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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章民生、李安光、
李俊才等等优秀校友。
仅1964年毕业的百多位
学生中，就有10位已是
博士教授。

十 、精彩十年
1955年10月15日，

巴中举行建校十周年的
纪念盛会，新建的大礼
堂张灯结彩，鲜花彩篮
摆满通道，前来庆贺的
社会名流、侨领等齐集
一堂，校长司徒赞自豪
地说：“巴中的10年是
辉煌的10年，由当初的
27位教师发展到现在的
1 2 4 位 老 师 ， 由 当 初 的
1000多位学生增加至现
在3500位学生，10年来
为社会输送了5000多位
优秀人才……”

司 徒 赞 校 长 的 说
话丝毫没有夸张，在他
回 国 定 居 后 6 年 ， 巴 中
依然朝气蓬勃、学风优
良，每年学生都保持在
3500—4000位之间，正
如当年的董事长郭毓秀
所 诗 言 ： “ 巴 中 学 府
耀南天，桃李英才遍寰
宇……”。    

1 9 6 0 年 ， 巴 中 为
适应时代的要求，更名
为“雅加达中学”。这
个时期，学校再度掀起
回国升学热潮，几乎所

有高中毕业的同学都争
着回祖国升学。这一年
司徒赞校长回国定居，
由梅州籍的刘耀曾先生
担任校长。1963年，刘
亦回国定居（后于1982
年病逝于梅州市），后
由刘宏谦先生继任“雅
中”校长。

十一 、最后一课

1966年中，在神州

大地刚刚燃起熊熊“文

革”烈火之际，印度尼

西亚也因“9·30”事件

（艾地事件）掀起反华

排华浪潮。 

经历了21个寒暑春

秋，为印度尼西亚社会

为中华民族培育了逾万

名散布于世界各地英才

的华校之光——巴城中

学，即当时的“雅加达

中学”遭印度尼西亚当

局勒令结束停办。
1966年7月1日，全

校师生含着泪花上完最
后一节课后，黯然地依
依难舍地离开了这所培
育他们成长的校园。一
代名校，从此消失在雅
加达市区版图。但这所
学风浓郁、师范彰著、
团结友爱的名校形象却
永远深深地铭刻在万千

学子和华侨的心中……

十二、雄心不已
巴中虽然结束至今

将近40年了，但为了维
护母校的形象和维系校
友的情谊，一群热心的
巴中人，每季均出版一
期“巴中会讯”，内容
刊载世界各地校友动态
和抒发对母校的情爱。
至今已出版了30多期，
而且遇有突发情事还另
出特刊。

巴 中 人 不 单 在 印
度尼西亚有颇具规模运
作 的 巴 中 校 友 会 ， 在
北京、天津、桂林、南
宁 、 广 州 、 上 海 、 福
州 、 厦 门 、 武 汉 、 昆
明、长沙、湛江、香港
等地也成立了校友会。
他们互相联络，互慰情
怀，更不时举行外地校
友前来的聚会……正如
一位校友所言：“巴中
人真像自己人”。

1991年1月13日，巴
中旅港校友会在香港新
光酒楼举行盛大的欢聚
会，筵开73席，而早已
定居香港的赖增创校长
亦自然成为校友们的恭
迎人物。师生校友欢聚
之场面热烈而又温馨，
规模之盛大和节目之精
彩令人叹为观止。 

1995年10月15日，
在 巴 中 建 校 5 0 周 年 之
际，巴中旅港校友会在
尖沙咀海洋皇宫酒楼，
举行盛大的纪念会，世
界 各 地 校 友 纷 纷 前 来
香港，一位老教师笔名
叫“阿五”致函曰：“
欣逢母校建校50周年纪
念 ， 群 鸟 思 亲 ， 备 极
动情。老巢虽已不存，
仍 从 四 面 八 方 汇 聚 一
堂……”，是晚筵开200

多 席 ， 参 加 者
达2千多人。由
1 0 月 1 3 日 开 始
的 文 艺 表 演 、
游 览 活 动 至 1
月 1 8 日 结 束 ，
堪 称 盛 况 空
前……2005年6
月 份 ， 巴 中 校
友 广 州 分 会 举
行 隆 重 的 母 校
6 0 周 年 纪 念 ，
参 加 的 校 友 有
600多人。

2 0 0 5 年 8
月 2 1 日 ， 印 尼
雅 加 达 巴 中 校
友会，也举行了盛况空
前的巴中建校60周年纪
念，现任巴中校友会主
席黄信堂先生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当日参
加的师生和眷属有5000
多 人 。 翌 晚 再 设 2 0 0 多
席宴请招待海外归来参
加庆典之校友，并由巴
中校友会副主席李世镰
先生发表感人肺腑的贺
词。第三天则举行各届
校友座谈会……庆典之
盛隆可谓史无前例……

十三、巴中情怀
面对着一大迭数十

年来的《巴中会讯》，
尤其50周年的精美巨型
纪念特刊，浏览一篇篇
来自世界各地校友对母
校深情的怀念和诉说，
间闻校友乃至其后裔真
情对话，我们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

为什么一间不受政
府资助和支持（当年司
徒赞校长逢星期天都亲
身带领师生到街头募集
办学经费），只靠华侨
团体筹捐经费的华文中

学竟能在不算长的21年

中培育出这么多出类拔

萃的优秀人材；而回国

升学的杰出校友，如非

因为“华侨”两字负累

为“中国文化大革命”

所冲击挫折，他们的成

就必将更为骄人；

为 什 么 结 束 长 达

近 4 0 年 的 “ 巴 中 ” 仍

然 令 万 千 校 友 痴 情 不

散 ？ … … 我 们 无 言 以

对，只能衷情地说：巴

中，确确实实是一所真

真正正的永不消失的华

文名校！ 

（鸣谢巴中51届校

友李启明提供主要资料

及赖增创、李世镰、李

如祥、李启明先生予于

意见和补正，由于撰写

匆忙，加上采访人数尚

少难免错漏，乞请读者

原宥。）

（ 注 ： 本 文 作 者

李景钦为《梅州侨乡月

报》特约记者，徐杞富

为 香 港 梅 州 联 会 副 会

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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