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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校 歌 中 第
一 句 歌 词 ， 内 容 非 常
高 昂 、 宽 广 、 响 亮 。
犹 如 巍 峨 的 山 峰 ， 高
耸 云 天 ， 岿 然 不 动 地
站 立 在 南 洋 。 初 出 茅
庐 ， 如 此 豪 言 ， 是 时
代 和 事 实 的 体 現 。 老
校 友 温 广 益 兄 说 得
好:“这是日军宣布投
降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结 束 后 ， 印 尼 华 侨 教
肓 史 上 的 一 件 大 事 ”
。 

一 、 新 的 时 代 ，
创立了华侨教育的新
思维，奠定了“巴城
中学屹立南洋”的基
础 。 巴 中 的 成 立 ， 关
键 是 日 本 法 西 斯 无 条
件投降。(注1)日寇曾
经 设 计 “ 大 东 亚 共 荣
圈 ” ， 宣 称 “ 大 和 民
族 是 世 界 上 最 优 秀 的
民族。”(注2)理所当
然 地 充 当 “ 大 东 亚 ”
乃 至 世 界 的 霸 主 。 要
像 琉 球 、 朝 鲜 、 台 湾
那 样 ， 统 统 的 沦 为 “
大 日 本 ” 的 国 土 ， 在
占 领 地 上 实 行 皇 民 教
育。

然 而 ， 日 寇 企 图
以 速 胜 征 服 东 亚 的 野
心 ， 陷 入 了 中 国 全 民
抗 战 和 持 久 战 的 泥 潭
中 ， 其 6 7 % 的 兵 力 被
中 国 军 民 死 死 缠 住 。
日 本 资 源 匮 乏 ， 经 不
起 长 期 战 争 。 从 1 9 3 1
年“9.18”至1941年的
珍 珠 港 事 件 ， 经 过 1 0
年 ， 日 寇 久 攻 不 下 中
国 ， 弄 得 国 内 人 民 生
活 十 分 贫 困 。 为 了 掠
夺 资 源 ， 日 寇 趁 德 国
法 西 斯 吞 并 了 法 国 、
荷 兰 之 后 ， 侵 入 南

洋 ， 所 到 之 处
烧 杀 抢 掠 。 司
徒 赞 在 诗 中 描
写当时情景:“
漫 天 烽 火 遍 南
洲”。(注3)人
们 对 日 本 法 西
斯 的 暴 行 十 分
愤 怒 ， 南 洋 华
侨 和 当 地 人 民
结 成 反 法 西 斯
联 盟 ， 组 织 多
支 的 抗 日 武 装
对 日 寇 开 展 游
击战。

打 倒 日 本 法 西
斯 ， 东 方 各 民 族 人 民
重 见 天 日 ， 欢 呼 和
平 、 民 主 的 新 时 代 到
来 。 在 南 洋 ， 一 轮 红
日 升 起 ， 在 民 族 领 袖
苏 加 诺 总 统 的 领 导
下 ， 伟 大 的 印 度 尼 西
亚共和国诞生了!同年
9月，华侨教育家司徒
赞等人得到释放。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结 束 ， 国 际 形 势 发
生 了 重 大 而 深 刻 的 变
化 。 首 先 ， 法 西 斯 体
系 灭 亡 ， 老 殖 民 主 义
者 英 、 法 、 荷 等 国 的
势 力 被 削 弱 ， 它 们 在
世 界 的 影 响 已 是 黄
昏;  其次，东方的中
国 从 “ 东 亚 病 夫 ” 成
为 战 胜 国 ， 废 除 了 一
系 列 不 平 等 条 约 ， 成
为 中 美 苏 英 四 大 国 之
一 。 中 国 是 联 合 国 的
创 始 国 ， 安 理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 中 国 国 内 共
产 党 的 力 量 不 断 壮
大，人心所向;  第三，
亚 欧 大 地 民 族 主 义 兴
起 ， 纷 纷 独 立 。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独 立 ， 铲 除
了 日 本 法 西 斯 和 荷 兰

殖民主义者的势力。
在 新 的 形 势 下 ，

华侨教育何处去?一场
争 辩 之 后 ， 身 为 华 侨
教 育 家 的 司 徒 赞 、 刘
耀 曾 等 人 坚 持 创 新 精
神 ， 以 崭 新 的 思 维 教
育 华 侨 青 少 年 。 这 一
新 思 维 奠 定 了 “ 巴 城
中 学 屹 立 南 洋 ” 的 坚
实基础。

二 ， 组 成 一 支 強
有力的教师队伍，构
建起“巴城中学屹立
南洋”的框架。 回顾
华 侨 历 史 ， 老 一 代 华
侨 中 ， 有 许 多 人 出 身
贫 穷 ， 甚 至 卖 猪 仔 当
华工，(注4) 他们目睹
祖 国 屡 遭 日 寇 侵 占 ，
引 发 极 大 的 悲 愤 ， 当
然有反日情绪。1942年
3月，日寇侵入爪哇島
后 ， 以 “ 敌 性 华 侨 ”
为名，将司徒赞等540
多 名 爪 哇 侨 领 和 教 师
关 押 在 西 冷 监 獄 。 尔
后 ， 又 将 司 徒 夫 人 刘
金端女士等10多名妇女
逮 捕 判 刑 ， 刘 女 士 被
判10年徒刑。(注5)  直
到 日 寇 投 降 ， 司 徒 赞
等 人 才 得 以 释 放 。 当
月 ， 在 司 徒 赞 、 刘 耀
曾 等 人 的 努 力 下 ， 创

建华侨联合中学。1946
年 6 月 更 名 为 巴 城 中
学 ， 这 是 南 洋 华 侨 史
上 一 件 大 事 ， 一 面 鲜
艳的旗帜。

巴 城 中 学 在 司
徒 校 长 的 领 导 下 ， 汇
集 了 多 名 曾 经 遭 受 过
日 寇 关 押 、 折 磨 多 年
的 华 侨 教 育 家 和 资 深
教 师 ， 组 成 了 一 支 强
有 力 的 董 事 会 和 教 师
队 伍 ， 建 立 和 完 善 了
具 有 規 模 的 物 理 、 化
学 、 生 物 实 验 室 ， 图
书 馆 。 这 支 队 伍 反 对
用 旧 的 格 调 办 学 ， 不
是 为 教 育 而 教 育 ， 而
是 秉 承 侨 心 ， 以 创 新
的 思 维 育 人 。 他 们 的
辛 勤 耕 耘 ， 为 “ 巴 城
中 学 屹 立 南 洋 ” 构 建
起钢铁框架。

三 ， 一 群 群 有 理
想的青少年为追求真
理而来，为“巴城中
学屹立南洋”增添生
命力。 在日冠占领时
期，“敌骑纵横”，(
注6)社会充满暴力，
人心惶惶。 华侨教育
家 被 关 进 大 牢 ， 学 校
已 经 瘫 痪 ， 不 知 有 多
少 儿 童 、 少 年 、 青 年
失去求学的黄金年华?
他 们 渴 望 上 学 ， 追 求
知 识 、 追 求 上 进 。 巴
城 中 学 的 建 立 ， 为 他
们 敞 开 大 门 。 虽 然 ，
巴 城 中 学 的 物 质 条 件
差 ， 校 舍 简 陋 ， 但
是 ， 学 校 以 精 神 制
胜 ， ” 坚 持 进 步 爱 国
的 方 向 ， 高 素 质 的 教
学 成 绩 ， 艰 苦 朴 实 的
作 风 塑 造 青 少 年 的 灵
魂 ” 。 ( 注 7 ) 引 得 青
少 年 为 真 理 而 来 ， 为

考 上 巴 城 中 学 而 感 荣
光 。 追 求 者 从 爪 哇 全
島 至 加 里 曼 丹 、 从 苏
门 答 腊 至 苏 拉 威 西 而
来。1955年，10年校庆
时，巴城中学(含附小)
学 生 人 数 达 到 5 4 0 0 多
人 ， 成 为 世 界 上 学 生
最多的中学。

巴 中 学 生 会 坚 持
正 确 的 思 想 路 线 ， 在
相 关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
引 导 全 校 同 学 开 展 多
种 课 外 活 动 ， 诸 如 出
版 黑 板 报 、 举 办 时 事
常 识 学 习 班 、 进 行 科
学 实 验 和 文 体 活 动 。
这 些 活 动 ， 增 进 了 同
学 情 谊 ， 努 力 向 上 ，
活泼舒畅。

来 到 巴 中 读 书 ，
许 多 感 慨 在 心 中 。 有
一 位 香 港 巴 中 校 友
说 ： “ ‘ 巴 城 中 学
屹 立 南 洋 ， 为 我 华 侨
首创’ ……峥嵘岁
月 ， ‘ 恰 同 学 少 年 ，
风华正茂 ,’我们刻
苦 学 习 ， 团 结 互 助 ，
奋 力 向 上 ， ‘ 融 融 欢
乐一堂,’ 筑铸了巴
中情。”  一位雅加达
巴中校友说:“同聚一
室 ， 同 窗 共 习 。 乐 观
向 上 ， 进 取 不 息 。 良
师 益 友 ， 感 情 融 洽 ，
永世难忘。”

回 顾 7 0 年 ， 风 雨
与 光 荣 ， 总 是 因 为 巴
中 感 情 吐 放 芳 香 。 感
情 飘 荡 在 南 洋 和 北
国 ， 东 方 和 西 方 。 在
西 欧 的 一 位 巴 中 校 友
说 : “ 一 日 同 窗 万 年
系”, 来自北美的一位
巴中校友说:“但愿来
世再结缘”, 久居中国
的一位巴中校友说:“

                  巴城中学屹立南洋    58年届 北京 张日城

                   为纪念巴城中学成立75周年而写 上

张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