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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5 日 下 午
2 点 许 ，棉 兰 崇 文 中 小 学
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苏用发
先 生 发 给 崇 文 校 友 的 信
息：“黄两承老师最近健康
状况很差，这几天都在昏
昏沉沉睡着，这是他女儿
告诉我们的情况。他女儿
反对黄老师入院治疗，担
心感染病毒，在此向同学
们报告，我已指示保国同
学跟进了解情况，尽力做
好一切援救工作”。16 日
下午崇文中小学基金会副
理事长杜保国先生传来黄
两承老师已在下午 3 点 58
分与世长辞的噩耗，享年
95 岁。黄两承老师弥留之
际，幸亏有苏用发先生贤
伉俪、杜保国先生贤伉俪
和棉中中小学陈慰宇校长
一直守在病榻陪伴着，预
先 帮 忙 安 排 处 理 善 后 之
事 ，足 见 师 生 情 深 意 重 。
目送黄两承老师走完生命
的最后一程，苏用发先生
慨叹地说：“前天黄老师还
在念着崇文能否度过疫情
的难关。”旅居香港卢英英
校友也千里来鸿：“一息尚
存，心牵崇文，想起来就眼
含热泪！”。

一
事 缘 2002 年 ，长 女 和

黄两承老师的儿子结为连
理，就这样我和黄老师结
成亲家。黄老师是 1957 年
届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系毕业生，我是 2003 年届
文学系本科毕业生，他是
老学长我是小师弟。亲上
加亲的关系，他要我抛开
世俗观念不拘泥于繁文缛
节称他大哥，从此我们两
家相交甚笃，黄大哥学富
五车腹有诗书气自华，每
次在报刊上有发表时事评
论、社论、文章时总是传真
给我供学习材料，名师点
拨受益匪浅。我虽粗缯大
布裹生涯却也酷爱文学，
就把自己的习作也发给黄
大哥过目，他总是不厌其
烦的给予指教和点评，鼓
励我要勤于泛舟书海，笔
耕不辍，培养感悟能力提
高写作水平。他还谆谆教
导要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
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
总结和归纳，好的作品源
于 生 活 ，真 实 才 会 感 人 。
我们在锻炼文笔的同时也
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这样
写作时才能够信手拈来，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
大 哥 的 一 席 话 如 醍 醐 灌
顶，让一向沾沾自喜的我

无疑是当头一棒，如梦初
醒。黄大哥和我这亦亲亦
师亦兄亦友的感情由淡变
浓、由浅入深，十几年的交
往，我深深感觉黄大哥为
人热心坦诚、谦虚平易、宅
心仁厚，对工作勤恳敬业、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
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
学识，文学造诣之深厚，堪
称师之教者，学之楷模。
由于商务出差我频频飞往
棉兰，每次远行我总是提
早一天出门借此聆听黄大
哥的教诲，每次他从不缺
席亲自到机场接机。他带
我去崇文参观，一进宏伟
壮观的校舍，宽敞的走廊
尽头处有一座大理石砌的
石碑，中间是崇文校徽，两
侧 16 个 字 金 色 校 训 耀 眼
夺 目 。 黄 大 哥 说: 这 是 苏
用发先生在 2010 年亲题的
崇文校训: 自强不息，诚信
创 新; 奉 献 社 会 ，文 明 兴
国。警示崇文学子首先应
自强不息，以实力诚信创
业，不忘回馈感恩，奉献社
会 ，而 后 方 能 文 明 兴 国 。
其道理和儒家经典《礼记·
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 下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
黄大哥细阐述创办崇文百
年树人的初心和重建校舍
的始末。他解释崇文学校
的校徽，给我讲解崇文的
意义：崇文即崇尚文治之
意 ，崇 字 头 上 是 一 个

“山”，崇山峻岭，有尊重，
崇敬的意思；“文”是灿若
文锦，秀气如恒。崇文有
万众一心的靠山，汇集四
方学子，师出有名，天下任
我纵横。

黄大哥有一个办学理
念，他对苏用发先生提出

“ 先 求 其 有 ，后 求 其 全 。”
这个口号，就凭着这个口
号 ，2006 年 6 月 崇 文 教 育
基金会理事长苏用发先生
率 团 20 人 到 华 侨 大 学 取
经，在陈进强先生的带领
下和吴承业校长探讨重振
棉兰华人教育，推广华文
等各项事宜。返棉兰后苏
用发先生无条件捐出 2 间
在棉兰市中心的店屋为崇
文华文学苑之校舍。2007
年 3 月 27 日，崇文华文学
苑开学，由季素彩教授担
任校长。

二
2010 年 3 月，苏用发先

生在清明回乡恳请会上铿
锵有力的说：“重建崇文中
小学校是我们崇文学子的
远大理想！”他当场振臂高

呼率先热捐巨款，台下一
呼百应掀起为母校崇文献
爱心的浪花，当场筹集了
150 亿 盾 。 第 二 天 余 波 未
平，山西葡萄园庄主陈进
强 先 生 和 陈 进 安 先 生 ( 已
故) 贤 昆 仲 也 慷 慨 解 囊 重
金 捐 助 ，当 日 共 筹 得 270
亿盾。之后，继续掀起捐
款热潮计获善款 400 多亿
盾。千淘万漉虽辛苦，吹
尽狂沙始到金。崇文师生
与商界乡贤众志成城在极
短时间内凑足了基金建成
了这座五层宏伟壮观的校
舍，他为此感到骄傲；崇字
下面是“宗”，崇文人不会
忘记祖宗的教诲，崇文人
走天下创事业，弘扬中华
文化，崇文精神是众力拔
山的英雄气概，是气吞山
河的盖世气魄，是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大无畏精神。

同 年 5 月 在 学 校 占 地
面 积 1.3 公 顷 的 土 地 上 举
行 建 校 奠 基 仪 式 ，9 月 开
始动工。2011 年 1 月开始
招生开办幼儿园、小学、初
中及高中班级。不到一年
的 时 间 ，在 2011 年 7 月 16
日崇文中小学尘埃定落举
行了开学仪式。崇文以国
民学校的形式办校，开设
三语课程。

崇 文 人 才 济 济 ，精 英
聚集之地，德高鸿儒博学，
望重热血豪杰。天时地利
人和，堪称棉兰一绝。崇
文学校是纯真的非盈利单
位，崇文重建的一砖一瓦
都 是 校 友 和 爱 心 者 捐 款
的。黄大哥说崇文原计划
初步招生 300-400 人，幼儿
园 100 多 人 ，可 是 实 际 报
名人数已经超过 1500 人，
幼 儿 园 600 多 名 ，远 远 超
出了原计划的目标。崇文
中小学自办学以来从不收
报名学费 UANG PENDAFT-
ARAN，当时学费也很低只
收 30 万 盾 。 崇 文 缔 造 了
好的口碑，树立了学校的
品牌，家长们慕名而来，学

员涌蜂而至。短短的三年
内取得骄人成绩，再创崇
文辉煌。这些成绩离不开
崇文学子和各界的热心奉
献和鼎力支持，也凝聚力
中国老师的无私奉献。

三
2015 年 3 月 30 日 ，棉

兰崇文中小学举办二期工
程落成典礼。苏用发先生
再 次 牵 头 以“ 崇 文 回 来
了！”开场，将宾主引入深
思。他表示随着崇文第一
期工程的圆满竣工，崇文
精神也随之弘扬，崇文再
一次“站”了起来，再一次
让 校 友 们 紧 紧 团 结 在 一
起，齐心协力培养下一代，
为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出
资出力，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活动中，苏用发先省
授予赞助人陈鹤秋先生、
张载村先生和陈进强先生
为该校荣誉董事长。

每 次 和 他 见 面 ，我 看
着他那被岁月刻画布满沧
桑的脸，他为崇文的发展，
为 华 文 教 育 事 业 日 愈 憔
悴。可是话题一转到有关
崇文的事，他双眼就变得
炯炯有神，神采飞扬，激动
的话语如滔滔江河一泻千
里。

1966 年 崇 文 被 强 行 封
校，他担任教导主任站好
最后一班岗。他经历了半
个世纪的风雨，拥有最珍
贵的师生情谊，和叶美顺
师母一起奉献了飞扬勃发
的青春，度过了激情难忘
岁月；他曾任棉兰崇文教
育基金会董事会会主席也
见证了重建崇文的辉煌，
他的脉搏随着崇文的茁壮
成长而跳跃。

黄大哥说他每天早上
8 点半就去到崇文学校上
班，中午才回家，风雨无阻
十几年如一日。后来黄大
哥患脚疾步履蹒跚必须用
拐杖撑着缓行，但丝毫动
摇不了他那坚如磐石的意
志，每天还是一如既往去

崇文，听听莘莘学子朗朗
的读书声，眷恋着崇文的
一草一木。我曾给黄大哥
发了一个信：“黄公桃李满
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他回信说：“誓为崇文扬中
华，肯将衰朽惜残年”。我
爱崇文学校，我爱崇文的
一砖一瓦，我爱崇文的老
师学生，我爱崇文的孩子
们，我爱崇文的辉煌。黄
大哥把青春献给了崇文，
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华文
教育的发展，他把崇文中
学打造成为一座永不垮塌
的名校！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
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四
敢 说 敢 做 敢 为 ，无 怨

无 悔 无 恨 。 狂 风 暴 雨 惊
雷，吐气扬眉，天下舍我其
谁？为人堂堂正正，做事
磊落光明。黄大哥，您在
华 文 跌 入 暗 无 天 日 的 低
谷，您微笑着迎来的地动
山摇，犹如屹立在险崖峭
壁的青松，咬定青山不放
松，义无反顾的为华文教
育事业勇往直前，逆流而
上。2007 年 11 月，中国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
交流协会特授予您为华文
教育终身成就奖，这份逆
流者的殊荣您当之无愧。
2017 年 6 月 4 日，华侨大学
校长贾益民教授率访问团
一 行 5 人 莅 临 棉 兰 访 问 ，
苏用发先生、廖章然先生、
杜保国先生、黄世平先生
等棉兰华社精英热烈欢迎
北方亲人来访。棉兰崇文
教育基机会董事会主席、
老教育家黄两承老师，偕
同崇文教育基金会主席苏
用发先生、副主席杜保国
先生在崇文中小学和华大
校长贾益民教授双方进行
座谈会。贾益民教授高度
赞赏棉兰华人为印尼华文
教育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
献，鼓励崇文努力培养人
才，为印尼国家经济建设，
为中国和印尼友好合作起
桥梁纽带作用。宾主洽谈
合作并签署了“中国华侨
大学与印尼亚洲国际友好
学院合作备忘录”。如所
周知，中国福建华侨大学
与棉兰崇文中小学暨幼儿
园及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具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崇 文 自
2006 年获得奖学金保送到
华侨大学、广州华南师范
学院、中山大学等高学府
深 造 ，至 今 100 多 位 学 生
取得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

硕士学位，回到棉兰亚洲
国际友好学院和崇文中小
学服务，担任校长助理、华
文系教育主管及中学部教
师等重要职位。

五
2020 年 2 月初，黄大哥

诚邀我夫妇到棉兰他家里
共进午餐，我发现老人家
的健康状况不如往日，握
勺子的手微微发抖导致有
些饭菜掉落餐桌上，我感
到一阵阵心酸，幸有孝女
时刻在旁细心的侍候。道
别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了
一 句 英 雄 迟 暮 的 话 ；“ 小
弟，大哥可能不行了，如今
不能去崇文再看一眼。老
态龙钟疾未平，更叹崇文
志未遂。”我搂着他佝偻驼
背的身体不由地掉泪，顿
时对黄大哥肃然敬起，一
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
的形象在我的心里变得更
伟大！一句保重道别离。
当我要踏出大门时，回头
再望黄大哥一眼，只见他
还依依不舍不停地挥手相
送。孰料暌违半年竟阴阳
两隔，一别竟成永诀。感
叹人生短暂，感慨生命脆
弱。

两 袖 清 风 称 典 范 ，承
前 启 后 传 嘉 风 。 亲 家 翁
黄 大 哥 ，黄 两 承 老 师 ，您
安详的走了，您脚不好慢
慢 走 ，不 要 跑 ，让 我 为 您
点上一支支哭泣的蜡烛，
约定来生，再见您亲切的
微笑。仙人已过蓬莱阁，
德范犹香启后人。您，悄
然离去，带着对三尺讲台
的 浓 浓 情 谊 ；您 ，悄 然 离
去 ，带 着 我 们 的 无 限 悲
痛 ；您 ，悄 然 离 去 ，...... 当
我 收 到 女 婿 发 来 您 入 土
为安的照片，不禁悲从中
来 。 出 殡 当 日 小 弟 未 能
临穴永诀，扶梓尽哀而深
感遗憾，回想起和您生前
的 相 见 情 景 又 止 不 潸 然
泪下。三瓣心香吊英魂，
一 杯 黄 土 埋 忠 骨 。 玉 壶
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谆
谆如父语，殷殷胜友亲。
寄 望 后 来 者 ，成 功 报 师
恩。

亲 家 翁 黄 大 哥 ，黄 两
承 老 师 ，我 们 永 远 怀 念
您 ，您 为 棉 兰 崇 文 学 校 ，
您为印尼华文教育事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半
亩方塘长流水，呕心沥血
育 新 苗 。 桃 李 千 万 身 先
逝，来年忠骨留志士。黄
大 哥 ，你 的 伟 大 精 神 永
驻，师魂不朽！

咬定青山不放松
——缅怀棉兰崇文中小学黄两承老师

巴中刘晋垣

2020 年 2 月与黄两承大哥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

很 久 很 久 以 前 ，在 西
爪哇省，有一个名叫大洋·
桑 比（Dayang Sumbi）的 聪
明 女 孩 。 她 既 美 丽 很 能
干。

伽 希 扬 安（Kahyangan）
天国的王子，希望娶她为
妻。王子多次恳请父亲允
许 他 与 大 洋·桑 比 成 婚 。
可是，伽希扬安的人永远
不能与人类并肩生活，国
王犹豫很久，说：“我同意
你到人间与她成婚，但你

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王
子高兴地问：“谢谢您，无
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国
王 说 ：“ 当 你 们 有 了 孩 子
时，你将变成一只狗，而且
不能和妻儿一起生活。否
则他们会遭受天谴！”王子
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苛
刻的条件。

王 子 来 到 人 间 ，他 与
大 洋·桑 比 热 恋 ，然 后 结
婚。他们在树林里快乐地
生活，直到大洋·桑比生下

了 一 个 男 婴 。 儿 子 刚 出
世，王子就变成了一只棕
色卷毛狗，大洋·桑比搂着
狗，泪流满面，给它取名杜
芒（Tumang），狗 噙 满 眼 泪
地离开了家，它每天不定
期地远远地看望她们母子
俩。

他们的儿子叫桑库里
昂（Sangkuriang）。 他 像 父
亲一样非常的聪明英俊。
每天，他狩猎动物、采集水
果。有一天，桑库里昂在
狩猎时，他的箭错过了他
瞄 准 的 鹿 ，却 射 中 了 杜
芒。他回家后，告诉妈妈
他不小心杀死了杜芒狗的
事情。

“什么！”大洋·桑比感
到非常震惊，在极度悲伤
和愤怒下，她抓住一个编
织工具，用它击中了桑库
里 昂 的 头 ，顿 时 ，血 流 满
面 。 大 洋·桑 比 很 伤 心 。
她不停地哭泣，没有注意
儿子。桑库里昂感到很难
过，也感到困惑。他的母
亲为何爱狗胜过爱他？于
是，桑库里昂离开家乡，出

去闯荡。
第二天早上，大洋·桑

比终于停止了哭泣。她开
始感觉好多了，却发现儿
子不见了。于是，她心急
如焚地四处寻找，她不停
地奔跑、张望和大声呼喊，
但仍然没有找到儿子。夜
晚，她精疲力尽地倒在树
林里睡着了。

梦 中 ，她 见 到 了 自 己
的 丈 夫 。“ 大 洋·桑 比 ，别
难过。你去树林里寻找我
的身体，用水浸透，让我心
跳加速。然后用浸泡了狗
心的水沐浴，你将永远年
轻 。”大 洋·森 比 醒 来 后 ，
找到了丈夫，边流泪边用
热 水 把 丈 夫 洗 得 干 干 净
净，再用浸泡了丈夫的水
沐浴，她看起来更美丽、更
年轻了。

六 年 后 ，桑 库 里 昂 在
旅途中停留在一个村庄，
遇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孩，
并坠入爱河。他们的爱情
自然而然、与日俱增，他请
求女孩嫁给他。有一天，
桑库里昂正在狩猎，他要

求这个女孩帮他把头巾固
定在头上。当看到他的头
上的大疤痕时，她感到心
惊肉跳！原来，这个女孩
就是大洋·森比，这个疤痕
正好位于六年前她用编织
工具打伤的桑库里昂头部
的那个地方。

桑 库 里 昂 离 开 后 ，大
洋·桑比虔诚祈祷，寻求神
的指示。祈祷后，她确信
年 轻 人 就 是 她 失 踪 的 儿
子。她意识到自己必须采
取一些措施来阻止桑库里
昂娶她。但她不想取消婚
礼使他失望。因此，她对
桑库里昂说：“我愿意嫁给
你，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
在 一 夜 之 内 为 我 做 一 个
湖，并造一艘美丽的船，这
样才能结婚。”

桑库里昂毫不怀疑地
接受了这一条件。他从小
就学习了魔法艺术。太阳
下山后，桑库里昂来到山
上。他召集了一群精灵，在
芝塔龙河（Citarum River）附
近建造一座水坝。然后，他
命令精灵们砍伐树木并建

造一条船。拂晓前的片刻，
桑库里昂和他的精灵仆人
几乎把船建好了。

一直在监视进展情况
的大洋·桑比意识到，桑库
里昂即将实现她设定的条
件。大洋·桑比立即唤醒村
里的所有妇女，请求她们挥
动一条长长的红色围巾。
村子里所有的女人都挥舞
起红色的围巾，看起来好像
黎明到了。由于被虚假的
黎明欺骗，公鸡鸣叫起来，
农 民 们 在 新 的 一 天 起 床
了。桑库里昂的精灵仆人
立即放弃了工作，跑去躲避
他们害怕的阳光。

桑 库 里 昂 生 气 了 ，带
着满腔愤怒，他用力踢未
建成的船。船飞了起来，
降 落 在 一 个 山 谷 里 。 接
着，这艘船变成了一座山，
就 是 今 天 的 覆 舟 火 山
（Tangkuban Perahu）。 桑 库
里昂又用力摧毁了大坝。
湖水流干后形成了广阔的
平原，如今发展成了美丽
富饶的万隆（Bandung）市。

何伟兰编译

印尼万隆市和覆舟火山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