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孙秀燕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本校前身中华化南两校经历披荆斩棘的草创时期后，进入了飞跃发展的

年代。这段期间，两校分别在方之栋和洪斌两位优秀的教育家掌舵下，打造新学风，开拓新格局，

让两校成为当代星马华校之典范，也为本校的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方之栋～一门俊杰，德才兼备 

  方之栋（1895～1942），广东普宁洪阳镇古份村人。据黄强将军《马来鸿雪录》（1930）载，

方氏为北大毕业生；但《新加坡普宁会馆捌周年纪念特刊》（1949）则称他毕业自北平朝阳大学。

方之栋及其昆仲均为战前南洋知名政治及文化名人。方之栋母亲庄太夫人之墓坐落在新加坡咖啡

山，其碑文由林森所题；方氏家族与同盟会及国民政府的关系可见一斑。墓碑上儿子姓名显示方

之栋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少石及南冈，下有弟弟怀南及之桢。方少石曾任职《新国民日报》，惜

英年早逝。方南冈（方次石）是革命烈士，曾奉孙中山之命策划潮洲起义；南度后任槟城《光华

日报》主笔，揭发袁世凯恶行，后赴港澳组织讨伐袁世凯行动行迹败露而殉难。方怀南是陈嘉庚

所创《南洋商报》首任主编（1923），后倡组《民国日报》（1930）；同时也是棉兰中国国民党

分部评议部书记。方之桢则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会员，曾声援“反荷运动”，1930 年遭海峡殖

民地总督金文泰驱逐出境。 

  方之栋曾两度担任中华学校校长。1924 年 1 月，方之栋受聘为中华学校第七任校长，任期至

1927 年 10 月，随后由李适生接掌。惜李适生上任仅 8 个月即被招返梓乡安徽省第四中学掌校；

方之栋复于 1928 年 7 月至 12 月重掌中华学校。据 1920 年 6月 14日《益群报》载，方之栋最初

原受聘于该社担任撰述，然抵达后适逢加影育华学校校长一职空悬，急需人才瓜代，该社咸认教

育方为根本救亡之计，忍痛割爱，从此也启动他一生矢志奉献南洋教育。方之栋卸下本校校长职

后曾短暂任峇株巴辖爱群学校校长，后返回南京。1933 年受聘赴仰光任《兴商报》总编辑，1934
年再到峇株巴辖担任正修学校校长一直到星马沦陷。1942 年 2 月，方之栋在新加坡难逃大检证遭

日军残酷杀害，终年 47 岁。 

  方之栋掌中华学校期间教在校政上屡创新犹，办学绩效卓著。兹归纳如下： 

一、开办初中，启南马华校先河 

1920 年代，南洋华文学校设立初中尚未普及，高小毕业生欲升学者无不得背景离乡，甚至远

度重洋负笈中国。1924 年 7 月，中华学校开办初中，成为当时南马唯一华文中学，除了收容本地

高小毕业生外，北至南逻，南至印尼邦加等地，负笈来此就学者络绎不绝。 

二、延揽名师，营造优良学风 



  为了提升教育水平及因应开办初中后的师资需求，方之栋积极向中国招揽优秀师资。据中华

学校校报《新月》及《新国民日报》、《南洋商报》报导中所能找到的记录，方校长任内招聘之

教师均为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当中不乏日后成为大师或名人者。兹列举如下： 

谭云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创辨《叻报》文艺副刊《星光》及《新国民日报》文艺副 
    刊《沙漠田》；1928 年受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任教并创办中国学院；成为赫 
    赫有名的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 
郑绍崖：留学日本主修社会科学；《仰光日报》记者；离开中华学校先后任《光华日报》、 
                《星洲日报》记者、《马华日报》编辑主任；曾任新加坡南洋女中义务教员；日据 

    前任印尼苏东中学教员、校长。 
李适生：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历任安徽四中及六中教务主任、英文教师；曾任江苏第八师范 
                  学校英文主任；南京钟英中学英文教员；离开中华学校后任安徽四中校长；负笈美             
                  国伊利诺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出任国民政府土地、农经各部门官职及立法委 
                  员；赴台后续任立法委员，并创立台湾省立农学院农经研究所。 
张伯河：上海艺术专科学院毕业；曾任普宁二中教员；任中华学校艺术主任；后任教新加坡 
    端蒙学校；参与组织南星美术研究会和中华美术研究会；为星马先驱画家之一。   
方思连：上海艺术专科学院毕业；历任汕头职业学校及华英中学教员、震东中学创办人；新 
    加坡端蒙分校校长；后任峇株巴辖正修学校校长。 
孙留生：南京东南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毕业；曾任汕头角石中学文科主任。 
牛巨川：山西大学理科学士 
张登三：曾任新加坡养正学校教员；偕同谭云山等创办《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沙漠田》。 
智镜如、林天恩：金陵大学文科学士。 
 
由此可见方之栋掌校期间，中华学校师资阵容鼎盛，人才济济。据《南洋商报》载，当时新

加坡华侨中学部分学生慕名转学进入本校就读。 
 

三、创刊《新月》，推动文艺创作 

师资素质之良窳决定教育之成败与品质。中华学校有着上述优秀教师队伍，校园学习风气和

学生精神面猊自然大大提升。方之栋极积推动成立小青年自治会，培养学生自治自学，同时创刊

校报《新月》刊于《新国民日报》。除此之外，在良师指导下，学生文艺创作蔚成风气，时有作

品见于《南洋商报》，而毕业生后更组织创刊《南华周报》刊于《新国民日报》。 

 

洪斌～智慧巾帼，女性典范 

据校史记载，洪斌，湖南长沙人，于 1923 年至 1927 年间出任化南女校第二任校长。相较于

中华学校，化南女校所留下的史料甚少，唯，从《南洋商报》剪报仍可一窥当时化南女校办学之

概况。兹列举数则该报在洪斌掌校期间对其本人及化南女校校政之相关报导如下： 

  1924 年 7 月 9 日《参观麻坡化南女学校成绩品展览会》 
1925 年 5 月 5 日《麻坡化南女校议建校舍》 
1925 年 6 月 24 日《麻坡化南女校之得人》 

         1925 年 10 月 8 日《化南女学校七周纪念会预志》 
  1925 年 10 月 21 日《化南女学校游艺会之盛况》 

1926 年 3 月 19 日《化南女校大刷新》 



1926 年 7 月 14 日《英属提高女子教育程度之佳音》 
1925 年 9 月 21 日《英属麻坡化南女校近闻》 
1926 年 10 月 12 日《麻坡化南女学校开游艺会筹款建筑校舍宣言》 
1926 年 10 月 28 日《麻坡化南女校筹款》 
1928 年 1 月 14 日《捐赈声中之巾帼须眉》 

  1928 年 6 月 6 日《救灾会组织妇女募捐部》 
 
综合上述剪报内容及《南洋商报》中关于洪斌的其他报导探知其又名洪香远，受聘于化南之

前曾在吉隆坡、古毛、巴生等地执教。虽然洪斌在化南的任期至 1927 年杪，唯 1928 年的报导显

示她仍在麻坡，活跃于筹赈活动。1932 年，洪斌在新加坡武吉巴棱独力创办坤维女校。然而翌年，

坤维女校后因经费短绌而告停办，洪斌远赴英伦深造。洪斌亦关注妇女之处境及权益，尝在新加

坡南国杂志社发刊之《南国》半月刊撰写文章探讨相关议题。 

洪斌任期内，化南女校校务发展相较中华学校，可谓不遑多让。据报导，洪斌视事不过数个

月，学生在文艺方面便取得亮眼成绩，作品频频发表于报章。数年之内年，女童就学者纷至沓来，

化南学生人数由一百而二百，由二百而三百。1926 年，因高小毕业生日众，在洪斌献议下，化南

女校于当年下学期开办师范班，让有志女青年，得有升学机会。另一方面，学生人数激增，狭小

的校舍已不敷容纳，董事会于 1925 年 4 月会议通过购地建校；翌年 10 月发表《麻坡化南女学校

开游艺会筹款建筑校舍宣言》，筹款兴建新校舍。 

在师资招聘方面，1926 年 9 月 21 日《英属麻坡化南女校近闻》一文中载“……向国内添聘

汪严洪陆四女士，担任各种教科。闻汪严二女士系江苏第一女子师范毕业，洪女士系上海爱国女

学校毕业，陆女士系浙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而 1926 年 3 月 19 日《化南女校大刷新》

中则具体记载所聘教师如下： 
陈敬之：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 
程 蔼：毕业于上海两江女体师 
庄 鹏：毕业于上海乐益中学 
莫达明：毕业于广东女子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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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加坡普甯會館捌週年紀念特刊（1949） 

1926 年 11 月 23 日中華學校全體教職員合影。 

前排右 4 為校長方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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