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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所 周 知 ， 印 尼
首 都 雅 加 达 的 中 华 中
学 和 巴 城 中 学 是 上 世
纪 驰 名 印 尼 的 爱 国 华
侨学校。

两 校 学 子 除 当 地
和 爪 哇 各 地 的 外 ， 更
有 “ 负 笈 四 方 ” 来 自
苏 岛 、 廖 内 、 邦 加 、
勿 里 洞 、 东 及 西 加 里
曼 丹 、 苏 拉 威 西 ， 甚
至 远 在 马 鹿 姑 群 岛 的
安 汶 、 T E R N A T E 等
地 ， 仅 这 就 足 以 明 证
两 校 在 印 尼 华 侨 心 目
中的地位。

它 不 但 为 印 尼 、
而 且 也 为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各 地 培 育 了 众 多 的
对 社 会 、 对 人 群 有 作
为、有贡献的人才。

今 年 是 华 中 创 办
80周年，巴中创办74周
年 。 作 为 巴 中 生 为 什
么 要 两 校 并 提 写 这 篇
纪念文字呢？

翻 看 两 校 校 史
可 以 得 知 ， 许 多 热 心
侨 教 事 业 的 侨 贤 身 兼
两 校 的 校 董 ， 例 如 华
中 董 事 长 郭 毓 秀 先 生
又 是 巴 中 董 事 ， 两 校
领 导 层 以 及 专 业 教 师
都 是 祖 国 南 来 矢 志 开
拓 中 华 文 化 教 育 的 先
贤 ， 好 多 老 师 两 校 兼
课 ， （ 例 如 温 持 祥 老
师 ） 甚 至 两 校 的 毕 业
生 互 到 对 方 校 任 教 （
例 如 徐 敬 能 学 长 ） ；
好 多 同 学 曾 在 华 中 又
到 巴 中 学 习 或 同 胞 兄
弟 姊 妹 既 有 华 中 生 又
有巴中生。

印 尼 华 校 鼎 盛

年 代 ， 许 多 华 中 、 巴
中 毕 业 生 从 事 华 侨 教
育 工 作 而 成 为 同 校 同
事 ； 回 国 热 潮 中 同 船
归 国 ， 同 校 升 学 ， 走
上 工 作 岗 位 后 在 同 地
生 活 ， 更 有 的 喜 结 连
理。

中 国 广 州 、 福
州 、 湛 江 三 地 的 校 友
会 是 由 两 校 同 学 联 合
组 成 。 北 京 、 南 京 等
各 有 校 友 会 的 城 市 ，
经 常 联 合 开 展 联 谊 互
助活动。

大 家 都 能 记
得 ， 5 0 年 代 侨 总 庆 祝
国 庆 等 大 型 活 动 ， 都
是 在 华 中 大 操 场 或 大
礼 堂 举 行 ， 以 两 校 为
主 干 表 演 团 体 操 、 歌
舞 等 等 。 两 校 可 谓 是
亲 密 无 间 的 姊 妹 校 。
本 文 记 述 两 校 为 西 加
华 侨 教 育 作 贡 献 的 史
迹。

为 西 加 学 子 营 造
了升学平台

西 加 （ 西
加 里 曼 丹 的 简
称 ， K A L I M A N T A N 
BARAT）是印尼华人
聚 居 最 多 的 地 方 。 史
料 记 载 ， 唐 宋 年 代 就
有 华 人 足 迹 ， 两 百 多
年 前 更 有 众 多 中 国 人
南 来 ， 从 事 开 金 矿 、
垦 殖 ， 少 数 人 经 营 土
特 产 ， 开 发 繁 荣 了 当
地 。 中 国 人 遍 布 全 境
的 穷 乡 僻 壤 ， 随 之 逐
渐 集 中 在 埠 镇 、 城
市 ， 形 成 极 具 特 色 、
无 异 于 祖 籍 地 的 华 人

社会。
早 年 ， 各 市 镇 有

私 塾 、 各 乡 籍 同 乡 社
团 办 的 学 校 ， 二 战 前
首 府 坤 甸 和 山 口 洋 的
华 校 就 开 办 了 初 中 ；
二 战 后 华 侨 冲 破 帮
派 、 乡 籍 意 识 ， 出 现
华 侨 大 团 结 的 大 好 形
势 ， 在 各 地 “ 中 华 公
会 ” 统 筹 下 ， 各 级 华
校遍布市镇乡村。

二 战 前 ， 学 子
要 深 造 则 须 回 中 国 或
到 新 加 坡 。 笔 者 在 椰
升 学 期 间 、 寄 居 “ 寄
宿 舍 ” 的 房 东 傅 胜 昌
说 ， 他 是 日 占 前 从 坤
甸 到 初 创 的 华 中 念 高
中 ， 比 回 中 国 或 到 新
加 坡 简 单 便 当 得 多 。
可 见 椰 城 办 高 中 对 西
加极具现实意义。

二 战 后 ， 继 坤
甸 、 山 口 洋 之 后 、 邦
戛 、 三 发 相 继 开 办 中
学 。 到 椰 城 升 高 中 必
定 报 考 华 中 和 巴 中 ，
只 有 少 数 因 政 治 倾 向
的不同而报读他校。

5 0 年 代 有 个 “ 西
加 旅 椰 同 学 会 ” ， 会
员 几 乎 全 是 两 校 同
学 ， 足 以 说 明 两 校 为
西 加 学 子 升 学 营 造 了
就 学 平 台 ， 此 乃 为 西
加华教作贡献之一。

推 动 西 加 华 教 事
业发展出大力

1 9 5 0 - 1 9 5 2 年 ，
西 加 各 地 几 乎 都 经 历
了 拥 护 新 中 国 和 亲 台
派 之 间 争 夺 华 校 的 斗
争 ， 最 终 拥 护 新 中 国

华 侨 取 得 胜 利 ， 华 校
从 此 更 蓬 勃 发 展 ； 邦
戛 、 三 发 两 所 中 学 于
5 2 年 创 办 。 就 在 这 个
历 史 转 折 时 期 ， 巴
中 、 华 中 毕 业 生 ， 不
怕 遥 远 、 不 辞 辛 劳 ，
越 过 爪 哇 海 ， 应 聘 奔
赴西加各中学任教。

据 向 当 年 在 西
加 任 教 的 诸 老 师 、 校
友 询 问 和 笔 者 亲 历 所
知，1951年开始就有巴
中 、 华 中 生 应 聘 到 西
加执教，他们是：

坤 甸 中 华 中 学
的：

谢叔宝（“1952年
巴 高 中 毕 业 后 就 去 西
加 任 教 ， 先 后 两 次 ，
是 “ 支 援 西 加 华 教 最
久的一个”） 

余麦风 关文龙 陈
菊梅 郭温和 庄淑贞

曾春贤 廖光纯 彭
钦仪 邓菊梅 王慧芳

黄素蓉 丘立忠 叶
江英 刘云兰 侯兰云

（均是巴中生）    
黄丽薇 关文豹（

华中生）
坤 甸 振 强 中 学

的：
张洽宜 温广益 何

敦泉 徐敬能 谢简城
陈功勋 陈菊莲 钟

英起 陈景新 许传华
胡世源 饶福生 刘

胜坤 李勤英 林鑫泉
黄寿民 钟锦多 张

国垣  
（ 仅 陈 功 勋 是 华

中生） 
山 口 洋 南 华 中 学

的：

黄 忆 明 ( 又 名 江
汁 ， 是 第 一 个 到 西 加
执教的巴中生，1950年
毕 业 ， 1 9 5 1 年 到 山 口
洋)

朱章维 李绍基 李
恭生 郑丽华

（巴中生）
饶应森 温懋和 欧

阳东方 蔡文贵
李年华 郭婉仙 陈

琼梅 徐玉兰 孙惠东
洪坤玉 （华中

生）
邦 戛 中 华 中 学

的：
余 麦 风 ( 巴 中

生，1955年从坤甸支援
邦 中 ） 孙 惠 东 、 林 清
华、杨仕琳、李桂亭

（均是华中生） 
三 发 中 华 中 学

的：
奚 培 根 （ 华 中

生） 赖仁亮（巴中
生）

温 广 益 学 长 有 个
统计数字，1953年振强
中 学 教 员 1 2 人 中 ， 巴
中生6人，1954年增至8
人。

1959年邦中8位教
师，巴中华中生占了5
位 。 从 这 组 数 字 看 ，
华 中 、 巴 中 对 西 加 华
教 的 贡 献 之 大 ， 可 见
一斑。

尤 为 珍 贵 的 是 ，
在 拥 护 新 中 国 和 亲 蒋
台 两 派 “ 争 夺 ” 华 校
后 ， 极 需 师 资 和 当 时
较 欠 缺 数 理 化 教 师 的
情 况 下 ， 华 中 巴 中 生
的 到 来 所 起 的 作 用 ，
是极其关键巨大的。

 华中、巴中对西加华教的贡献
          福州 巴中58年届 贝仲敏   上

巴中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