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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多位
本地新闻界名人纷
纷出书，我们也经
常问“老老总”林任
君，什么时候也写回
忆录？他总是笑笑，
偶尔回答也只是简单
地说：“我没有什么
好写的。”

1973年从南洋大
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
系毕业四年后就加入
《星洲日报》国际组
当翻译，1993年底受
委为《联合早报》代
总编辑，1995年1月
正式出任总编辑，为
这份报纸掌舵18年。
任内他推动了新闻
室电脑化、早报网上
线，扩大早报的国际
空间和视野，“没什
么好写”实在是谦逊
之词。

在我们这些在他
身边工作过的人看
来，他的想法和理
念，早已融入这份报
纸，以及许许多多他
写的重头文章中。

林任君不写回忆
录，但是如果读过他
写的文章，包括给别
人的书写序、讲座上
的讲稿，还有他退休
后写的《四面墙外》
专栏，可以看出他刚
正直率的性格，以及
他的长期思路。

从称呼他为“老
总”到“老老总”
，我们对他相当熟
悉，他的长期读者也
应该对他不陌生，所
以我们以新闻记者的
嗅觉，直接从收录在

他的新书《世事任君
谈》的“一篇没有机
会发表的演讲”谈
起。

这篇没有发表的
讲稿写于2004年中，
南洋理工大学时任校
长徐冠林博士公开提
出要正视南洋大学（
简称南大）的历史，
而隔年正逢南大创办
50周年，各方正酝酿
着在7月14日的毕业
典礼上，宣布南洋大
学复名的消息。

身为南洋大学校
友也是《联合早报》
总编辑的林任君欣然
接受邀约，以校友身
份在毕业典礼上发表
演讲。

“我看到南洋理
工 大 学 在 徐 冠 林 当
校 长 后 ， 跟 华 社 的
接触、联系、演讲等
等，做了很多工作。
加上他们跟中国、印
度都建立了关系，觉
得 他 们 变 得 很 多 元
了，这个时候变成不
只是一个理工大学，
名正言顺。”

林 任 君 也 很 清

楚，复名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一些南大校
友当时批评这只是自
欺欺人，而他认为，
能 复 名 已 经 很 不 容
易，连前南大在1980
年关闭时的理事会主
席黄祖耀，都愿意回
去担任南洋理工大学
名誉副校长，这很难
得。

为了对徐冠林的
工 作 表 示 支 持 和 肯
定，以及对母校那份
感情，他对这次的演
讲十分重视。毕业典
礼是星期三，他以一
贯严谨的做事态度，
早早准备好讲稿。怎
么知道在之前那个周
末，情况急转直下，
复名计划被否决了。

一个重大的改变
压了下来，林任君觉
得那他出席毕业典礼
也没有什么意思，立
刻 通 知 校 方 他 不 去
了，而准备的演讲稿
也尘封了将近20年，
趁着文集的出版他才
让讲稿重见天日。

74岁的林任君受
访说，徐冠林为复名

一事付出很多心血，
却在最后关头告吹，
痛 苦 和 心 酸 可 想 而
知。这些年，他从未
与徐冠林讨论过演讲
内容，直到最近才把
这篇未发表的演讲拿
给徐冠林看，徐阅后
非常感动。

林任君说：“已
经时过境迁了……这
篇讲稿应该发表，作
为历史的注脚。”

记者问：“你对
南 大 还 有 一 定 的 情
怀？”

他以一贯坚定和
坦率的语气回答：“
当然，当然！”

在南大问题上，
林任君游走在两个身
份之间，一是心怀云
南园的南大生，一是
务实理解大局的媒体
人。

南大是东南亚各
地和各界华人出钱出

力兴建的本区域最高
华文学府，1980年关
闭对他们伤害极深。
然 而 ， 现 实 是 到 了
2004年，英语已是我
国社会普遍使用的语
言。林任君很清楚，
要恢复以华文为教学
媒 介 的 大 学 并 不 可
能。“你的生源哪里
来？”

在他那篇未发表
的演讲中，他寄望南
洋理工大学能“重新
引进南大精神”“打
破南洋理工大学独尊
英文、以西方思想为
圭臬的局面，而采取
一种开阔的全球性视
野”。

记者问他是否认
为南大问题如今仍然
敏感。林任君毫不迟
疑 地 说 ： “ 不 敏 感
了。”

思忖一番后他补
充：“一些人还

林任君认为，南大问题如今已不再敏
感，可以公开谈。（白艳琳摄） 前南洋大学旧牌坊。（档案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