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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传承弘扬中华文
化、培养）大华侨子
弟成为一个爱祖国，
热爱印尼，有一定中
华文化历史思想品德
根基，有一定的科学
基础知识，对中国及
印尼国家社会有用的
人才。这种教学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与李春
鸣校长本身的成长经
历及受到的教育是不
可分割的。

李 春 鸣 校 长 于
1 9 1 1 年 就 读 于 上 海
省 立 第 二 师 范 学
校，1916年在南京国
立高等师范毕业，受
过良好的中华文化教
育的熏陶。对中华历
史文化有深厚的根底
和造诣。加上本人的
刻 苦 勤 奋 学 习 ， 从
1918年即南渡应聘到
著名教育事业家陈嘉
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华
侨中学任教，开始了

从事华侨教育事业数
十年的经历。他的思
想在他所著的《心声
集 》 诗 集 中 表 现 无
遗。特别是他在《心
声 集 • 后 记 》 中 所
言：

“奔波数十年，
愧无建树，差幸未入
歧途，而爱国之思历
久弥坚。即此一念，
顽 强 自 省 ， 于 心 无
怍”。尽管李校长十
分谦逊地说：

“奔波数十年，
愧无建树”，李校长
创办华中的伟量。

从租赁一座旧旅
馆 办 校 到 建 成 拥 有
63,278平方公尺设备
完善的华中新校，名
扬印尼及东南亚，有
目共睹，永志史册。
而这些朴实无华而铿
锵有力出自肺腑的语
言，“爱国之思历久
弥坚”，是李校长一

生思想最高最完整的
概括，也是贯穿整个
中华中学教学思想的
核心。

我在中华中学学
习及工作的几年间，
是 我 一 生 中 得 益 最
深、影响我一生最关
键的时期。这里请允
许我再次将在纪念华
中母校55周年时，写
的一篇《忆往昔，峥
嵘 岁 月 稠 》 的 纪 念
文 中 所 说 的 抄 列 如
下：“我们毕竟在这
温暖的摇篮里学习、
工 作 、 生 活 了 若 干
年。我们的科学和社
会知识由此垒起；我
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在此启蒙；
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在此奠基；我们强
烈的求知欲和不懈的
奋 进 在 此 展 露 和 迸
发 • • • • • • 总
而 言 之 ， 我 们 在 华

中度过了最宝贵的一
段青春岁月和美好年
华。”这是华中教学
思想所给予我们的。
但我在华中学习及工
作过程中，从未听过
李校长洋洋洒洒、长
篇大论给我们大谈政
治课及如何爱国等说
教。他及华中的教学
思想是贯穿在建设华
中母校、设置课程及
开展教学活动、培育
师资队伍，如何培育
好广大学生、支持鼓
励学生的各种工作及
社会活动等等方方面
面 的 过 程 中 来 实 现
的。他所作的华中校
歌歌词中，也充分体
现这一思想：

“华中创立，旭
日东升，学子莘莘，
朝 气 蓬 勃 ， 品 德 是
修，科学是攻。愿我
同学及时努力－公、
诚 、 勤 、 朴 、 扬 校

风”。我们在每周周
会中都必唱这校歌，
这些歌词潜移默化印
入我们脑海中。从班
芝兰旧校三楼天台到
华中新校篮球场上，
李校长在每周周会上
都给我们讲话，主要
内容是通报或归纳小
结学校建校及教学情
况，有哪些成绩和不
足。表扬好人好事，
批评不良现象，鼓励
学生们爱校尊师、学
好功课等等。普普通
通，毫无校长的的威
风架势及连篇累牍的
政治说教，在同学们
心中却深受教益。我
们平常和李校长接触
是不多的。他曾给我
们在代课中讲授过国
文课。在一次课中，
他带着感情抑、扬、
顿、挫的朗诵及讲解
了宋朝爱国名将文天
祥的诗《过零丁洋》

李春鸣校长全家福

1957年9月，华中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
李善基，张国基，麦爝煊，李春呜，张祖

砚，后排右一为陈章基。

一代校人，永放光芒(二)
－－追忆雅加达中华中学李春鸣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