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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了各自的事业，
相见时也常为此感到
高兴和快慰。

(二)
巴中建校五十周

年了、多年来、我总
是在心里怀念母校，
对老师思念之情丝毫
未减、我非常钦佩他
们的智慧，对学生的
关心、帮助、对处理
问题的周到，一个人
能 长 留 在 他 人 的 心
里，靠的是道德和智
慧的力量。

韦同芳老师是上
海国立交通大学理学
士 。 闻 名 于 南 洋 教

育界的巴中物理实验
室、就是韦老师以心
血凝成的杰作。先进
齐全的仪器设备、庄
丽舒适的教室，那阶
梯式的教室，上下可
移 动 的 二 块 教 学 黑
板，使同学们精神集
中、效果倍加。物理
实验室是以4人一组
编组进行实验，上课
授以理论，每周进行
实验、写实验报告，
此外韦老师还经常安
排到制冰厂、轮船机
器厂、气象台等进行
实地考察学习，他审
阅学生的物理实验报

告和考察报告时，一
丝不苟地以红笔批示,
认真负责，使同学理
解深刻，进步迅速。 

韦老师不仅在数
理方面具有高深独特
的心得和造诣, 同时
也是善于作词吟诗的
诗词作家。还有他在
上海大学时代是上海
市象棋比赛的冠军获
得者, 他是一位多才
多艺的贤师。

毕业那年，我们
10位同学决心要到上
海 求 学 ， 那 年 代 巴
城到上海航行需时11
天，韦老师非常关心,
具有望子成龙之心。
我们临行前，他花了
不少精力，在一本厚
厚的笔记本上，写上
了许多叮嘱的话，注
意事项，记录了为我
们联络的一些教授和
学生的名单、地址、
电话。他到处联系，
通知在上海的学生林
克忠同学到上海码头
迎接，又请林克忠同
学安排我们在上海暨
大校舍暂住，一切安
排得非常详尽。

如愿以偿，我们
10位同学提前到达上
海安心备课，随后在
炎热下，四处投考各
个大学，最后大家都
顺利考人大学，我们
没有辜负韦老师的期
望，他生前也感到高
兴和快慰。

韦老师那父母般
的关怀和照顾，我们
是终生难忘的。

和韦老师一样，
令我最怀念的还有刘
宏谟老师。

刘宏谟老师是国
立中央大学理学士，
他是名闻于南洋教育
界的数学老师。

战 前 八 华 到 巴
中 ， 他 是 教 我 们 三
角、几何、代数的老
师 ， 他 讲 话 声 浪 不
大, 口齿清楚，滔滔
不绝地讲解分析数学
原理，边讲边在黑板
上写，一行一行的推
理，同学们听得津津
有味，每当刘老师推
理得出结论时，会露
出微笑，我们也同享
了他那种满足感和喜
悦，印象极其深刻。

刘老师是联中的
最初发起人，他一次
又一次的奔跑疏通五
个 中 学 ， 经 过 一 个
多月的时间，十几次
会议的协商、几经曲
折、迂回、离合、变
幻的过程中，终于联
合了三个中学。如果
没有他的远大理想，
如果没有他的坚强毅
力，就不能创立联合
中学，也不可能建成
华侨公立巴城中学，
他的贡献不可磨灭。

他 在 开 学 典 礼
中，对高特班不单提
醒和鼓励，而且还指

示 我 们 要 实 事 求 是 , 
自觉努力，他说:“你
们一开始不是正式高
中，也不是初中，只
是特别班，只注重基
本学科的训綀，一面
复习，一面加深，至
于毕业则要看大家有
没有毕业程度，要名
符其实。”又说“成
功因素有三：才能+
机会+努力=成功，三
者中最重要的是努力, 
因为能努力学习就能
获得才能，有才能便
能发现机会、创造机
会”。

刘老师的精辟分
析，给我们了进取的
道理。我们经常三五
成群的学习，互勉互
学、努力再努力，终
于体现了老师的教导 
, 成 功 的 完 成 了 高 中
学业，走向投考大学
的道路，走上工作征
途。

提起这个成功的
公式、确实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道理。

离开了祖国，重
返到市场经济的社会
里，这个公式又重新
获得应用。   

刘老师在巴中的
功绩水垂不朽。

如今，两位德高
望重的贤师永远离开
我们了，但是他们以
及其他贤师的精神和
思想却永远铭记在我
们心里 。90年代刘宏谦老师与师母

        忆47年首届毕业同学和恩师
       香港  47年届  梁明常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