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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文艺

1995 年 4 月，我递交了
辞职信，离开工作将近二
十年的人民协会（人协），
进入我的职业下半场。

我在人协工作其实是
挺开心、蛮顺利的。我也
获得多次的擢升，在工作
上，我有机会执行不同的
职 务 ，接 受 不 同 的 挑 战 。
因此，我从来都没想过要
转换工作跑道。

但 是 ，在 机 缘 巧 合 之
下，我有机会代表人协参
与于 1992 年 5 月成立的华
社自助理事会（华助会）的
多项活动，深刻感受到当
时担任执行理事长的曾士
生先生和副执行理事长陈
振泉先生对工作的热忱与
投入。当华助会决定增聘
一名副执行理事长时，我
欣然接受邀请，加
入 他 们 的 工 作 团
队。

记 得 时 任 人
协 总 执 行 理 事 长
的 李 宗 严 先 生 约
我 到 他 的 办 公 室
会面，分享他对华
助 会 的 看 法 。 他
说 ，华 助 会 刚 起
步 ，规 模 还 小 ，容
易出现问题，因此
必 须 谨 慎 待 人 处
事 。 他 还 一 番 好
意地对我说：“ 你
就放心过去（华助
会），我 可 以 保 留
你的职位，你随时
可 以 回 来 （ 人
协）”。

其 实 李 先 生
也 是 华 助 会 的 背
后 功 臣 。 在 它 成
立 初 期 面 对 员 工
短缺的时候，他曾义不容
辞地伸出援手。对于我的
辞职，李先生除了关心，也
为我着想。他如此心胸宽
阔，令我敬佩。

受益于人协所累积的
工作经验，加上参与过华
助会的不少活动，进入职
业下半场，我很快就能得
心应手，融入新的工作环
境。当时，曾士生先生也
兼任苏州工业园的总裁。
这是新、中两国首个政府
之 间 的 合 作 项 目 ，于 1994
年由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
先生亲自推动。由于工业
园从零开始，随时可能出
现状况，需要总裁在场处
理。因此，曾先生的行李
箱就存放在华助会的办公
室里，以便能及时提起行

李箱，直接前往樟宜机场
飞去中国。

当年的电脑和手机都
不普遍，国际电话的收费
也高。曾先生在苏州工业
园办公的日子，陈振泉先
生和我便得利用传真机，
通过一张张传来传去的白
纸黑字与他沟通交流。

华助会是我国四个族
群中最年轻的自助团体。
是由我国两大华人社团，
即中华总商会和新加坡宗
乡会馆联合总会发起成立
的。和其他族群的自助团
体一样，华助会日常的运
作经费，主要是来自华族
就业人士每个月五角或一
块钱的捐款。因此，华助
会必须尽快以实际的行动
来争取华族就业人士的认

同与支持。
华 助 会 成 立 之 后 ，便

积 极 地 展 开 两 项 重 点 活
动：教育和技能培训。它
借用会馆、学校和民众联
络所的课室开办补习班，
并在组屋底层的空间设立
学生服务中心，希望通过
补习和益智课程，协助清
寒的弱势学生改善他们的
学业成绩。它也赞助低收
入、低技能的工友参加技
能培训，协助他们掌握一
技之长，从而加强他们的
受雇能力和提高收入。

此 外 ，华 助 会 与 宗 乡
会馆联合总会合作，每年
都颁发助学金给清寒的学
生；也提供援助金给贫困
的家庭和个人。它还有其
他的活动，包括召募与培

训义工，主办各种筹款活
动等。我印象深刻的，是
和筹款小组的成员郭庭水
先生，在中元节期间带着

“ 钱桶 ”作为福物，到一
些宴会现场供善心人士义
标。

1999 年 曾 士 生 先 生 进
入政坛，受委为政务次长，
必须离开华助会，由陈振
泉先生接棒出任执行理事
长 。 我 和 陈 先 生 通 力 合
作，带领团队继续推广和
加強教育与技能培训这两
项重点活动，并开展新的
活动领域，为华族弱势群
体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和协
助 。 陈 先 生 于 2006 年 从
政，于 2009 年受委政治职
务。我接受时任董事会主
席林瑞生部长的意见，成

为华助会的主管。
在华助会前后工作二

十年，我接触过许多人，也
处理过不少事。我和同事
们最常碰到的问题，是一
些公众错把华助会提供的
援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华助会的服务对象是
华族社群中的弱势者，加
上资源有限，它必须制订
一些基本的申请条件。虽
然如此，同事们在处理申
请援助的个案时都具有伸
缩性，也会采取灵活和包
容 的 处 理 方 式 ，“ 破
例 ”协 助 一 些 家 庭 或 个
人度过难关。只是有些公
众在获得援助后，总认为
自己应该持续得到帮助。

我 记 忆 犹 新 的 ，是 一
位住在私人公寓、当过律

师的父亲。他失业了，妻
子也没有工作，家庭一时
陷 入 困 境 。 华 助 会“ 破
例 ”为 他 两 名 参 加 益 智
课程的孩子提供最高的学
费津贴。第二年他有了工
作，家庭经济已经好转，但
他还是继续向华助会申请
最高的学费津贴。获知申
请不被批准，他几乎每天
都打电话来刁难同事，后
来还多次发“律师信” 到
我的电子邮箱，限定日期
和时间要我回答他一连串
的问题。我邀请他面谈，
以便探讨其他途径来帮助
他 的 孩 子 ，但 被 他 拒 绝
了。他的行为困扰了我们
好一段日子，最后才不了
了之。

我 们 也 不 时
接 到 来 势 汹 汹 的
电话，或是责问华
助 会 凭 什 么 从 他
们 的 月 薪 中 扣 除
五角、一块钱？或
是 质 疑 华 助 会 把
大 部 份 的 捐 款 用
来 支 付 员 工 的 薪
酬 。 所 幸 经 过 同
事们的解释后，多
数人都能平下心，
静 下 气 。 有 些 人
在 了 解 华 助 会 的
运 作 和 活 动 详 情
后 增 加 了 他 们 的
捐款，有些人还成
为 华 助 会 的 义 工
呢。

华 助 会 大 体
上 都 能 得 到 广 大
公 众 的 爱 护 和 支
持 。 除 了 华 族 工
作人士，一些异族
同胞也慷慨解囊，

甚至加入华助会的义工队
伍，体现了我国多元种族不
分彼此、和睦共处的精神。
而四个族群的自助团体也
合作无间，利用共同的空间
推动不少的联合项目。

最 令 我 感 到 欣 慰 的 ，
是 华 助 会 深 受 董 事 会 与
信 托 局 的 信 任 和 支 持 。
各 委 员 会 都 积 极 地 为 它
提供专业的意见，众多义
工 也 为 它 作 出 无 私 的 奉
献 。 华 助 会 的 员 工 更 是
秉 持 着 “ 以 人 为 本 、以
家 庭 为 中 心 ” 的 理 念 ，
为 华 族 弱 势 群 体 提 供 各
种援助。

转 眼 间 ，二 十 年 悄 悄
地 溜 走 了 。 2015 年 11 月
11 日 ，我 顺 利 地 交 了 棒 ，
结束我的职业下半场。

吴莲珠

一方水土一方雕塑
———蔡汶家的故事

常 听 人 家 说 ：小 小 的
新加坡是个文化大沙漠！
乍 听 之 下 ，感 觉“ 别 扭 ”，
心 里 着 实 有 点 不 太“ 舒

服 ”。 当 然 不 敢
强 加 辩 解 ，因 为
懂 得 欣 赏 艺 术
的 人 ，好 像 不 太
多 ，尤 其 是 雕
塑 。 难 得 适 逢
退 休 ，偷 得 一 点
闲 情 逸 致 ，遂 俯
首 翻 阅 谷 歌 ，捡
回 锈 迹 斑 斑 秃
笔 ，挖 掘 岛 国 艺
术 空 间 ，发 掘

“ 沙 漠 ”中 的 绿
洲 密 码 ，希 望 大
众 解 码 之 后 ，岛
国 艺 术 的 将 来
能四季如春。

偶尔逛画展
与 画 廊 ，发 现 有
人 把 书 法 用 钢
铁 铸 出 来 ，感 觉
该 雕 塑 家 很 有

创意，怎么会这样异想天
开？把坚硬钢铁化成绕指
柔？把中国文化瑰宝“装
进”铮铮钢筋铁骨里？再

展出她刚柔并济的万般风
姿。后来才知道那出自我
国知名雕塑家蔡汶家之巧
手 。 真 是 有 眼 不 识 泰 山
哦！很欣赏他的《家》书法
雕塑，我看见作品中弯弯
屋瓦下护着的一头猪，我
看见家的温馨、宽容与大
度。那是他用尽心思，钻
研不少碑帖的成果。那不
是文化会是什么？

蔡汶家层层叠叠的废
弃老旧破椅子，熟头熟脸
的，看官我倍感亲切。对我
来说，那是我们的童年。那
是 60 多年前，咖啡店里的
圆木椅！它承载了多少叔
伯 前 辈 的 荆 棘 与 风 光 岁
月？十九世纪下南洋的先
辈是苦力，蹲着在路边吃饭
的！二十世纪初期，我们才
有 所 谓 的 咖 啡 店 与 木 椅
子。曾在造船厂打过焊接
粗工，懂得力学原理的蔡汶
家，就“废物利用”，堆叠出
岛国一个美丽的从前。

再看蔡艺术家的沙厘
网近作，那也是我的“旧相
识”，因为沙厘网认识”童
年的我。养鸡人家，老爸
用它给鸡寮做隔间。回首
沙厘网下南洋，在岛国走
过坎坷岁月，我觉得蔡汶
家 的 取 材 是 经 过 深 思 熟
虑、精挑细选的。用沙厘
网做媒介，把我们的思绪
带到不太遥远的过去，不
太遥远的建国初期。我们
从短暂的农业社会飞向工
业社会，再以“光速”飞向
商 业 社 会 。 让 人 寻 味 的
是：他的沙厘网竟然摆出
一个《北斗七星阵》来！原
来从小渔村飞到国际大都
会得得“摆阵”的！看官们
可得聚精会神哦！若被七
星阵迷失了魂魄，这责任
我可担当不起。

这是小红点雕塑家蔡
汶家，相信他的作品一定
引起你我的共鸣，谁说我
们是个文化大沙漠？

蔡汶家与鹰蔡汶家与鹰

偶尔闭目养神，脑海里
会不断浮现儿时的事、物、
人、地。因着这种念念不忘
的情怀，趁记忆犹新，有一
股想把"旧杨厝港"记录下
来的冲动。

相比林厝港和蔡厝港，
我对杨厝港更熟悉，只因它
是我出世及成长的地方。
这里方圆几公里有不少村
落，衍生不少喜怒哀乐的故
事，却凝聚了杨厝港居民和
谐团结友善的甘榜精神，这
是现今社会欠缺的。

现在的杨厝港路和过去
对比，已然面目全非。儿时
的杨厝港路从五条石至十
条石，两旁皆是淳朴的民
居，民风淳朴，生活简单但
乐趣无穷。

五条石近后港，十字路
口的边缘即"林大头巴杀
"。这座巴杀卖的海鲜皆是
港脚及榜鹅深海捕捞的鱼
获，非常新鲜。巴杀里头也
有不少杨厝港居民自家圈
养及耕种的家禽及蔬果，种
类繁多; 如鸡、鸭、红毛丹、
咖喱叶、茄子、羊角豆、班兰
叶、榴莲、菠萝蜜等等。环
绕巴杀的是两层楼的战前
老屋，鳞次栉比的沿地势高
低排列。 楼上是住家底层
是商店，卖的有布匹、厨房
用品、家具、首饰甚至当店
等。

沿老店屋往杨厝港路
方向的陡坡而行，右侧不远
就 是 光 洋 中 学 及 国 华 戏
院。光洋中学当年是颇有
名气的学校，村子里的父母
大多都期望孩子完成了小
六后，可以在此继续升学念
书。国华戏院则是杨厝港
居民工作上学，耕耘劳作之
余享受娱乐的好去处，这也
是当年学子们校假郊游时
的集合地标点。

往前再走就是杨厝港"
车间"，顾名思义即新加坡
巴士有限公司旗下巴士车
的总补给站。公共巴士在
这里进行维修及添油等作
业。记忆中川行于杨厝港
路及周边的服务路线有:70,
71,72,73,103 等。这些路线
可远至丹戍禺、欧南园、珊
顿道等，为居民提供不少远
行便利。

七条石的左边支路是"
惹兰缶窑"，沿此支路而行，
不远有一座烧陶窑，制作陶
瓷碗器，路名由此窑而生。
沿杨厝港路七条石北上有
一间戒毒所，保卫森严。再
走几步则有两间小学，分别

是公立励华小学和杨厝港
英文小学。我就是在励华
小学完成我人生的启蒙教
育。

八条石右侧旁有不少
棕色但低矮建筑群，范围宽
大，里头入住的是精神病
患，这就是当年的"板桥医
院"。记忆里常有不少病患
偷偷溜走，攀爬篱芭逃跑，
时见警卫及护士追逐，这是
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沿八条石左边一条小路
走进去，就是我出世及成长
的"罗弄锦武"村。村口那
间由廖姓经营杂货店是村
民添购生活补给品的重要
小店。村民主要是小农，散
工，杂工等，生活朴实。

九条石主要是殖民地的
洋房和有地住宅。上个世
纪 60，70 年代有不少殖民
地驻军及家属居住于此。
因范围不小及特殊建筑结
构，这里是村民心目中的"
高级住宅区" (目前是实里
达住宅区)。

十条石算是另一个颇有
规模和组织的村居。这里
的农户以猪农蛋农为主，饲
养不少猪只及鸡蛋供市场
售卖。路的两边有不少简
陋的铁皮和木质老店，店前
有小摊位出售蔬菜水果，家
禽肉类，海鲜水果等物品，
还有一两家理发店，为居民
提供了不必远行购物，理发
的方便。

十条石的尽头即旧汤申
路上段及三巴旺路的临界
点。那一条狭窄曲折又幽
静的弯道就是当年著名的
赛车道。小时候因口袋羞
涩，没能力购票进场，从收
音机播放的赛事报道中亦
可强烈感受到扣人心弦的
紧张车赛。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农村人口迫不得已必
须迁徙至钢筋铁骨的组屋
里。八十年代上旬至下旬，
居住于杨厝港大路两旁的
几百户村居民在条例下，都
陆陆续续搬走。朴素简单
充满甘榜味道的房居在铲
泥机及推土机的快速运作
下终于移为平地，取而代之
的是一栋栋没有生气，毫无
个性的楼房，私宅，公寓及
工业区。

美丽朴素，充满故事的杨
厝港路及村落已经不复存
在，一串串陈年旧事早已化
为记忆，深入骨髓，嵌入脑
海，纵然午夜梦回，所有点点
滴滴依然如故，若境似水！

吴美兰吴美兰杨厝港的记忆

杨厝港路车间的监狱杨厝港路车间的监狱

互助会互助会

吴振钦

职业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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