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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苏北一
代华教泰斗

苏 北 华 教 泰 斗
黄两承老校长于2020
年9月16日逝世，享
寿94岁，他生于1926
年，正是中华民族在
中国本土和印尼等地
经历大变动时代，民
族 革 命 浪 潮 汹 涌 澎
湃，印尼建国导师苏
加诺在法庭上喊出人
民对荷殖统治者的控
诉，中国革命部队开
始进行北伐战争，印
尼在爪哇和外爪哇已
有华校507所，华文
教师1092人，学生约
3万3千人。生于动荡
变革的时代，像许许
多 多 华 教 工 作 者 一
样，我们都经历前半
生挫折磨难，后20年
坚苦奋斗，必须不折
不挠，把中华文化向

前 推 进 。 就 这 一 方
面，黄老确是一代华
教泰斗，为苏北和全
印尼华教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我们应向他
致以崇高的敬意，三
鞠躬致谢。

黄两承祖籍福建
安溪人，经历了抗日
战争的血泪沧桑，在
艰苦生活中与印尼人
民共同生活，因此，
他年轻时就掌握好中
文和印尼文，1952年
～1955年，他曾到民
礼中华学校中学教导
印尼文，这间中华学
校是晓星的祖父石庭
良与几位友人共同创
办的。黄老对民礼的
人文美食留下良好的
印象，据悉他多次带
在 崇 文 学 苑 执 教 的
中国老师（来自福建
华大师範）到民礼品

尝当地有名的闽南美
食。

上 世 纪 五 十 年
代，许多年轻华侨学
生热衷回国热，据黄
老 自 称 ， 他 也 曾 想
回中国，当时中国领
事 回 他 为 什 么 要 回
国，黄老说“为人民
服 务 ” ， 领 事 反 问
他：“在这里难道不
能为人民服务？”一
句话使他打消回中国
的念头，从此在印尼
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为建立崇文和发展华
文 教 育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1955年，受亚非
会 议 成 功 举 办 的 影
响，苏北华文中学供
不 应 求 ， 棉 兰 华 社
精英决定筹办崇文中
学，成立“崇文中学
董事会”，并于1955

年6月15日注册成立
基 金 会 ， 多 次 改 组
后、陈灼福被选为主
席，1955年8月1日崇
文中学正式开学，已
故谢长青担任校长，
年青有为的黄两承担
任教导主任，一直到
1966年3月26日学校
被苏哈托政权封闭。
崇 中 开 办 了 十 年 ，

培养了9届高中毕业
生 、 1 6 届 初 中 毕 业
生，当时崇中有100
多位教职人员、3千
多名中小学生。

1 9 6 6 年 到 1 9 9 7
年，黄两承被迫离开
华教职位，他从事货
仓管理员、开过洋货
店，后来转到糖果厂
任职，但他没有忘记
文化研究工作，他认
真阅读书报，深入了
解国内外政治经济和
社会问题，为后来改
革开放后撰写评论文
章奠定了基础。

1988年5月，印尼
走向民主改革时代，
以黄两承为首的校友
组织了“崇文教育基
金会”，积极筹备复
校大业；黄老领导编
译了汉语400句中文
课本上下册，共印了
4000本，免费赠送给
印尼国民学校和一些
大学，作为学习中文
的教材。

 黄两承终生奉献华教
    书写时代发展（上）

1955年~1966年，
黄两承担任崇文中小学教导主任

2004年，崇文校友会理事长苏用发
(左三)，黄两承(左四)和

黄世平(左五)合影

黄两承颁发纪念品给崇文基金会
董事张丽水令长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