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 蓉子文学创作论

! 白舒荣

摘"要!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女作家蓉子!是从报纸专栏走出来的"从
蓉子成长和经历看!她不畏艰难!勇敢坚韧!其作品也展现作者自身的这种品格"
回国探亲之后!生活重大转折为其创作注入新养分#新活力"无论在他乡还是故
乡!她的文学创作可谓笔笔正能量!满满家国情"她以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
情怀行进在永远的路上"

关键词!女作家蓉子"新加坡和中国"文学创作论

新加坡华文作家蓉子自称是(三国五朝小民)##$'$年初!她出生在中国"+岁随养母
下南洋!落足英属马来亚"半年后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建立马来亚联邦"#$&*年$月#&
日马来亚同沙巴&砂拉越!以及新加坡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年她去新加坡
工作定居#三国五朝不折不扣#

一! 新加坡蓉子" 从报纸专栏走来

蓉子出生在潮州金石镇陈厝垅!本名赛蓉!生身父陈姓!她随养父姓李!全名李赛蓉#

'岁的她被送给了不育的亲姨母#在姨母那儿最常领到的礼物是令她肝胆俱裂的(泄愤
般地打打打)#+岁时离开潮州家乡!随姨母漂洋过海到马来亚与姨夫团聚#姨夫在杂货
店当伙计!收入低微!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简陋大杂院#她立刻担负起洗衣烧饭&提水劈
柴&养鸭洗地等繁重的家务劳动!稍有差池!小则被敲头拧脸!大则被烧火木柴痛击手指!
或者用麻绳套在她脖子上!勒一勒松一松!姨母还恶狠狠地威胁/(你要死还是要活')让她
心志不死的是书本#她非常爱读书!虽然是班上的穷学生!连练习本都买不起新的!却下
课后偷偷做拔鸭毛的杂活儿!挣钱买故事书看#

她以'年的时间完小毕业!勉强又念了二三年英文中学!便因家穷辍学!开始四处流
浪打工#后来结婚成家!满怀希望投入新生活!担任起新角色#蓉子婚后在新加坡自家的
小天地里!洒扫庭除!买菜做饭!做毛绒玩具等手工活贴补家用外!从小爱书&恨自己读书
少的她!从没放下过书本#翻破了$辞源%!熟读$古文观止%$红楼梦%!民国年间老舍&张恨
水等等名人著作!尽量借来阅读#看的多了!难免技痒!悄悄动了写作的念头#

#$&$年!她把厨艺心得写就的一篇以$食谱...猪肉蒸蛋%为名的小稿!化名雪兰!寄
给$南洋商报%#不料竟被刊登了!恰逢长子出生#她欣喜万分!觉得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
意!暗示写作同儿子一样!注定都是她的生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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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由新加坡殷商陈嘉庚于#$!*年

$月&日在新加坡独资创刊##$&(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家!南洋商报一分为二#与$南
洋商报%并驾齐驱的另一份华文大报是$星洲日报%#除此外!还有华文报$新明日报%!其
文艺副刊很受读者欢迎#$新明日报%为新加坡华文下午报之一!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发行!
于#$&)年*月#+日创刊#创办人是香港著名小说家金庸和新加坡商人梁润之#

第一篇小稿见报后!她又陆续写了一些妇女版的文章#)"年代初!她试着投稿给$新
明日报%的文艺版(新风)!并没抱多大希望#不料几天后在(新风)版!发现有个叫(蓉子)
的写了一篇$闺怨%!看内容!竟同她写的一样#再仔细读!除了改掉几个字添上两句诗!明
明就是自己投的稿啊9 正纳闷!发现版面当中有行黑体字/请作者(蓉)晚间与本版编辑
联络#

她常读$新明日报%副刊!发现这是该刊主编姚紫的一贯作风!他喜欢在版面上给作者
和读者发讯息#姚紫是新加坡早期优秀作家和编辑!原名郑梦周#!"世纪!"年代出生
在泉州晋江安海镇!#$')年#!月只身南渡新加坡#两年后他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秀子姑
娘%在$南洋商报%连载!备受读者追捧"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拍成电影后!亦轰动一时#
他曾担任多家副刊和刊物的编辑!致力培养文学新人#为问明究竟!她给$新明日报%副刊
打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人和蔼客气的声音!正是姚紫#他说!这篇$闺怨%就是她
的作品!他认为用一个字(蓉)作为笔名对读者显得不够尊重!所以做主加了个(子)!变成
(蓉子)!这既不影响原意!眼看还是耳听都比较美#听了姚紫的话!她想!自己本名赛蓉!
喜欢芙蓉!却嫌(赛)字有点俗!便爱用单字(蓉)!姚紫的建议有道理!从此在(新风)发表作
品就常用(蓉子)#新加坡的(蓉子)由此从报纸副刊诞生#

副刊!通常是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中国的副刊出现比较
早!从有了报纸以后就有副刊#鲁迅先生的$阿c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张恨水的
(鸳鸯蝴蝶小说)等!都首见于报纸的文化副刊#中国大陆外的地区和国家!华文杂志凤毛
麟角!文化副刊尤为华文作家们驰骋文笔&培育成长的重要园地#

姚紫无意间把李赛蓉命名为(蓉子)#恰巧!台湾地区有位著名女诗人叫蓉子#!"世
纪)"年代初!资讯比较封闭!没有网络!没有邮箱!更无微信!世界华文文坛远非如今这般
交流频繁#直到)"年代后期!西方的现代主义才从台湾地区传入新加坡!基本以诗为主!
接受者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学人#

姚紫是位中华传统文人!)"年代初不知台湾已经有位著名女诗人叫(蓉子)并不奇
怪#否则!以他的性格!以他当时在新加坡文坛的地位!断不会让自己的作者重了别人名#
李赛蓉当时不过是个家庭主妇!虽然喜爱读书!对国外文坛作家的了解和认知还比较少!
接受姚紫的建议换笔名全然出于尊重#同台湾名诗人之重了名!全然无心#再说!台湾蓉
子从没在新加坡发表过东西#当时不知台湾有位著名女诗人蓉子也不足为怪#未料!有
人讥讽她有意借名人之(名)抬高自己!常以之作为箭镞!抽冷射一箭#面对嘲讽和打击!
她暗暗较上了劲儿/(我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座右铭/大石横前!弱者的障碍!强者的
阶梯#)后来她索性到户籍处!加上中文名(蓉子)!将自己完完全全正名为(蓉子)#

蓉子开始写作!多因心绪无从诉!想借此给自己圈在家庭小天地&受娘家和婆家轻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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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带来希望!带来力量!外加挣些稿费补贴捉襟见肘的家用!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家务消磨了蓉子的精力!而一路为命运所激发出来的要强心!丝毫未变#在主流的男权社
会!女人总是低男人一等!女人的使命是婚姻&家庭&孩子&丈夫!把一个家操持得有条不
紊!服侍好男人和孩子!就是全部价值体现#传统观念把女性孤立于社会之外!为此!"世
纪西方便出现了关于女性主义源源不绝的思考#

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
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 保罗,
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十分普遍!非常持久的#
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
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
性也处于男性之下##$岁时的波伏娃曾发表过她的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
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另一位被誉为!"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的英国女作家艾德琳,弗吉尼
亚,伍尔芙认为结婚生子从来不是女人的义务!而是一种权利#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
生活!至于这份自由是否值得你背负世人的疏离&道德的谴责!你是否有这般勇气去承受!
只能自行掂量了#

按蓉子的环境!她当时对女性主义&西方女权运动!对波伏娃和伍尔夫未必有多少了
解#但与生俱来!由于女儿身!所遭受的一切屈辱!让她天然同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坚持选择自己的生活!绝不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她每天起早贪黑勤习写作!
甚至彻夜不眠在厨房赶稿#伍尔夫有句名言!女人想要写作!必须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
间!还要每年(""英镑的收入#蓉子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更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年!她到新讯杂志社当编辑!又受教育出版社出版$电视周刊%邀约写社会信箱!
以及不定期地主办座谈会&采访影艺界人物#当时她像钟点工一样!有时在电视台一边看
电视剧!一边抄写剧情!在$星洲日报%的专栏(她的访员手记)由此产生##$))年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编选了她历年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文学月报%及$新加坡文
艺%等副刊杂志!发表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星期六的世界%!选入*"多
篇散文随笔!主要是她)"年代初期发表过的文章#蓉子的作品取材于生活!言之有物&言
之有理!文笔简明直接!叙事有己见!状物有特色#作为家庭主妇和初学写作者!蓉子的社
会触角和视野难免受限!不少篇幅中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取材直接或间接多与自身相关!
诸如家庭生活&孩子&丈夫&邻里&养父母&病痛&花草树木&亲情友情&生活感悟!以及对写
作的想法!等等#

同年的'.+月!短短数月间!蓉子开始撰写三个专栏/$南洋商报%副刊$新妇女%版
的(主妇随笔)!$星洲日报%妇女版!以及(江采蓉漫笔)#当时在新加坡!她是第一个写专
栏同时也写小说的作家!很罕见两家华文大报同时采用她的专栏与小说#翌年!紧跟着
$星期六的世界%!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初见彩虹%问世#该书出版后短短一周便售罄!很快
再版#$初见彩虹%出版第二年!更有$蓉子随笔%和小说$蜜月%$又是雨季%!脚跟脚紧随着
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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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蓉子有一篇小说$凯凯的日记%荣获全国小说创作首奖!颁奖者是第三任总
统蒂凡那#新加坡著名作家黄孟文称道说(在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界!蓉子的名字相当响
亮)#同年!她被邀请代表家长!亦是唯一的作家!上电视直播节目!与总理李光耀对话!讨
论(两种语文的教育政策)#

蓉子本希望婚姻改变命运!不料仍然是苦海无边!没有回头上岸#逆境恶缘!!"年的
婚姻生活满含痛苦辛酸#每日以大葱萝卜干为三餐!经常被遣去杂货店为丈夫借赌
本--她真想跳进大海!一了百了!寻求彻底解脱#后来终于解除了这段苦多乐少的婚
姻!立志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她有个信念/(!"岁以前!如有苦难!不是我的错#!"岁以
后!再有苦难!一定是我之过#)是艰难困苦和不绝的厄运!磨炼和造就了今日的蓉子#正
如法国文豪大仲马所说"(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基度山
伯爵%+雨果亦有同样的断言/(坚强!稀有的性格便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苦难!经常是后
娘!有时却也是慈母"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
乳汁#)*$悲惨世界%+

从蓉子成长和经历看!她不畏艰难!勇敢坚韧!她的作品也展现作者自身的这种品格#

二! 回国探亲后" 生活重大转折为其创作注入新养分新活力

蓉子+岁随养父下南洋#地窄人稠!天灾人祸!靠海的地理之便!被动或主动下南洋
挣钱养家!是清末民初!百多年闽粤一带百姓不得已的选择#

#$+*年!蓉子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她的母亲获准到新加坡探亲#从她家乡到
新加坡探亲的!她母亲是第一人#可见蓉子的一片孝心#如果说!+岁下南洋为蓉子开启
了另一种人生!那么!母亲的到来!不啻是给自己女儿搭了一座桥#踏着这座桥!从此蓉子
与故乡的联系日益密切!生活发生了又一次重大转折/新加坡.中国!中国.新加坡!不
绝往返的崭新人生!为她的写作注入了新鲜的养分和动力#生活痛苦也罢!快乐也罢!她
离开中国潮州故乡已经!)年#被连根挖起迁徙的一棵小树!已经在移植的异国他乡成
长#但无论树长得多么高大!她的枝叶总不忘向根部垂望#母亲探亲离去后不久她就回
潮州探亲!从此她不绝往来于新加坡和中国#她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无论前期创作!还是探亲后的创作!都与她的生命历程密不可分#
回国探亲后!她曾经营花岗石生意&房地产中介!开办信封厂等生意!生活得到保障!

独力供两个儿子读书成才#同时!她(文痴欲狂)!小说&散文&信箱!什么都写#当年新加
坡!她是唯一同时在三家华文报写专栏的作者!高峰时期每周)篇!其中有答复读者的信
箱!有与老作家的(唱双簧)!还有(中国行)(老潮州)及(蓉记小厨)等!自称(文坛杂牌军)#
这些作品按题材大致分为/

(#)反映爱情婚姻的社会信息"爱情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内容和主题#蓉子更多切身感受!对此类题材!信手拈来!故其作品相关涉猎颇
多#其艺术表现比较直接#

早期的小说$轨外%!谈的是子女教育问题#单线条的故事结构!明明白白的警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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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时曾被改编成电视剧#更多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不是$轨外%式的虚构
故事!主要见之于(秋芙信箱)#她曾为新加坡$电视周报%$联合晚报%$电视广播周刊%$新
周刊%$新明日报%等报刊!主持(爱情与生活信箱)*即(秋芙信箱)+长达*"余年!深受大众
欢迎!名闻狮城#这些信箱文字结集成$未了情*一+%$未了情*二+%$你永远是男人的最爱
吗'%和$别碰9 那是别人的丈夫%#为行文方便!姑且将其统统简称为(信箱文集)#

(信箱文集)透过婚姻&爱情和家庭中形形色色的问题!直接贴近现实生活和社会脉
搏!反映社会众生相#她在充当心理医生角色回答问题时!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人生态
度&语言风格!都深深打着(蓉记出品)的烙印!特色十分鲜明#可谓(笔下离经叛道!别有
笑料)的劝善金科#信箱中的语言特色!显然受潮汕一带民间歌册的影响#蓉子的(秋芙
信箱)因其涉猎广泛社会问题!释疑解惑大胆敢言&切中肯綮!文笔机智幽默&情采并茂!所
以其效果作用和影响力几乎盖过她的其他作品!收获了不少好评#

(!)道不尽中国情"蓉子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她眼里的中国#$中国情%$百
万之爱%$芳草情%$悠悠中国情%$老潮州%!以及$戏言%$蓉记小厨%!即此之属#这类作品
亦结集自报纸副刊!具有副刊文章的基本特点/紧贴时代&紧贴生活&紧贴作者的步履和
视野!为文短小!轻松活泼#

自#$+'年回乡探亲之旅后!她的身影便日渐在中国!有时甚至一年之中!在中国的时
间多过新加坡#探亲&文化活动&经商!三位一体!相互牵绊!潮州&汕头&揭阳&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广西&河南&吉林&西安--到!"""年年底!她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接触过各
类官&商&文化人及普通民众!体验过不同层次的丰富多彩生活!不免文思泉涌!话语滔滔#
蓉子从小远离故乡!却未因数十年隔离断了亲情血脉的相牵#她一旦走近家乡!便如老房
子着火!对潮州生出遏制不住的好奇和深情热爱#为写(老潮州)专栏!#$$+年她回潮州
寻寻觅觅!认真做了田野调查!将老潮州的历史传说&文物掌故&豪宅建筑&工匠技艺&巨商
宿儒&名人雅士&街谈巷议&民间俚语&贞女节妇&戏曲故事&恩怨福报&惩恶扬善&轶闻趣
事&乡里风俗&语言特色&饮食习惯&山川风貌等等!整理记录!细致入微!加之自己的解析
品评!通过报纸专栏一篇篇介绍给读者!然后结集成书$老潮州%#她曾为新加坡国庆献礼
电视剧$潮州家族%当顾问!而耽误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学业#

这个期间的创作!与上述婚恋题材和中国题材关系不大的还有两书#$烛光请%是作
者办养老院的副产品!生动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远离沸腾生活&远离青春活力&远离子女家
庭的一些病弱老年人!被边缘化的另一种残阳夕照的生存图景#$阳光下的牢骚%是她既
往生活和感情篇章的选集#

三! 他乡故乡" 笔笔正能量"满满家国情

!"""年!蓉子的长子许文威被派任新加坡驻沪总领事馆!任教育与文化领事#她作
为家属随行!开始长住上海!从此她的人生又翻开新的一页#她戏称自己为(沪部尚书)#
(沪)是上海市的别称!(尚)有(尊崇)之意#显然!蓉子的(沪部尚书)乃自谓住在上海的爱
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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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上海后!照顾三个幼小孙儿孙女之余!写专栏&兼职多种社会工作!参加文学会议
和新加坡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中国和新加坡!一个是她的故乡!一个是她的家乡#站在中
国的视角!她既是(故乡人)!也是(他乡人)#无论(故乡)还是(他乡)!一笔写不出两个
(乡)字来#乡乡筋脉骨血相连!两国的分量在她心里!几乎难分伯仲#在中国!她为地震&
为自然灾害&为贫困儿童&为家乡办学!不断慷慨捐助!屡获各种殊荣#最令她难忘的是!

!"#(年$月!)日受中国国务院侨办之邀!出席&&周年国庆招待会及登天安门城楼观
夜景#

在上海开办的(蓉记餐厅)结束后!她探亲和生活在中国!各种缘由!曾经去过多次医
院!发现中国缺乏方便病患的全科诊所#新加坡诊所十步一间!到处林立!十分方便#中
国人只信仰医院!大病小病!头疼脑热!全往三甲医院挤#蓉子怀抱一个梦想/把新加坡
的全科医疗模式搬进中国#家里的二儿夫妻皆是专家级医生!是她开办全科诊所的有利
条件#她以坚强的毅力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开办了
(新宁诊所)#一应经营大小琐细事务!她个人一力承担#!"#&年*月!她的诊所挂牌上
市!这是中国第一家上板的医疗门诊!可谓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新宁诊所从一间开到

'间!又落户广州#医德医术颇为病患推崇#
蓉子商务和社会活动繁忙!却仍坚持写新加坡的几个专栏#她常为赶稿彻夜不眠!飞

机上!甚至卫生间马桶盖上!都能作为她赶写专栏文章的座席#她身在商海!心系文苑#
常驻上海至今!出版主要的著作有$上海七年%$文化钟点工%$中国故事%!主编$鱼尾狮之
歌%$玄奘之路%$品味上海%$品味潮汕%$侨批里的中国情%等#

$上海七年%!内容富瞻!姿彩斑斓!以轻松灵动的笔墨!短小精干的篇幅!生动描述了
蓉子一家人在上海的生活情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地理&人情风俗&饮食男
女&春夏秋冬等!比较全方位地展现了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的风貌#她
对中国有赞扬有批评!赞扬发自内心!批评缘于爱之深#她为中国改革开放由衷欢欣赞
叹!对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其情绪起伏!缘于个人情怀和探索!与一般旅人或对中国抱成
见者的视角和态度有别#

$文化钟点工%是她在新浪博客(年间!""多篇博文的结集#不少文章曾同时见之于
新加坡报章!亦主要反映她的多姿彩的生活#$中国故事%是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周年
的献礼!为其历年关于(中国)的文章结集#说不完道不尽的中国情#$品味上海%和$品味
潮汕%是她分别协助上海和广东侨办组织的海外华文作家文化活动!由各位作家撰写文章
的结集#蓉子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久别祖国的海外游子重新认识中国#$鱼尾狮之歌%是
她作为中国新加坡建交!"周年的献礼!搜集精选了新加坡各类文体的诗文佳作#$玄奘
之路%是她精选新加坡曾驻中国的华文作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辅以国内相关学者的
评文#新&中两国的文化人的一次合体出现!寓意着文化的归属和认同#

同$中国故事%同时间出版的!是蓉子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列耀教授策划!
由蓉子主编的$侨批里的中华情%#侨批是清末民初百多年下南洋的闽粤一带百姓写给家
乡亲人的信!因为此信同时也是汇款单!故有别于一般只有文字的信件#闽粤发音(信)作
(批)!故称之为侨批#无论是写给家乡亲人的信还是同时寄的款物!其中满含着亲情&乡

!%*



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蓉子文学创作论

情&中华情!总之(侨批)的点点滴滴皆关情#蓉子策划主编该书并邀请写作者赴潮汕共庆
该书的出版!体现了满满的家国情怀#

四! 结""语

蓉子的写作!可以简单分两个时期#基本以她回乡探亲为线#前一个时期!她生活在
新加坡!主业家庭妇女!生活圈子狭窄!写作的内容多与家庭&婚姻&孩子&身边琐事及社会
闻见感受为主#与她同时期!新加坡一些比较著名的女作家!受过高等教育!有不错的职
业!在写作题材方面同蓉子类似#

女作家何濛说/(如果要女作家担负起一个重大的文学使命!狂呼时代的心声!反映人
民的生活和愿望!深入社会!批评现实和暴露黑暗!这恐怕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理想#)!蓝

玉坦言/自己的文学(圈子仍然是狭隘的!内容仍然是贫乏的甚至文笔也是粗劣的!幸好!
在这些东西里!有我真挚的感情!真实的生活痕迹!它记载了我的笑!我的泪!还有我的满
足和不满足!是我人生旅程上一段想抹也抹不去的生活记录#)"虽然七八十年代新加坡

华文女作家们的创作题材比较普遍受限!但她们拥有特殊眼光和特别感受!笔触敏锐!善
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创作成绩不可忽视#

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女作家!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身兼多种身份#工作压
力!繁杂家务!生儿育女的精神和时间耗费!蓉子还加上生活艰辛困苦#在文学日渐式微!
尤其+"年代初!新加坡将英文列为国家第一语言!母语列为次要!华文学校纷纷关停!华
文普遍遭受冷遇!无疑使蓉子在内的华文写作者!受到了不小打击#但她不抛弃不放弃!
依然进行华文写作!这便超出了个人喜爱&宣泄和改善自我的愿望!而是出于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一种坚持和捍卫#

中国改革开放!她追着母亲的脚印回乡探亲后!一种崭新的生活&崭新的社会状态&崭
新的各色人等!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飞跃!不断涌入她的脑海!她的视野&眼界大为开阔#
加之!她完全走出狭小的家庭!独立勇闯世界!交游广阔!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参与丰富的
文化活动等!为她的写作注入了空前丰富的内容#钱钟书夫人杨绛说过这样的话/要锻
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
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
愈细!香得愈浓烈#

!"#)年)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史无前例地出版了一本硕士生论文/$潮籍作家蓉子与
新中两国互动%!在发布茶会上!大学校长陈永财&陈爕荣大使&白振华议员&陈荣照教授&
何乃强大医&吴多深总裁&陈再藩作家&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黄锦西大律师&国家档案馆素
春等社会名流&政商要人&文教彦士!济济一堂!足见各界对她的肯定#

蓉子永远以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行进在路上#

注释"
! 何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区域女作家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南洋商报%#$+!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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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舒荣#女#编审#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囯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文学+
杂志原主编#主要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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