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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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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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缘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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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亲
家 。 黄 老 师 是 1 9 5 7 年
届 厦 门 大 学 物 理 系

毕 业 生 ， 我 是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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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个 字
金 色 校 训 耀 眼 夺 目 。
黄大哥说: 这是苏用
发 先 生 在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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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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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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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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