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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新校舍
巴 城 中 学 是 二 战

后 才 创 立 的 一 所 新 学
校 。 建 校 初 期 ， 巴 中
连 校 舍 都 没 有 建 成 ，
只 能 借 用 广 仁 学 校 和
华 侨 公 学 的 教 室 上
课 。 比 起 二 战 前 创 立
的 八 华 中 学 和 中 华 中
学 等 老 华 校 ， 巴 中 可
以 说 是 白 手 起 家 。 只
有 依 靠 全 体 董 事 和 教
师 的 共 同 努 力 以 及 华
社 各 界 热 心 人 士 的 积
极 支 持 和 赞 助 ， 巴 中
才 有 可 能 得 到 迅 速 的
发 展 ， 成 为 雅 加 达 乃
至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一 所
著名华校。

1947 年，我就是
在 巴 中 借 用 的 宛 朗 岸 
（Blandongan） 旧校
舍 开 始 上 第 一 课 的 。
后 来 ， 巴 中 在 芒 加 勿
刹（Mangga Besar）街
开 始 修 建 新 的 校 舍 。
我 升 入 高 三 时 才 转 到
新 校 舍 上 课 。 但 是 由
于 经 费 不 足 ， 巴 中 每
年 只 能 修 建 一 部 分 教
室 。 初 中 部 仍 留 在 宛
朗岸。

1 9 5 0 年 我 开 始 在
巴 中 任 教 时 ， 还 是 要
回 到 宛 朗 岸 旧 校 舍 上
课 。 后 来 ， 巴 中 招 收
的 新 生 人 数 急 剧 增
加 ， 教 室 不 足 的 矛 盾
就 愈 发 突 出 。 为 了 满
足 上 课 的 需 要 ， 学 校
不 得 不 在 篮 球 场 旁 边
搭 建 了 一 排 简 陋 的 教
室 。 这 些 教 室 不 仅 面
积 狭 小 ， 而 且 只 有 靠
外 侧 修 建 了 砖 墙 ， 靠

里 面 的 一 侧 却 没 有 任
何 墙 体 ， 以 致 在 下 大
雨 的 时 候 ， 雨 点 就 会
洒 到 坐 在 靠 边 座 位 的
同学身上。

为 了 筹 集 建 校
资 金 ， 1 9 5 2 年 在 各 班
学 生 中 开 展 了 一 场 “
献 砖 运 动 ” ， 即 发 动
同 学 家 长 捐 助 建 校 经
费 。 捐 款 金 额 以 砖 为
单 位 ， 因 此 称 为 “ 献
砖 运 动 ” 。 周 末 的 最
后 一 堂 课 ， 各 班 在 班
主 任 主 持 下 由 学 生 分
别 自 报 家 长 献 砖 的 数
量 ， 并 开 展 竞 赛 。 一
开 始 ， 学 生 往 往 少 报
献 砖 数 ， 然 后 相 互 挑
战 ， 不 断 增 加 献 砖 数
量 ， 直 到 全 班 在 欢 呼
声 中 胜 利 结 束 。 我 认
为 ， 当 年 的 “ 献 砖 运
动 ” 一 方 面 体 现 了 华
侨 社 会 热 心 支 持 教 育
事 业 的 传 统 精 神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捐 献 本
应 该 以 自 愿 为 原 则 ，
而 且 必 须 量 力 而 行 ，
不 应 勉 强 。 为 鼓 励 家
长 捐 献 而 在 学 生 间 采
取 竞 赛 的 方 式 ， 无 疑
给 一 些 家 境 困 难 的 同
学 增 加 压 力 ， 这 一 做

法是不可取的。
我 和 黄 天 美 毕 业

任 教 时 ， 都 在 校 外 租
房 子 居 住 。 我 们 每 日
除 上 课 外 ， 还 要 负 责
学 生 的 管 理 工 作 ， 住
地 离 学 校 比 较 远 ， 工
作 自 然 受 到 影 响 。 雅
加 达 中 华 侨 团 总 会 工
委 李 梅 老 师 的 家 在 巴
中 附 近 ， 她 了 解 我 们
的 困 难 ， 慨 然 让 我 和
黄 天 美 在 她 家 暂 住 。
这 对 巴 中 和 我 们 来
说 ， 无 疑 是 十 分 及 时
的 帮 助 ， 我 至 今 铭 感
在 心 。 在 毕 业 留 校 任
教 的 青 年 教 师 中 ， 来
自 雅 加 达 以 外 地 区 的
越 来 越 多 ， 在 雅 加 达
又 没 有 住 家 。 于 是 ，
巴 中 在 新 校 舍 内 修 建
了 四 个 房 间 的 教 师 宿
舍 ， 我 们 八 位 青 年 教
师 便 得 以 集 中 住 在 校
内，直到1955年我和黄
天 美 、 潘 志 强 同 船 回
国 ， 才 告 别 了 这 个 值
得怀念的教师宿舍。

《中学生月刊》
1 9 4 6 年 初 ， 雅 加

达 巴 城 中 学 、 中 华 中
学 和 八 华 中 学 联 合 成

立 中 学 生 联 合 会 ， 并
在 中 华 中 学 张 国 基 老
师 的 倡 导 和 支 持 下 出
版 《 学 联 会 月 刊 》 。
由 于 刊 物 内 容 过 于 激
进 ， 在 学 联 会 理 事 中
引 起 争 议 ， 月 刊 只
出 版 两 期 即 宣 告 停
刊 。 1 9 4 7 年 初 ， 一 部
分 同 学 又 成 立 一 个 新
的 团 体 ， 称 为 中 学 生
社 ， 并 出 版 《 中 学 生
月 刊 》 ， 由 杨 维 灿 任
社 长 ， 李 尊 贤 任 编
辑 ， 陈 长 淦 任 财 政 兼
发 行 工 作 。 聘 请 华 中
张 国 基 老 师 和 新 华 中
学 校 长 杨 新 容 老 师 及
《 新 报 》 记 者 温 德 玄
（ 慕 由 ） 先 生 为 顾
问 ， 并 请 张 国 基 老 师
题写刊名。

不 久 ， 杨 维 灿 等
主 要 创 办 人 相 继 去 香
港 达 德 学 院 学 习 ， 游
禄中（胡月） 继任
总 编 辑 。 后 来 ， 任 觉
（ 华 中 同 学 ） 和 我 加
入 编 辑 部 。 《 中 学 生
月 刊 》 创 办 初 期 ， 人
员 很 少 ， 经 费 困 难 ，
编 辑 部 约 稿 、 写 稿 、
改 稿 和 排 版 工 作 ， 都
没 有 任 何 报 酬 或 稿
费 。 幸 亏 得 到 一 些 爱
国 华 侨 和 《 新 报 》 的
帮 助 ， 才 得 以 按 期 出
版 。 尽 管 如 此 ， 游 禄
中 先 生 有 时 还 需 垫 付
一 些 费 用 ， 以 解 燃 眉
之 急 。 《 中 学 生 月
刊 》 设 有 笔 谈 、 印 尼
史 话 、 自 然 科 学 、 青
年 习 作 以 及 木 刻 漫 画
等 多 个 栏 目 ， 它 虽 以
华 校 中 学 生 为 主 要 读
者 对 象 ， 但 同 时 也

受 到 许 多 爱 国 华 侨 青
年 职 工 的 欢 迎 。 作 者
队 伍 也 逐 渐 扩 大 ， 如
巴 中 教 师 李 伟 康 （ 阿
五 ） 先 生 、 《 新 报 》
的 温 德 玄 （ 慕 由 ） 先
生 和 《 生 活 报 》 的 杨
化 先 生 ， 都 是 《 中 学
生 月 刊 》 的 热 心 作
者。1950年后，刊物销
量 迅 速 扩 大 ， 读 者 遍
及 印 度 尼 西 亚 各 大 城
市，各地均有代理处。

《 中 学 生 月 刊 》
的 工 作 都 是 义 务 的 ，
编 辑 部 成 员 也 常 有 增
减 。 巴 中 教 师 曹 辉 贤
（李宿）、林家骏和华
中教师蔡仁龙等均曾担
任编辑工作。1952年，
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局的
变化，游禄中先生举家
归国，由我接任总编辑
工作。1955年我回国升
学后，《中学生月刊》
由 雅 加 达 中 华 侨 团 总
会文教部接办，新华学
校 甘 甲 松 老 师 任 总 编
辑，邹访今先生等任编
辑。1958年停刊。

  《生活报》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前，在雅加达早已有两
家著名的华文日报，就
是《新报》和《天声日
报》。它们在日本占领
时期都被当局取缔，直
到战后才得以复刊。《
新报》一贯秉持民族主
义 立 场 ， 同 情 和 支 持
印 度 尼 西 亚 民 族 独 立
运动，最受华侨读者欢
迎，也得到印度尼西亚
各界人士的尊重。《天
声日报》则是中国国民
党人创办的报纸。我在

                 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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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南总领事出席雅加达华侨庆祝中国
国庆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