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
永黍，1889年7月出生在金门县珠山乡，为

杰出的教育家。薛永黍家世不错，祖父曾在

清朝当官。珠山乡是金门模范村，村中出洋

致富者多，薛永黍父亲薛如风就是其中之一。薛如风

早年过番到菲律宾宿务（Cebu）经商，从事出入口贸

易、船务及园丘种植业。这些在海外事业有成的珠山

商贾，侨汇不断，村民多富裕，并且重视教育，文风鼎

盛，人才辈出，薛永黍是金门出国留学的第一人。

薛永黍在1933年曾在家乡出版的《显影月刊》上

撰文《我们所希望于未来的珠山》发表他对家乡发展

的厚望：“珠山建社系在明朝，至今当已有四五百年

之历史。人材辈出，物质鼎盛，以及文化之发展代代

不替，几为国内乡村所罕见，是以在金门岛中享有模

范村之令名，可谓幸矣。惟来日方长，吾等应继续努力

奋发，以达到止于至善之目标。欲达此一目标，最低

限度乡中当具有下列之显绩：一、教育方面，全体乡人

包括男女在内，皆应受过高等小学之教育。二、民生

方面，男子受过教育后，便须有职业。三、卫生方面，

村中常驻一名医生。对于公共及个人卫生时加注意及

指导。道路逐月清扫，路旁种植花木，建设一座小公

园。四、自治方面，乡中设立一自治团体之组织，该机

构负有调处乡人争执之任务与权力。”这里所表述的

教育与社会组织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日后

在华中办学的措施及方针。

薛永黍年幼时在家乡受教育，及长，负笈福州英

华书院，毕业后到美国密歇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深造，获教育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为研

究生，并考获历史硕士学位。学成后，先到菲律宾宿

务中华中学任教。1930年，获聘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及教授，兼厦大附属高中部主任。

1937年1月，薛永黍经同乡郑古悦的推荐，受华侨

中学董事会聘为华侨中学第十届校长。薛永黍上任

后，把他对珠山乡教育和自治的理念用在华中的校政

管理上。他对学生采取开明和开放的政策，废除旧式

管制及惩罚，而改以启发学生自动、自发与自治的教

育方针。二战前和二战初期，华中是南洋华校的最高

学府，吸引了南洋各地的优秀华校生前来就读，多寄

宿在校内的学生宿舍。薛永黍在校内成立学生自治会

和学生宿舍及膳食委员会，由学生自理学校生活。他

也鼓励各班级办壁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组

织能力。对教师的聘请，他采取兼容与惟贤任用的政

策。因此，华中强调学术自由的学风，校内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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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政治思潮、流派都存在于教师和学生间，但规定

在课堂不许谈政治。

他以慈祥和蔼的态度及诚恳爱护的心对待全校

师生，获得全校师生们的信任，使华中展现出新的面

貌，也给校训“自强不息”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华侨中学是陈嘉庚于1919年倡办的。发展华文教

育，弘扬中华文化，培育华人后代的意愿，获得了新

加坡、马来亚以及南洋各属华侨的支持，因此才称为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但该校创办以后，受到殖

民地政府种种的苛待与限制，以及重重的钳制和控

制，以致学校毫无生气，无法扩充和发展。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华中倡办人陈

嘉庚领导全南洋侨社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薛永黍热

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领导学生宣传抗日。1938年10

月，南洋各属华侨代表齐集在华中大礼堂举行南洋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大会。新加坡沦陷前夕，

他到处奔波向董事会为教职员争取少许遣散费安顿

生活。

昭南岛时期（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他逃

过了大检证的劫数，带着岳父和妻儿先避居客纳街

（Club Street）张氏公会会所，后迁到后港四条半石

（约6公里处）朋友蔡嘉种的树胶园居住，生活很艰

苦。

日本投降后，薛永黍在艰苦的条件下主持复办

华中的工作。当时，华中董事长李光前尚未返回新加

坡，而华中校园又被英军驻扎使用。他先行分配教职

员工的工作，便借用星洲幼稚园为临时校舍，让学生

先行登记，接着借用南洋女中校舍上课，一年之后才

迁回武吉知马华中校园。

华中前后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宿舍及膳食

会，由学生自己管理日常生活，默化潜移，华中就像个

大家庭——这就是华中“智、德、群、体、美”五育并

进的时期。在薛永黍校长的治理下，华中更提高了学

生的文化水平与精神素质。

薛永黍办学的方法是和他思想开明和知人善任

分不开的。华中从1946到1948年间，在薛校长的主持

下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

薛永黍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曾在1938年与

高佩珊、张明慈等人倡议组织教师公会“六六社”。

1939年10月六六社成立时，他被推为第一届主席。

在成立大会上，薛永黍表明该社宗旨，“不论是联络

感情，团结精神，提倡社会教育或谋求教界同仁的幸

福，都是以华侨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为最高的目标”。

在他主持下，六六社解决了华校教师生活问题，同时

在帮助学生回国升学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48年5月，华中与南洋女中的学生自治会联合

向薛永黍申请在5月4日在华中大礼堂举办五四纪念

会，他给予批准，引起英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向华中

董事会施压，迫使董事会要求薛永黍制止学生开纪

念会，不料为他所拒绝。他表示如果董事会不满他的

办学作风，他宁可立即辞职，绝不收回成命。董事会

迫于无奈同意让他辞去校长职务。他先后在华中服务

了十一年。

胡愈之于1946年6月在新加坡筹建中国民主同盟

马来亚支部并出任主任委员，薛永黍也于成立不久加

入并积极参与会务。因此，1948年他离开华中后就进

入民主同盟会友创办的树胶出入口商行崐兴公司担

薛永黍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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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财政兼文书。

1950年12月，他挂名为董事的《爱华报》因登载

中国出席联合国的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表的

谈话全文与爱华社社长吴盛育一同被捕入狱。1951

年6月，一艘满载树胶的轮船“南西摩勒”号在靠近海

南岛的水域被英国军舰拦截检查，并押回新加坡，发

现满船的橡胶是崐兴公司配的货。当时正值韩战，西

方国家对华实行禁运，严禁包括橡胶在内的所谓战

略物资运到中国。）英殖民当局于是突击崐兴公司，

将经理蔡坚贞、财政薛永黍以及经常出现在崐兴公司

的叶帆风（后港新民学校创办人）逮捕。后来将涉案

的12人押送到棋樟山关起来。薛永黍在棋樟山（St. 

John’s Island）不到一周就患重病，送往中央医院

几天后于11月10日就不幸逝世。

薛永黍逝世的消息轰动新马华人社会，许多人指

责殖民地政府草菅人命，拖延被扣留者提出到中央医

院治病的请求。他的死讯传到北京，中国政府通过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殖民地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薛永黍

曾受虐待。11日出殡，有几百人前往送殡，棋樟山的

政治犯在狱中举行追悼会，北京归国华侨一千多人在

中山公园举行追悼大会。

薛永黍的高凤亮节和崇高的教育理念为教育界

同仁和年轻学子永远称道和敬仰。他不但是一位杰

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忠贞不渝的爱国志士；在1979

年华中庆祝建校六十周年特刊中，载有不少回忆华中

和追颂薛永黍校长的篇章，特别是缅怀及称颂薛永

黍致力改进，使校务蒸蒸日上；一时华中成为马来亚

一带的最高学府，其所造就的英才，不知凡几，其功

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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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黍签署的华侨中学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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