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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逢 佳 节 倍 思
亲，清明临近，心情
澎拜，一时追忆起了
让我刻骨铭心、对我
影响深远的棉中恩师
们。思绪回到追忆中
那充满燃烧激情的，
上世纪5-60年代……

棉华中小学是棉
兰的一所高等学府，
是苏北著名的传播中
华文化摇篮，创办于
1945年11月25日，首
任校长是朱志辉，第
二任为陈燕贻，后被
苏哈托旧政权封闭于
1965年3月26日，并把
棉中旧址夷为平地，
改 建 成 居 民 区 与 商
场。事隔53年，棉中
贤辈们排除万难， 终
于成功复办新棉中，
宏伟的新校于2018年
7月18日复课开学，
担任新棉中行政部主
任的，就是前棉中老
教师邱继诚老师。 棉
中历来就是一所爱国
爱侨的进步学校，拥
有众多思想先进、教
学水准高超的教师队
伍，好些学子高中毕
业后，仍然留校任教

于高中部，都发挥了
出色的教学表现。棉
中数十年来培养造就
了无数人才，散布在
国内外各行各业里，
都做出了对国家社会
积极有益的奉献。 

我 于 1 9 5 6 年 7
月 份 入 读 棉 中 初 中
部，1962年 毕业 于
高 中 部 ， 曾 被 推 选
为60至62年度的学生
会 主 席 ， 后 留 校 任
教，一直到学校被封
闭。  众多令我崇敬
的棉中师长们，总会
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回想起他们的无私奉
献 与 教 诲 ， 让 我 一
生 受 益 无 穷 ， 他 们
是 ： 朱 志 辉 、 陈 燕
贻 校 长 、 李 公 我 代
校 长 、 黄 仓 平 、 古
鹤 龄 、 李 发 均 ， 王
家 声 、 萧 承 蔚 副 校
长 、 以 及 邱 继 诚 、
李 炯 安 、 李 廉 祥 、
李 照 芳 、 黄 香 珠 、
黄 金 风 、 阮 若 辛 、
马 素 珠 、 林 光 荣 、
林文胜、Kamaluddin  
Langkuti 、林丽秋、
邓中联、朱丽辉、李

汉金老师……以及棉
中学长郑光煌、翁克
敏、周芸、邝福蒸、
施光碧、林如菊、黄
明 川 、 林 来 荣 、 晓
星 、 陈 思 基 、 孙 国
静、杨汉盛、司徒明
华、黄美忠、黄中南
等等。

特别是李发均老
师，其对我的影响是
至深致远的。李老师
当 时 担 任 副 校 长 兼
上午班行政部生活指
导，也负责指导学生
会的工作。李老师经
常组织学生会与同学
们的课外学习小组，
学 习 政 治 ， 讲 解 分
析 评论时势，娓娓
动听，很受同学们的
欢迎喜爱。校方还经
常组织各校选派的老
师，集中在棉中开展
时势讲座，李老师善
于讲解辩证唯物论、
大众哲学与政治经济
学 ， 深 入 浅 出 的 讲
解，给我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美好印象，影
响了我的思维辩证唯
物史观，以及往后对
时势政治的浓厚兴趣
与探索，深感获益匪
浅，一生受益无穷。  

而在文史教学方
面，阮 若辛、林光
荣 、 李 发 均 与 李 炯
安老师，也是我非常
敬爱的文史教师，他
们的课堂讲课，从不
照 本 宣 科 ， 而 是 如
讲故事般， 语文教
学时，把课本文体分
段讲解，段落分明地

一一讲述，也不放过
讲 解 标 点 符 号 的 运
用，要求学生充分理
解句子的文意造词，
做到领会贯通，并要
求背诵一些精辟段落
与 唐 诗 宋 词 ， 规 定
在作文时，尽可能应
用已经学到的词句。
阮若辛老师说：要深
入到实际生活中，从
生活里来，到生活里
去， 常读、常写、
常改，是写好文章的
秘诀。他还说：读书
要精读，不能囫囵吞
枣地乱读，有些段落
更要背诵熟记，直到
铭记于心中。我遵从
其 教 导 ， 后 来 假 期
里，我只带回一本语
文课本，一个月的假
期中，就只阅读鲁迅
的一篇《故乡》，一
读再读，有些段落还
反反复复地读，反复
地背诵，直到滚瓜烂
熟。奇妙的是，新学
期开始，我的作文竟
然大有长进，  林光
荣老师还常把我的作
文评为80分以上，还
经 常 拿 在 课 堂 里 诵
读，给了我极大的勉
励与激励，确确实实
影响了我往后的阅读
习惯，以及喜欢书写
文章的浓厚偏爱。

另外李炯安与李
发均老师的历史课讲
解 ， 从 不 刻 板 不 死
读，而是把历史当作
故事来宣讲，有情有
节，有板有眼，极大
地引起了学生的兴趣

注意力，也让我们从
历史教学中，理解了
历 史 人 物 爱 国 将 领
与 爱 国 诗 人 ， 忧 怀
的 家 国 情 怀 ， 激 发
了 学 生 们 的 爱 国 爱
民 道 理 ， 影 响 了 大
家的爱国情怀。 还
有 教 授 印 尼 文 的 黄
金 凤 、 K a m a l u d d i n  
Rangkuti老师，他们
的印尼文授课有方有
法 ， 有 广 度 ， 有 深
度，非常注重印尼文
语法的讲解，对文法
的要义与结构，分析
得有条不紊，井井有
条，并要求尽可能多
地 掌 握 好 印 尼 文 词
汇。结果几年下来的
有效教学，让我这原
本对印尼文一窍不通
的印尼文Totok，后
来，竟然能够比较顺
利地读懂，并能朗朗
品 读 印 尼 文 报 章 社
论，着实令我万万料
想不到。

值 得 一 提 的
是，1965年3月26日，
棉中学校被暴徒霸占
那一刻，李公我代校
长大义凌然的应对，
彰显了棉中教师不畏
强权，临危不乱的崇
高品格。当荷枪实弹
的 军 人 暴 徒 冲 进 校
园时，师生们集中在
草场上，我也挤在其
中，李公我老师义正
词严地高声发言：“
老师们！同学们！我
们的棉中母校被无理
霸占了！大家要永远
铭记这一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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