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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当 巴 中 校 友 在 祖
国，在印度尼西亚，在香
港，或在世界其他各地聚
首，唱起这首庄严和谐的
巴中校歌时，禁不住心潮
澎湃，二三十年前，甚至
四十年前的往事，好像又
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多么
熟悉的校舍，多么熟悉的
老师和同学的面孔，多么
熟 悉 的 声 音 …… 好 像 这
一 切 似 乎 还 是 昨 天 的 事
情 。 然 而 ，无 情 的 事 实
是，这所战后由印尼华侨
自 己 出 钱 出 力 创 办 的 著
名华侨中等学校，1966 年
被 关 闭 。 它 的 校 友 仍 遍
布世界各地，并在各自的
岗 位 上 对 社 会 发 挥 应 有
的 作 用 。 他 们 怀 念 曾 在
那里学习过的母校，怀念
教育过自己的老师，怀念
同窗数载的同学，也怀念
巴城中学热爱祖国、热爱
母 校 和 互 助 友 爱 的 良 好
学 风 ，并 以 此 激 发 自 己

“努力自强”。正是从这
一点出发，所以，将这所
在印尼雅加达存在了 21
年（1945.10 － 1966.7），并
对 当 地 华 侨 社 会 产 生 过
一定影响、培育了一代华
侨 子 弟 的 中 学 的 校 史 写
出来，相信仍有一定的历
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联 合 中 学 时 期
（1945.1——1946.7）已 故
首任校长司徒赞曾指出，
联合中学（巴城中学的前
身）的创办，是“爪哇重光
后 巴 城 华 侨 大 团 结 的 表
现，也是多多年来吾侨理
想中的产物。”事实确实
如此。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
本 宣 布 无 条 件 投 降 ；17
日，印尼宣布独立。接着
许 多 著 名 的 华 侨 教 育 家
陆 续 从 日 本 的 集 中 营 被
释放出来，或者从避难地
相继返回巴达维亚（今雅
加达）。这时摆在华侨教
育 家 们 面 前 的 一 项 紧 迫
任务，是如何迅速创立一
所华侨公立的统一中学，
以 摆 脱 战 前 分 帮 分 派 办
教 育 的 格 局 ！ 一 方 面 借
此 以 促 进 华 侨 社 会 内 部
的团结，以适应战后形势
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三年
多 来 由 于 日 本 统 治 期 间
（1942.3——1945.8）不 许
华 侨 办 中 学 而 饱 尝 失 学
苦 楚 的 华 侨 子 弟 能 尽 快
有机会上中学读书。

9 月 21 日，华侨教育
界 的 几 位 知 名 人 士 司 徒
赞、朱自梅、刘宏谟、刘耀
曾 和 沈 珍 传 等 分 别 代 表
广仁学校、华侨公学和福
建学校，举行第一次座谈
会 ，就 上 述 问 题 交 换 意
见，决定由三校舍办临时
联合中学，暂借广仁学校

和 华 侨 公 学 为 联 合 中 学
校舍，经费则由广肇、华
侨 和 福 建 三 大 侨 团 平 均
负担。24 日，召开第二次
筹委会，决定一切校务由
主 办 的 三 校 各 派 二 人 组
成的校务委员会主持，下
设教务、训育（后改为教
导）和事务（后改为总务）
三部，主持校内行政。由
刘耀曾任教务主任、刘宏
谟任事务主任、赖绍基任
训育主任（1947 年 1 月赖
氏辞职回国，由李易洪接
任）。 10 月 3 日 ，在 第 四
次 筹 委 会 上 决 定 校 名 为

“广仁学校、华侨公学、福
建 学 校 主 办 临 时 联 合 中
学 ”（简 称“ 联 中 ”）。 10
月 9 日 ，成 立 校 务 委 员
会，司徒赞被推为常务委
员。

在 联 合 中 学 成 立 的
前夕，该校发表了下列启
事，以表达华侨教育家们
创 办 此 中 学 的 指 导 思 想
以及他们理想：“启者：处
兹 世 界 大 战 已 告 胜 利 结
束之际，我国己跻于世界
强国之列，惟文化水准，
仍极低下，今后非积极整
顿教育，不足以完成建国
之 大 业 。 过 去 本 吧 中 学
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教
学训练，均难臻完善，敝
校 等 深 觉 我 国 国 民 亟 应
以大国民之气度，放弃过
去分帮分派之封建思想，
联 合 一 致 ，集 中 人 力 财
力，合整个华侨为一体，
创 办 一 华 侨 公 立 之 统 一
中学，以适应此新时代之
要求，而为改良华侨中学
教 育 之 始 基 。 惟 兹 事 体
大，筹备需时，现为促进
实 现 此 中 等 教 育 之 最 高
理想起见，暂由敝校等合
办一临时联合中学，以显
示 我 华 侨 统 一 团 结 之 诚
意，一俟我华侨全体公立
之统一中学筹备就绪，本
校 即 可 归 并 办 理 。 深 望
我侨明达，鉴此愚诚，促
其实现，是所至祷！”

10 月 15 日 ，联 合 中
学 在 还 没 有 自 己 校 舍 的
情况下，假广仁学校举行
隆重开学典礼，司徒赞主
持了这个有 800 余名师生
员 工 参 加 的 激 动 人 心 的
开 学 仪 式 。 于 是 战 后 一
所 新 的 华 侨 中 等 学 校 正
式诞生了，而这一值得纪
念 的 日 子 以 后 便 被 定 为
巴 城 中 学 的 校 庆 日 。 联
合 中 学 创 办 伊 始 即 录 取
了 717 名学生，计编初中
一年级 7 班、二年级 4 班、
三年级 1 班、高中一年级
1 班 ，另 开 一 高 中 特 别
班，以适应学生回国升学
或 走 向 社 会 就 业 等 的 特
殊需要。后来，为了满足
从 外 地 闻 风 而 来 的 求 知

青 年 的 要 求 ，于 10 月 24
日举行第二次入学考试，
再 录 取 了 80 余 名 学 生 。
这样，经缴费注册正式入
学的学生共达 716 人，一
举 成 为 战 后 华 侨 创 办 的
三 大 中 学 之 一 。 开 学 之
初，聘请的教师共 27 人，
他们是：司徒赞、刘耀曾、
赖绍基、刘宏谟、何福同、
凌汉云、李易洪、王耀西、
钟轫程、韦同芳、温湘兴、
温鸿琳、刘宏谦、庄传升、
陈熙泽、曹燮贤、黄应基、
黄诚温、康祖硕、萧范群、
张德基、庄劲民、温吉庵、
吴民璜、余寿浩、严季将
和 胡 秀 英 。 他 们 之 中 不
少 人 战 前 就 已 经 是 有 一
定知名度的华侨教育家，
师资阵容，可谓不弱。

联 合 中 学 由 于 还 没
有自己的校舍，不得不借
广 仁 学 校 作 为 该 校 的 行
政中心，华侨公学作为第
二校，宛朗岸的中华女学
校作为第三校；而且，由
于物理实验室设在广仁，
化 学 实 验 室 则 设 在 华 侨
公学，学生们也因此不得
不往返奔跑上课。然而，
由 于 教 师 多 抱 着 牺 牲 个
人安乐的崇高精神，认真

教导、循循善诱，学生则
勤奋学习，团结友爱，加
上 得 到 社 会 上 热 心 人 士
的尽力支持，联合中学不
但维持下来，而且校务蒸
蒸日上，打破了以往先建
校 舍 后 才 招 生 上 课 的 办
学常规，这确实是华侨办
教育史上的奇迹。

1946 年 6 月，主办联
合 中 学 的 三 大 侨 团 致 函
成 立 不 久 的 中 华 总 会 文
教部，表示愿意将联中无
条件地交出，和其他中学
合并，以实现创设华侨公
立 统 一 的 完 全 中 学 的 理
想。

7 月 14 日，中华总会
文 教 部 召 集 各 有 关 侨 团
代表商讨此事，决定将联
合中学改名为“华侨公立
巴 城 中 学 ”（简 称‘“ 巴
中 ”），并 成 立 由 31 人 组
成 的 筹 委 会 负 责 接 办 工
作。这些人是：林伟明、
谢左舜、李友三、陈永福、
郑锦标、区季淮、黄根源、

吴树挂、李春鸣、麦爝煊、
陈间樵、郭美丞、李金水、
陈兴砚、温德玄、温湘兴、
徐琚清、许庆娘、刘宏谟、
司徒赞、杨新容、蒋时海、
赖景星、丘发秀、陈晋棠、
章勋义、刘耀曾、郭麟瑞、
施 文 连 、林 香 串 、洪 渊
源 。 这 些 人 都 是 巴 达 维
亚 华 侨 工 商 和 文 教 各 界
的知名人士，虽然他们的
立场和观点各异，但大家
都能够凑合在一起，在当
时 确 实 体 现 了 战 后 初 期
华侨社会的大团结。

巴 城 中 学 时 期
（1946.8 一 1966.7）1946 年
8 月 10 日，华侨公立巴城
中 学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的 成
立，三大侨团正式将联合
中 学 交 与 依 章 组 织 的 华
侨 公 立 巴 城 中 学 第 一 届
董事会接办。14 日，在第
一次常务董事会议上，推
举 徐 琚 清 为 第 一 届 董 事
长，区季淮、陈兴砚为副
董事长，麦爝煊、林伟明
为正副财政，并决定司徒
赞为校长，至此，联合中
学 的 改 组 工 作 宣 告 完
成 。 巴 城 中 学 成 立 后 面
临许多棘手的问题，诸如
教学经费不足，师资缺乏
和设备简陋等，但最严重
的 还 是 校 舍 问 题 。 此 问
题若不解决，巴中就谈不
上进一步发展，也满足不
了 战 后 华 侨 莘 莘 学 子 渴
望 接 受 中 等 教 育 的 日 益
增长的要求。1948 年秋，
以 刘 家 祺 为 董 事 长 和 陈
兴硕，吴树桂为副董事长
的第三届董事会成立，校
长 司 徒 赞 当 即 与 新 校 童
商 讨 。 迫 在 眉 睫 的 建 校
大计。刘家棋、刘英鹏、
刘 宜 应 和 徐 育 梅 首 先 自
动捐赠地点适中、交通便
利、位于孟加勿萨（Mang-
gaBesar）养生医院附近的
甲 波 加 拉 巴（KebonKela-
pa）地皮 16，000 平方米作
为新校校址，刘家祺还另
捐 3 万 盾 作 为 建 筑 教 室
之首倡。这一年，巴中董
事 会 成 立 了 以 刘 家 棋 为
主 任 和 刘 宜 应 为 副 主 任
的七人建设委员会，切实
把 建 校 工 作 提 到 重 要 议
事 日 程 。 建 校 计 划 拟 分
三期完成，其中第一期工
程 需 银 50 万 盾 ，三 期 预
计共需要银 140 万盾，这
确 实 是 一 笔 庞 大 的 数
目 。 为 了 配 合 和 推 动 建
校工作，发扬热爱学校的
精神，巴中学生自治会于
9 月 2 日 也 成 立 了“ 协 助

建校委员会”，发动同学
走向华侨社会，开展以每
人 募 捐 100 盾 为 目 标 的

“百盾运动”。由于学生
们的热情奔跑，唤起许多
侨 胞 对 巴 中 建 校 的 同 情
与 赞 助 。 在 短 短 的 一 个
多月内，共募得捐款 11.5
万多盾，对建校工作起了
有 力 的 推 动 作 用 。 而 董
事 会 募 集 到 的 建 校 基 金
亦达 30 万盾。

1949 年 5 月 22 日，巴
中新校举行奠基典礼，第
一期建校工程进展迅速，
到 1950 年 1 月，高中部学
生 终 于 迁 到 自 己 的 新 校
舍 上 课 了 。 当 时 师 生 们
心情之激动不言而喻，因
为 是 时 新 中 国 刚 成 立 不
久，大家感到一切都是新
的，课堂是新的，教材也
采用新的（酎情参照祖国
教材），到处都呈现新的
气 息 。 为 了 加 速 完 成 建
校 工 程 ，巴 中 学 生 会 于
1950 年 9 月 15 日，又发动
同学们进行第二次“百盾
运动”，在同学们的热情
奔跑下，先后共募得捐款
15 万多盾，再次有力地促
进 建 校 工 作 的 进 展 。 以
后，为了解甘孟加勿萨校
址 受 到 局 限 ，不 能 再 发
展，因而满足不了日益增
多的学生的矛盾，1954 年
春 ，巴 中 在 昆 农 沙 里
（GunungSahari）购 置 地 皮
3，000 余平方米，并转租
公馆地皮约 6.000 余平方
米 ，合 共 9.000 余 平 方
米。从是年 7 月兴工，至
翌年 8 月完成，作为巴城
中学的分校。

在 巴 城 中 学 成 立 十
周 年（1945.10 —— 1955.
10）的时候孟加勿萨正校
已拥有教室 20 间，物理、
化学、生物教室及实验室
各一间；图书室（是年藏
书万多册）、办公室、礼堂
和篮球场各一座；昆农沙
里 分 校 计 有 办 公 室 、教
室、图书室共 20 间，师生
宿舍一幢，食堂一间。学
生人数从办校初期的 760
人 ，发 展 至 3,283 人 。 其
中 初 中 一 年 级 13 班 、二
年级 12 班、三年级 9 班学
生共 1，971 人；高中一年
级普通科 9 班、二年级普
通科 7 班，三年级普通科
4 班，另有高中—、二、三
年级师范科各一班，学生
共 1，312 人 。 在 这 10 年
中，共培养了高中普通科
9 届，毕业生 677 人；师范
科 5 届， （下转 B7 版）

巴城中学史略巴城中学史略

前言
巴城中学屹立南洋 为我华侨首创

贤师益友教学相长 融融欢乐下堂

愿我同学努力自强 前程万里无量

祝我巴中声教远扬 蔚为祖国荣光

昔日巴中正校大门昔日巴中正校大门

曹雪贤老师曹雪贤老师陈熏发黄景洪老师陈熏发黄景洪老师

温持祥温持祥__刘宏谦等老师刘宏谦等老师 刘耀曾刘耀曾 分校校门分校校门

温广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