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则杨1888年在家乡金门后浦南门出生。根

据《金门县志》记载，林则杨字葆松，本姓

杨，因为承继舅氏，所以改姓林。他年幼时

聪颖，读书过目成咏。清末，于全闽师范学堂毕业，历

任马巷、厦门、紫阳各小学教员堂长，并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时，他偕黄肖岩组织闽南北伐队。

1912年林则杨南来，先在英属马来亚峇株巴辖

（Batu Pahat）正修学校、荷属三宝珑（Samarang）

正谊学校、望加丽（Bangkalis）培元学校执教或当

校长。

1920年1月，施苏倡办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得到

林则杨、黄肖岩、黄卓善等人大力支持和赞助。起初

借用丹戎巴葛路（Tanjong Pagar Road）267号寅

宾俱乐部二楼，开办夜校，给工商界青年在晚上工

余时间进修，施苏为创校校长。3月1日搬迁到英莪街

（Enggor Street）30号办日夜学，并成立董事部。8

月校长施苏回国，董事部急电三宝珑聘林则杨来新

掌校。林则杨于1921年2月到校上任。他这个校长一

当就当了近28年，直到1948年去世为止。

他上任才几个月，适逢殖民地政府宣布实行学校

注册条例。这个条例威胁到华文教育在新马的存亡，

受到全新马华校联合抗议，新马华校面临关闭的危

机。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校董也一致反对注册。但

是，林则杨独排众议主张注册，以保留学生受教育的

机会。祸不单行，恰在这个时候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又

面临经济危机，欠屋租被查封。幸得各界的热心支持

下，学校得以复校。

已故中华总商会董事庄惠泉与林则杨过从甚密，

他在林则杨去世的第三天在《南洋商报》刊登“悼林

校长则杨”一文，文中提到协助林则杨度过工商被封

事件难关的经过。他说1920年星洲教育总会的会所

就设在英莪街的工商学校，会员也深悉学校经济状

况不好，彼此志趣相合，大家都愿意鼎力相助，不幸

后来学校因欠屋租被查封，当时愿意留在学校的只

有林则杨和当时身为夜学学生的庄惠泉和康镜波，一

共三人。林则杨愿和学校共存亡，庄惠泉有感于其挚

诚，于是与林则杨集合康镜波、林穆群、柯子平、李铁

民等夜学学生，“奔走呼吁，募集款项，乃得复校。惟

其时校董会各董事多属主张抗议教育条例的中坚分

子，不愿出面注册，乃以全校重负加诸公身，推公兼

任经理职务，向教育局注册，负责一切校政，诸董事

则退居赞助人地位，协助管理财政。全马华校采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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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校舍（工商丛刊第五集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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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自公始”。

复校后，林则杨苦心筹划发展工商学校。他召集

校董、赞助人及校友演剧筹款，开源节流，购买英莪

街校址，后又发动筹款建堂皇的新校舍于欧南园约

克山（York Hill, Outram Park），工商学校成为当

时新加坡各小学中著名的学校。

林则杨是个慈母式校长，“以工商为妻，以工商

为家”。他是个有思想、有远见、有计划及有办学理念

的教育家。他也有很前卫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与措

施。林则杨以身言教，身体力行工商学校的“勤、俭、

诚、敬”校训。他不浪费资源，连黑板擦拍下来的白

粉，都收集起来，以备运动会划线之用。

林则杨很重视学生，尤其是夜校学生的职能训

练，为工商界培养人才。他设商科、工科、又办藤工

厂。当时夜学补习班的学生，许多是在工商界工作，为

了让学生有实习机会，林则杨在学校办学生银行，由

学生自己管理。

当年的欧南园交通不方便，他购买校车解决学生

的交通问题，使学校成为最早使用校车的学校。他还

陪学生一边等校车，一边讲故事，或做智力问答。他

亲自给学生补习，他常把学生带到校园角落谈心，感

化心灵。他还设学生宿舍供住在边远地区和外地学生

寄宿，自己兼任舍监。

他非常重视和校友的沟通与情结。学校好几次危

机，都是校友自发起来护校，校友组织月捐团筹款、

协助办学生银行、给学校图书馆捐书。为了报答校友

对学校的贡献，林则杨发起组织校友节，每年校友回

校和全校师生热烈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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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杨1920年接管工商学校时，学校存款不到

40元，但当1948年逝世时工商已是一所校舍巍峨、

设备齐全、有3000名学生的最具规模的小学。

1948年7月13日，躺在病榻上的林则杨还交代学

生开课编班的事。三天后，7月16日林则杨去世，《南

洋商报》报导其噩耗打的大标题为“林氏半生为侨教

努力今撒手西归，为华侨教育不可磨灭损失”。学校

以校旗覆盖其棺木，送殡者千余人，极尽哀荣。陈国

祥继任校长，改建礼堂，取名“则杨堂”，以永久纪念

把一生献给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教育家林则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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