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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联合中学(巴中）
             华校的延申          1

巴中   特刊
雅 加 达 联 合 中

学 （ 即 后 来 的 巴 城 中
学 ， 简 称 巴 中 ） 的 创
立 和 发 展 可 以 说 是 战
后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文 教
育 鼎 盛 时 期 的 一 个 标
志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刚 结 束 ， 为 满 足 华 侨
社 会 对 华 文 教 育 的 需
求 ， 著 名 华 侨 教 育 家
司 徒 赞 、 沈 珍 传 、 刘
耀 曾 先 生 等 即 主 张 打
破 华 侨 乡 籍 的 藩 篱 ，
分 别 代 表 广 仁 学 校 （
广 东 籍 ） 、 福 建 学 校
（ 福 建 籍 ） 和 华 侨 公
学 （ 客 家 籍 ） ， 协 商
合 作 创 建 一 所 华 侨 公
立 的 华 文 中 学 ， 并 将
校 名 暂 定 为 联 合 中
学。

联合中学于1945年
10月15日开学时，连校
舍 也 还 没 有 ， 只 能 暂
时 借 用 广 仁 学 校 和 华
侨 公 学 的 教 室 分 散 上
课 。 然 而 ， 联 合 中 学
的 创 立 还 是 获 得 了 华
侨 社 会 各 界 热 心 人 士
的积极支持。

1946年6月，创建
联 合 中 学 的 三 个 侨 团
将 学 校 交 给 雅 加 达 中
华 总 会 文 教 部 接 办 ，
经 费 由 独 立 的 董 事 会
筹 措 ， 学 校 也 改 名 为
华 侨 公 立 巴 城 中 学 。
校 长 仍 由 司 徒 赞 先 生
担任。

1948年，巴中开始
兴 建 自 己 的 校 舍 ， 学
校 规 模 也 迅 速 扩 大 ，
成 为 印 度 尼 西 亚 最 著
名的爱国华校之一。

巴 城 中 学 的 成
立 反 映 了 战 后 华 社 发
展 华 文 教 育 积 极 性 的
显 著 增 强 。 巴 中 不 仅

获 得 爱 国 华 侨 企 业 界
的 财 力 物 力 支 持 ， 而
且 拥 有 一 支 水 平 较 高
和 热 心 教 育 的 教 师 队
伍 ， 包 括 曾 在 八 华 中
学 和 其 他 华 校 任 教 的
富 有 经 验 的 老 教 师 如
刘 耀 曾 、 刘 宏 谟 、 韦
同 芳 、 刘 宏 谦 先 生 等
等 ， 以 及 一 些 新 近 从
中 国 和 欧 美 著 名 高 校
毕 业 的 学 术 专 才 。 巴
中 以 其 教 学 水 平 和 良
好 校 风 而 赢 得 了 华 社
普 遍 赞 誉 ， 从 而 吸 引
了 大 量 来 自 雅 加 达 以
外 各 地 的 华 校 学 生 。
从 各 地 爱 国 华 校 对 华
文 教 育 的 发 展 乃 至 对
华 侨 社 会 产 生 的 深 远
影 响 来 看 ， 我 认 为 我
们 在 观 察 这 个 时 期 一
些 著 名 华 校 的 大 发 展
及 其 教 学 成 绩 时 ， 还
应 该 注 意 到 以 下 两
点：

第 一 ， 直 到 5 0 年
代 末 ， 仅 雅 加 达 巴
中 、 华 中 两 所 学 校 每
年 就 有 上 千 名 毕 业 生
回 到 中 国 升 学 ， 在 当
年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侨 学
生 的 回 国 热 潮 中 起 了
推 动 的 作 用 。 第 二 ，
从 4 0 年 代 末 开 始 ， 为
应 对 爱 国 华 校 学 生 人
数 激 增 及 其 带 来 的 师

资 短 缺 问 题 ， 巴 中 、
华 中 等 学 校 每 年 都 安
排 一 些 成 绩 优 秀 的 毕
业 生 留 校 任 教 一 段 时
间 ， 同 时 还 动 员 一 些
毕 业 生 到 各 地 — — 特
别 是 爪 哇 岛 以 外 地
区 — — 缺 乏 师 资 的 华
校 任 教 。 这 样 ， 不 仅
有 助 于 提 高 这 些 地 区
华 校 的 教 学 水 平 ， 也
向 这 些 华 校 师 生 传 播
了 华 侨 热 爱 祖 国 、 热
爱 中 华 文 化 的 精 神 。
其 中 一 部 分 青 年 教 师
在 任 教 几 年 后 陆 续 回
国 升 学 ， 但 也 有 不 少
人 坚 持 在 当 地 执 教 ，
直到1966年所有华校被
当 局 勒 令 关 闭 为 止 。
因 此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 尽 管 原 有 的 传 统
中 华 会 馆 学 校 也 在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而 不 断
变 化 ， 但 是 ， 雅 加 达
市 巴 城 中 学 、 中 华 中
学 、 新 华 中 小 学 以 及
玛 琅 市 中 华 中 学 、 三
宝 垄 市 华 英 中 学 、 泗
水 市 中 华 中 学 、 泗 水
市 新 华 中 学 、 万 隆 市
华 侨 中 学 、 巨 港 市 巨
港 中 学 、 棉 兰 市 华 侨
中学等5战后创建或改
组 的 华 校 ， 1 0 以 它 们
积 极 向 华 社 宣 扬 更 加
激 进 的 爱 国 思 想 和 革

命 精 神 的 作 用 ， 已 逐
渐 取 代 了 传 统 中 华 学
校 对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侨
社会的影响力。

二 战 结 束 后 ，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大 批 原
有 华 文 学 校 纷 纷 恢 复
教 学 和 新 的 华 校 不 断
创 立 的 过 程 中 ， 伴 随
而 来 的 是 华 文 学 校 出
现 了 政 治 立 场 的 明 显
分 化 。 实 际 上 ， 当 年
东 南 亚 各 国 华 文 学 校
都 曾 出 现 过 同 样 的 情
况 ， 只 是 由 于 受 到 国
际 形 势 和 当 地 政 治 斗
争 的 影 响 ， 致 使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文 学 校 的 政
治 分 化 和 对 立 更 为 明
显突出而已。

中 国 内 战 的 爆 发
使 印 度 尼 西 亚 广 大 华
侨 感 到 困 惑 和 沮 丧 。
随 着 中 国 内 战 形 势 的
发 展 ，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侨 的 政 治 立 场 出 现 了
所 谓 左 、 右 两 派 的 对
立 和 分 化 ， 华 文 教 育
的 政 治 化 和 意 识 形 态
化 也 日 益 明 显 。 由 于
对 中 国 国 内 两 党 斗 争
采 取 的 立 场 不 同 ， 政
见 相 左 ， 一 些 华 校 被
称 为 “ 爱 国 进 步 ” 学
校 或 “ 左 派 学 校 ” ，
另 一 些 则 被 称 为 “ 落
后 反 动 ” 学 校 或 “

右 派 学 校 ” 。 有 些 学
校 的 董 事 会 内 和 教 师
之 间 也 存 在 这 两 派 的
歧 见 。 如 果 说 ， 从 清
朝 末 年 直 到 抗 日 战 争
结 束 ，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侨 的 爱 国 行 动 是 基 于
民 族 自 救 、 抗 御 外
敌 、 共 赴 国 难 的 同 仇
敌 忾 精 神 的 话 ， 到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以 后 ， 这
一 团 结 的 政 治 基 础 开
始 发 生 变 化 。 华 校 以
及 华 侨 社 团 和 华 文 报
刊 成 为 左 、 右 两 派 相
互 争 斗 的 场 所 。 华 文
报 刊 、 学 生 的 墙 报 和
各 种 文 艺 活 动 都 充 斥
着 两 派 相 互 抨 击 的 言
论 。 在 一 段 时 间 内 ，
某 些 华 侨 社 团 在 改 选
领 导 班 子 的 过 程 中 ，
两 派 成 员 为 争 夺 领 导
权 而 抢 占 会 所 和 抢 夺
会 章 而 相 互 争 斗 的 事
件 不 断 发 生 ， 华 校 学
生 则 是 其 中 的 积 极 参
与者。

在 这 样 的 政 治 形
势 和 环 境 下 ， 特 别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并 与 印 度 尼 西 亚 共 和
国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后 ，
中 国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侨 社 会 中 的 政 治 影 响
和 文 化 渗 透 力 显 著 增
强 。 可 以 说 ， 当 时 印
度 尼 西 亚 华 校 都 是 以
培 养 学 生 的 爱 国 思 想
和 民 族 主 义 精 神 为 办
学 宗 旨 。 因 此 ， 大 多
数 华 文 学 校 的 课 程 设
置 、 教 科 书 的 采 用 以
及 教 学 内 容 都 进 一
步 “ 中 国 化 ” 和 “ 政
治 化 ” ， 在 中 文 、 历
史 、 地 理 等 科 目 的 教
学 中 ， 这 一 趋 势 更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