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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育英才的“钢铁侠”苏用发  1
1947年,荷兰人卷

土重来,发动了对印尼
的全面战争,印尼人民
不得不再次拿起枪,进
入山野从林,进行顽强
的 抵 抗 。 就 在 这 一 片
血 与 火 之 间 , 苏 用 发 -
这 位 印 尼 日 后 的 “ 钢
铁 大 王 ” 在 棉 兰 出 生
了。

苏 用 发 的 祖 籍 是
中 国 福 建 省 南 安 市 康
美 镇 梅 元 村 。 这 座 古

村 位 于 大 梅 山 下 、 东
溪西岸,依山傍水,秀丽

宜人,古称二十二都霞
苏。他的父亲苏锥有,
生于1922年。为了创立
自己的事业,苏锥有在
15岁那年带着一卷简单
的行李,离开家乡只身
前往印尼谋生。之后,
他 在 冶 金 机 械 、 食 品
加 工 、 养 殖 等 行 业 取
得了较大成就,并在棉
兰 和 当 地 望 族 千 金 杨
柑 枝 结 婚 。 杨 柑 枝 先
后诞下七个子女,苏用

发排行第二。
端蒙养、重家教,

是 苏 家 的 传 统 。 由 于
家 境 优 裕 , 苏 用 发 从
小 就 接 受 了 良 好 的 教
育 。 宋 代 宰 相 苏 颂 曾
在 《 书 帐 铭 》 中 教 导
苏氏子弟, “非学何立?
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
贤可及” ,并在《魏公
谭训》中强调, “人生
在勤,勤则不匮…趋时
如鸷鸟猛兽之博,务学

亦须如此,所以'时哉,不
可失也, "。这些话干百
年 来 被 苏 氏 后 人 奉 为
家 训 。 苏 用 发 也 时 时
以 此 鞭 策 自 己 。 他 在
小学时,就非常勤奋,门
门功课皆优,在朗诵、
演 讲 、 唱 歌 、 书 法 等
方 面 均 展 现 出 很 高 的
天赋,在学校里是有名
的“文艺才子”。

升入中学后,苏用
发 不 仅 精 通 印 尼 语 、

七 十 多 年 前 , 我 们
一大批前辈在苏北这块
富饶的土地上默默地耕
耘，为了华侨的下一代
的求学之路创造良好的
环境，1945年在棉兰的
大地上筹建了棉华中小
学。这是承载千百名远
离家乡走出大陆的老一
辈对培养年青一代的殷
切希望,尽他们所能的创
举。我们历届的棉中学
生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
育,毕业以后不管在什么
工作岗位、领域都踏踏
实实,能很好地运用我们
掌 握 的 知 识 文 化 , 发 扬
不怕苦不怕累实干的韧
劲，在各行各业努力拼
搏大展身手,推动印尼和
世界各地的建设和发展,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66年因时局变化,
学校被接管以后成为一
所大学,又过了不久,棉中
校舍向社会拍卖并被夷
为平地。无校无"家"之痛
成为了棉中师生们的一
个心结。但是在棉中团
结之精神始终把大家的
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棉
中人把"重新建校"这颗无
形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
底,信心满满地开始了遥

遥无期的漫长等待。
近年来,随着世界的

进步,全球教育国际化,我
们政府逐步与世界接轨,
走向多元文化的教学制
度。到了二十一世纪初,
对华文教育也松绑了,如
今又到了推动下一代华
文教育的时期了。几十
年的风雨让我们明白国
家的繁荣昌盛与教育息
息相关。新时代的印尼,
与时俱进,推动印尼经济
往前走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所有的棉中校
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再次担当起发展苏北的
教育事业的重任。1945
年到现在已经超过70年,
棉中冬眠了50多年了。
重建母校刻不容辞！世
界各地热心教育的棉中

校友们为国为民,一呼百
应 。 校 友 挺 身 而 出 , 于
2016年成立棉中联谊会
和棉中教育基金会,迈出
了 建 校 工 程 的 第 一 步 ,
为棉中重建吹响了集结
号。大家舍己为人慷慨
解囊,捐赠巨资,使得建校
资金能够一步到位,希望
让更多的棉兰子弟接受
良好的学习环境,给我们
苏北的学子提供更全面
和更有内涵的教育。让
他们通过学习更多的本
领能参与到印尼的建设,
使中西优秀文化融入到
印尼主流的核心部分,以
点带面搭建起印尼与大
陆架,乃至走向世界交往
合作的桥梁。

虽然我在棉中求学
的 时 间 不 长 , 但 是 棉 中
精神也一直鞭策着我前
进。棉中的师生们不辞
劳苦、努力为棉中重建
积极奔跑的行动触动了
我的心灵深处:重建棉中
是万人的期待,是一万多
人 的 情 怀 啊 ! " 一 朝 棉 中
生,一生棉中人",重建棉
中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所以，在亚洲国际
友好学院和崇文中小学
的教学进入正轨之时,在

我 步 入 " 古 稀 ” 之 年 , 我
决定挑起领导棉中重建
的担子。我非常感谢校
友们对我的信任,授予我
重建棉中的帅印！在这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我
和校友们风雨兼程,日夜
赶工开始了启动重建母
校的工程。从学校的选
址、奠基、策划和电化
教学及师资的配套都亲
力亲为,争取在最短的时
间内最高质量地完成大
家对我的重托。

如 今 , 到 了 落 成 典
礼 的 时 刻 , 我 们 无 比 激
动。我们棉中以“学以
致用、诚以致远、勇于
担当、忠于国家”为办
学宗旨,跟随印尼政府的
指引,落实全球多元化教
育的方针，纳全球教育
国际化的教学理念,融合
我们印尼特色的文化,为
适应全球竞争形势,为印
尼培养优秀的三语人才,
让印尼成为世界强国之
一。尤其是现在一带一
路,印尼海洋轴心(支点)
政策,印尼将成为重要的
国家(地位),而棉兰地处
于马六甲海峡的重要区
域,是东南亚乃至全球经
济的重要位置。

今天,棉中学校落成
之日,是我人生的又一个
里程碑!这一刻,我的心情
也格外平静:我终于完成
了大家给予我的重任,把
一所完整的学校交给了
社会,实现了万名棉中人
五十多年的梦想！

" 一 年 之 计 , 莫 如 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虽然
我已年过七旬,我将尽我
所能带动苏北省文化教
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把
我余生的精力献给我们
的祖国,造福下一代的国
家梁。

今天借此机会,我要
衷心地感谢所有棉中校
友和社会热心人士对学
校重建的无私奉献,感谢
大家对苏北棉兰教育的
热心支持。让我们一起
携手共进,为我们的子孙
后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为印度尼西亚的建设,为
海外华人传承中西文化
优秀文化做出更大的努
力。

最后,让我们一起祝
福棉中中小学永葆青春
活力,为培育国家栋梁再
创辉煌!  

                       苏用发

棉中归来还少年 再育英才创辉煌

苏用发

年轻时的苏用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