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12

多 条 远 远 不 够 。 会 上
没 做 决 定 ， 派 了 五 人
去日惹先考察，凤英虽
无“官职”，黄主席要
她去。五人乘坐最廉价
的早班飞机飞往日惹，
到达后，当地官员说各
地赠送灾区的食品非常
多，足够了，他们去仓
库看了，确认官员的说
法不需要买食品后，便
考虑凤英的建议。当地
官员也很支持建校，带
领 他 们 到 每 个 学 校 考
察 。 最 后 确 定 一 个 学
校，一估价，需要的资
金 达 8 0 0 条 。 有 的 理 事
主张先回雅加达，等开
会讨论讨论再说，凤英
认为来来去去既花时间
也花钱，而帮助灾区建
校刻不容缓，钱不够，
可 以 设 法 发 动 大 家 再
捐。当晚她和持不同意
见的理事都打电话向黄
主席汇报，请示如何解
决。凤英坚持立即签下
合同。她果真把合同签
了。回雅加达，去筹尚
欠缺的资金的任务当然
就落在她身上，她自己
再慷慨解囊也还不够。
那时，一些社团听说巴
中校友会要援助灾区，
他们也筹了数量较少的
捐款，单独送去也做不
了大事，于是便参加进
来，很快就超800条。新
校舍很快就建起来，多
余的捐款还买了新鞋、
衣服和书包分发给每个
学生。庆祝新校舍落成
的典礼上，校友会领导
人 被 当 作 嘉 宾 请 去 参
加，地方长官和当地群
众长老也出席，他们非
常感谢巴中校友会的善
举。当时，巴中校友会
是第一个帮助灾区建校
的，在新建的学校操场
上立起一块碑石，上刻
着巴中校友会的名字。

这是凤英给校友会
办的第一件很漂亮的大
事 。 后 来 2 0 1 0 年 5 月 亚
齐大地震，理事会便一
致同意给灾区建一座学
校，由副主席凤英领头
带 了 另 4 位 理 事 前 往 灾
区，这次办的很顺利，
学校只用两个多月就建
成。巴中也是第一个给
当地建新校舍的单位，
后来其他社团才接踵而
来。

2005年在筹备庆祝
巴中60周年校庆之前，
凤英被推到筹委会副主
席 的 岗 位 上 ， 那 时 她
还 不 是 校 友 会 的 副 主
席。理事会计划庆祝活
动邀请5000人参加，需
筹 1 M （ 印 尼 盾 ） 的 资
金。当时华社还没有完
全从98年的经济危机中
复苏，市场也不景气，
筹 这 么 大 笔 钱 谈 何 容
易。除了理事会几位领
导慷慨解囊外，筹款的
任务落在凤英身上。她
还 不 认 识 其 他 届 的 校
友，但她分析了各届“
大头头”的情况，心中
有数。她一届一届去找
人，分别召集各届头头
开 会 ， 一 个 一 个 打 电
话，甚至上门去谈，有

的知道她是要钱的，躲
着她，她却不厌其烦的
找，做很多说服工作，
说 明 这 是 为 巴 中 的 校
庆，人人有份，大家受
她的精神所感动，也为
了学校，都尽力出钱。
后来筹到1.3M的捐款，
使庆祝活动圆满顺利进
行，凤英在幕后做了很
多别人看不到的工作。

校友会平时活动的
费用、出版文苑（后改
会讯）的费用，需要一
大笔资金。带头人的主
要责任之一就是找钱，
解决经费来源。后来成
立了巴中银会，解决了
资金问题。会员每半年
可 以 免 费 参 加 一 次 聚
会，在聚会上观赏文艺
团的表演，聚会还成了
交流信息的一个平台，
会员定期免费参加权威
医生的健康讲座，享受
免费体检等等，很受到
欢迎。成立银会是凤英
的主意，也是她组织起
来的。

进 入 2 1 世 纪 ， 随
着华文教育在印尼华社
复苏，复校的目标也提
到校友会的议事日程上
了，理事们义无反顾地
挑起这个历史使命。这

项工程比理事们任何人
所做过的任何事还更复
杂更艰难得多。从物色
地皮的三年多中，凤英
可说是寝食不安，要考
虑学校的长期性和持续
发展，又要符合当地的
条例法律等等。在落实
计划中，印尼校友、香
港、中国广州、福建、
北京等地的校友会，都
发动大家出一分力，献
一份爱心。经过各方的
努力，新校终于矗立起
来，幼儿园也按计划开
了课，但是，办校是非
牟利的事业，是一件长
期的持续的工作，各项
设备的费用、教师的月
薪、学校日常的开支、
还有贫困生的助学金等
等，是个无底洞。当时
她就告诉我说，巴中三
语学校要成立董事会来
管理学校的发展事务，
董事会要对今后发展所
需要的资金负责任，在
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董
事们必须自掏腰包来解
决。眼下，两位主席正
为解决师资问题来北京
到处奔忙……说起这些
具 体 问 题 ， 凤 英 也 感
到压力很大。所以，她
感到需要每个巴中人都

来关心复校大业，每个
人多出一分力多发一分
光，都会对复校有利。
每个巴中人都愿意在复
校大业中参与一份、尽
一 份 责 任 和 义 务 ， 那
么，事情就会更顺利。

为 了 实 现 复 校 ，
她常要来香港和大陆各
地 ， 交 通 费 住 饭 店 费
等，都是自己掏钱。关
于她的故事还有很多，
不能一一写下。她是一
个有魄力、有主见、有
奉献精神、有强烈责任
感的人，性格爽朗平易
近人。我喜欢这种类型
的人。她坦率，心直口
快，在处理问题时，常
会坚持己见，得罪过一
些人。但俗话说：日久
见人心，对她有意见的
人，后来也明白了她并
无任何私心，也会消除
前嫌。当校友会的领导
人，需要有奉献精神，
有能力，有威望，能团
结大多数人，还要有经
济 实 力 ， 愿 意 承 担 义
务。对照这些条件，林
凤英当校友会主席是最
合适的人选。 

2011年秋季写于北
京

          林凤英 ——一位难得的女将才
                 北京  60年届  许琼玲(下)

林凤英主席访北京与梁俊祥，
徐筑参观雁栖湖国际会议

巴中浴火重生  
重建雄伟壮观新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