雜貨店                   仰哲大道及住家 

    培德中學全校 90 多位學生中，約有 40 多位來自緬甸的傣族，他們在此寄

居，需付錢請村民協助照料生活起居，原因有二：第一，這裡沒有販毒的虞

慮，第二，長大後留在泰國找工作比較容易，薪水也較高。全校八位老師當

中，有五位來自緬甸，其中又有三位是姐弟關係，姐姐因丈夫吸毒而與之離

婚，獨自帶著兩個各為 10 歲和 8 歲的孩子來此依親，兩個雙胞胎弟弟則剛從初

中畢業，臉上還充滿著年輕人靦腆的稚氣，也跟著到這個學校擔任老師。 

    經隨機調查，泰北華文學校的老師當中，多數學校都有為數約三分之一到

三分之二的比例是從緬甸過來的華人，其中有大部分到目前為止仍不具泰國

籍，也就是我們所知的非法移民。泰國政府也大略知道這些情況，採取的態度

是睜一眼閉一眼，但只允許他們在固定範圍內活動，若需遠離住處(據說若離開

村落超過 9 公里範圍就屬遠離)，就需要經過村長批准同意，否則會被警察取

締。 



    學校有一棟老舊教室拆除，原地增建一座禮堂，需要經費約 300 萬泰銖，

目前只募到 80 萬，校長已經決定動工，而且是邊施工邊募款。施工所需鵝卵

石，則動員全體村民，每家需負責到河邊挖取 50 袋的石頭，校長(村長兼任)還

親自開著自家貨車，一車一車地搬運到學校。 

                  
                      楊校長親在開貨車載砂石 

    這個聚落，闢建道路，全村總動員；建校所需石料，全村都參與。一個貧

窮的村落，所有的公共事務，有人熱切領導，籌措資金，其他全員參與，奉獻

勞力，充滿了不分你我的一體感，很令人佩服，這與我印象中的六○年代台灣

農村非常相似。 

刻意保留的傳統 

    在台灣，長久以來，多數人不再有機會唱「中華民國頌」或「梅花」這樣

的早年所謂的愛國歌曲。何以如此？原因在於多年來的政黨惡鬥，甚多政客為

了一黨之私與個人之利，採取煽動族群對立與「只須表明立場，不必探究是

非」的愚民政策，電視名嘴又唯恐天下不亂而語不驚人死不休，加上媒體趨向

庸俗化，罔顧社會責任，從旁推波助瀾。至今，很多人在國家認同上已經產生

了非常嚴重的混雜現象，當然不會有人唱這些歌。 

    位在邊龍村的光華中學，全村 4000 多戶人家，有一半屬於傣族，全校共

700 多名學生，主任告訴我們，他們每晚八點二十分放學前，全校學生會在中

庭集合，由老師帶領齊唱中華民國頌，並在呼完口號之後才放學。 

     
            學生高唱中華民國頌 



    我們最後一站參訪回馬村恩泉小學時，一進校門，發現楊校長已經集合數

十名學生列隊歡迎，並一一為我們在脖子上帶上塑製花環，接著是全體師生排

隊齊唱中華民國頌、梅花等歌曲，我們就站在前面和他們一起唱，心裡擁著澎

湃，眼眶逐漸濕潤。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未免太八股了，太過時了，也太狗腿了…。對於台灣

的某些年輕人來說，如果出現這樣的看法，很自然，也不意外。因為，過去洗

腦式的黨國教育，他們還沒出生，中華民國宣布離開聯合國的舉國悲憤，他們

來不及參與。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上了 50 歲的人來說，不管如今大家如何看待國家的定

位，那個高唱愛國歌曲的時代，是我們的切實經歷，是我們的年輕熱血，是我

們的愛國展現。那是真實存在過的遙遠記憶，是一種壯闊歷史的沉澱，是一種

生命掏鍊洗滌的曾經。 

    在泰北的華文學校，辦公室裡除了高掛泰皇照片之外，也幾乎都會懸掛蔣

中正總統的照片和孔子的畫像，禮義廉恥的校訓也都張貼在全校最顯明易見的

位置。這些對台灣來說，已經屬於古老的陳年舊事，卻在泰北華校中被刻意保

留。 

   
      校門口高掛禮義廉恥校訓             恩泉小學師生歡送我們 

 

    很多好朋友及獅友們，知道我們定期去泰北幫華文教師上課，也知道他們

的窮困景況，就有人捐錢給我，讓我帶到現場視實際需要給予必要的資助，這

當中也包括梓園獅子會，我非常感謝他們。和我一同前往的志工夥伴，也有幾

位是帶著他們的朋友捐款(包括法官、企業家、朋友等)前往，都在最需要的地

方給予支助，甚至有的志工是採取自掏腰包，默默協助的方式進行。 



              

                  作者代表梓園獅子會捐款 

    捐款多數運用在學校的教學大樓和禮堂興建，以及資助貧寒學生繳交學費

這兩方面，他們缺的還很多，我們做的實在只是杯水車薪。但這中間代表的是

一份同為華人的人道關懷，我們只做我們能做的部分。 

    泰北華人的生活處遇，類似台灣的四、五十年前鄉下景況，他們多數人辛

勤工作，卻無關物質享受，只是為了滿足實際生活的實際所需，他們率真、簡

樸、認份。為了傳承華人文化及傳統，他們在沒有任何政府支援的情況下，殫

精竭慮地辦理華校，造福子弟，令人由衷敬佩。 

    生活在台灣的同胞，實在是華人中最幸運，也是最富足，最自由的一群

人，真的要好好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福分，福分不會永遠都在，除非我們願意

持守優良傳承，願意保存簡單純樸的心志，並仍然相信善良與溫柔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