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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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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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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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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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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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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