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老校友

根植“南洋”学子之心

巴金（李尧棠）于 1923 年考入南洋中学初

二年级插班生，11 月 25 日是他老人家的诞辰

日。 当天上午，在南洋中学校友会秘书长张维

聪、 巴金文学社指导老师胡赛男的带领下，文

学社成员余硕佳等一行七人来到武康路上的巴

金故居，为这位敬爱的人民作家、南洋老校友献

上花篮，送上思念。 这是继 2004 年南洋中学巴

金文学社创立以来，18载雷打不动的约定。张维

聪告诉记者，1923年，巴金与其三哥考入南洋中

学， 以此成为他走向新生和认知世界的第一个

落脚点。 尽管巴老在校读书仅七个多月，但是他

到上海念书的唯一一所学校就是南洋中学，这

是学校的光荣。 期间，巴老大多数时间在校图书

馆里度过，10 万余册的图书文字海洋， 任其遨

游，为其日后在文坛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奠定了

坚实的文学根基。 在学校期间， 巴老曾发表过

《一生》《寂寞》和《黑夜行舟》三首诗。

巴金 1927年在南洋中学学长朱少屏任总干

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安排下赴法国留学。 1993

年，巴金担任南洋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并在南

洋中学建校百年之际，欣然题写“百年树人、素质

第一”的贺词，洋溢着他对母校的赞美和南洋学

子的期盼。 为了纪念老校友巴金，2004年，学校

成立了巴金文学社，每年参观巴金故居，缅怀校

友是其中的规定动作，更多的是开展一系列的文

学散步活动：吟诵巴老的作品，书写读后感，办校

刊、校报，与兄弟学校文学社团的交流互动等。由

于社团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办得风生水起，巴金

文学社曾荣获徐汇区中学明星社团的称号。

巴金夜光杯邮筒

见证文学社发展

院士大厅里伫立了一只墨绿色的邮筒，格

外引人注目。 南洋中学党委副书记郑蓉说，这是

2020年 10月 20日学校携手《新民晚报》夜光杯

副刊和新媒体金海岸共同创设的。 11月 25日巴

金生日当天邮筒被激活。记得南洋学子第一封信

就是寄给南洋 1951届校友、邮电通信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朱高峰的一封信。 学生们模拟当年，

巴老通过邮筒向新民副刊投稿的方式，通过此邮

筒的传递，与心中的偶像交流对话，提升正能量。

抒真情 做真人

巴金文艺社结硕果

巴金文学社指导老师胡赛男说，文学社通过

缅怀巴老，传承南洋文化，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

力。目前文学社有 50名社员，高一至高三年级的

学生都有。 南洋无处不巴金，学校建立了巴金图

书专架， 收集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巴金著作，

其中还珍藏了一套巴老送给南洋中学的《巴金全

集》， 并印上了巴老珍贵的私章。 学校与巴金故

居、上海作协成为友好的共建单位，搭建更多的

学习巴金的平台；学校博物馆，还藏有巴老珍贵的

手模，激励着更多南洋学子传承伟大的人文精神，

走向辉煌的人生。 在市、区各级领导，历任校领导

的关怀、支持下，近年来文学社成员获奖多多，十

余人获全国中学生科普、 科幻作文大赛各等次奖

项；11 人获上海市中学生暑期读书系列活动奖

项； 包括社团在内的 12人等荣获第 35届上海市

作文大赛区级奖项；一人获得第 14届“让青少年

读懂中国”高中征文大赛一等奖。文学社社长余硕

佳兴奋地拿着文学社《行舟》刊物说，我们社员还

将巴老的作品改编成歌词，做到班班有歌声。高二

（1）班的张睿扬说，疫情造成了诸如“假期剧本杀”

团建等线下活动受阻，但文笔挑战、拼贴诗等线上

的活动热热闹闹，让自己受益匪浅。 高一（3）班的

李秋锃通过两个多月的社团活动， 懂得了热爱文

学，读懂巴金抒真情、做真人的人格魅力。

文学社团众多

南洋学子在浸润中成长

创建于 1896 年的南洋中学有着丰富的人

文底蕴，多年来，学校注重开展素质教育。 南洋

中学目前有文艺社团十余个，涉及南洋校友的

主要有三个： 纪念文学泰斗巴金的巴金文学

社；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顾维钧外交社；

亚洲摄影之父郎静山的静山摄影社等。 校园

广场一角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朱少屏等十烈士

（南洋学子）的塑像，别具一格的从建校至今，

社会各界名流为学校题字的百余块碑刻的百

年碑廊，使学子们无不浸润其中，健康成长。

南洋中学校长王圣春说，在区委、区政府、教

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学校继承了“爱国荣校、

科教救国、依法治校、人文和谐”的办学传统，

科技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廉洁文化教育和足

球运动等特色享誉沪上，如今学校正实现新的

跨越，迈向新的征程。

在文学浸润中学做“真人”

南洋中学巴金文学社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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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文学

社文创产品

▲ 巴金手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