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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陳淳淳

中美休戰能持多久 美食的魅力
最近我長子到香港旅

遊，我囑咐他什麼都不要買
給我，最後到售賣雜誌的小
攤位買一些中文最新的雜誌
周刊，還有一些香港的舊報
紙一大堆，這就是我寫作最
好的參考材料，這些精神食

糧對我來說，比那些山珍海味更重要。
如今我們菲華社會良莠不齊，難免有

些害群之馬，使我們華社變成烏雲滿佈，似
無寧日，更使我們華社的舊僑及本地的土生
土長的僑民亦不幸蒙上一面灰。若不是他們
這些新來的移民，他們有一大堆的保鑣及打
手以示威風，本地菲胞更不管你是黑白棕
黃，一致會將你當成中國人來看待，由於無
照的賭博，吸毒，人口販買，討賬等惡行，
使清靜的華社蒙上一場禍。我們無時無刻的
處境是很不安全，我們這些善良的老百姓無
緣無故也蒙上一面的灰塵。

語云：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
心，人心險惡，不要隨便講話，還有那些大
僑領，對外演講是千篇一律，有時還語無倫
次，亂發厥辭，這樣就會使華社人士處於危
險的處境，再來要深深地記著「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

我們今天就要進入我們主要的主題。
就是中美休戰能持多久，根據香港文化界人
士的推測，「中美休戰難持久」，我們參考
他們的論點如下：

主要是美國社會對華強硬態度並未改
變，也很難在短期內改變。中美雙方呈現一
手相握，一手博奕的「新常態」。美國還是
會說一套，做一套。因為他們本能上就是一
盤散沙，根本沒「統一」的意志。所以鬥爭
並未結束，也有可能不會休整太久，就要重
裝上陣，需要好好地想想下面的幾步棋怎樣
走為好，同時也要清楚，中國的目標從來並
不是搞死美國，中國也搞不死美國。美國只
會有一種想法，就是「美國打敗美國」，意
思也就是互相殺戮，中國只能靜觀其變，什
麼事情都很難搞。我想中美如今還是不會發
生任何的戰爭，我們只有以不變應萬變，以
及發展如何還是未知數。

無可否認的事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同志在美演講時說：我一直在思考，如何
讓中美關係這艘巨輪避開暗礁淺灘，穿越狂
風巨浪，不偏航，不失連，不胡撞，主要的
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對手，還是夥伴，這
是根本的問題。習指出道理很簡單，如果對
方視為主要競爭對象，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挑
戰的步步緊逼的威脅，必然導致錯誤的政
策。採取錯誤的行動，產生錯誤的結果，中
國願意跟美國做夥伴，做朋友，我們處理中
美關係的根本遵循是互相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

習拜舊金山會晤，成為雙方關係變化
一個轉折點，折射了全球權力板塊的微妙移
動，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中美對方都有可
以影響對方的籌碼，只有中美共洽走向新的
願景，才能在結構上解決當前全球的亂局，
救援地球，化解各種驚悚的危機。

我們菲華人士做為第三者的觀望者，
習近平主席的誠意是否會被美帝所接收，目
前世界各地的混亂都是由美帝來干涉所致，
無論是俄烏戰場，以色列加沙的殺戮，都混
合美國內在的因素。習近平主席投出最大的
誠意，是否會使美帝心甘情願地接受，還有
台灣問題一天未能解決，就不能化解中美的
僵局。

其實中美雙方的結構性矛盾，並不是
一場領袖可以破解的。奧巴馬時代提出亞太
戰略再平衡，從那個時候開始，中美戰略較
量就開始升級，儘管特朗普時期放棄了亞太
戰略，到了拜登執政，對中國的打壓遏制也
更激烈，可以說是全面對抗已達到高潮。

拜登當總統這三年來，除了成功拱火
給俄烏戰爭，巴以衝突外，其他方面幾無建
樹。既然全面對抗不可取，那就只能回過頭
來尋求與中國「互利合作」。

華盛頓的目的很清晰，是美遏制烏俄
戰爭遭遇到很大的挫折。

所以拜登本身非常的清楚，如拜登引
發南海的戰爭，他必定聲望大降，競選總統
的良機必失之交臂，這是本欄的淺見，不知
道各位讀者有何高見。

南海戰爭可能性是很低的，這對菲華
群眾才是有萬全之策，搞好中菲的友誼亦是
我們最大的公約數。

臨近春節，街市上各
色各樣的美食猶如一幅色彩
斑斕的畫卷引人入勝，不
同的美食給人帶來不同的
情感體驗，同樣的食材經
過不同的烹飪方式後，呈
現出不同的味蕾讓人回味

無窮。品嚐美食不僅是一種味蕾的享受，
也是在與美食文化做一次深層的交流，每
一道美食的烹飪方式，都蘊含著地域的風
土人情、傳統習俗。有靈魂的美食如詩如
畫，有家鄉昧的美食如溫暖的陽光植入心
田，家鄉的美食有一種永恆的魅力，無論
走到哪裡，只要吃到有家鄉味道的美食，
就如同穿越悠悠歲月，回眸一望便能看到
故鄉升起的那縷縷炊煙；有一種美食承
載著時代的記憶和隱藏著濃厚的鄉愁，街
市上的每樣美食都在訴說著讓人陶醉的故
事，有的商家把美食包裝成童年的回憶，
有的做成福滿人間的樣子。美食是地域文
化的載體，品味不同地域的美食，也是在
體驗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和傳統文化，通
過品嚐各地域的美食，能讓我們瞭解世界
文化的多樣性。現代物流發達，商品流通
快捷，在一個街市上就能買到不同地區的
食品。美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美食更是作為一種社交媒介，美
食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社交內涵，人們通過
美食文化的交流方式建立彼此的友誼。春
節的美食文化有著獨特的象徵意義，不同
地域的美食文化的象徵意義也是有所差異
的，比如東北人的年夜飯的壓抽菜一定要
有「餃子」，餃子的諧音是「交子」，其
象徵的意義是辭舊迎新；而閩南人的年夜
飯的壓抽菜一定要有「魚」，魚的諧音是
「余」，象徵著「年年有餘」。中國美食
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美食經過了歲
月的沉澱，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義和象徵
意義，優秀傳統的美食文化不僅能推動民
族之間的相互融合，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一個民族的精神。

今年家鄉最熱門的春節美食應是石獅

市推出的「宋元海絲宴」。泉州是海上絲
綢之路的起點，千年前的「漲潮聲中萬國
商，市井十州人」的石獅街市，自然就少
不了各國的美食特色，宋元時期的石獅作
為海絲之路的貿易港口之一，萬國商舸在
寶蓋山萬壽塔（姑嫂塔）航標的引領下，
開進了石獅港口，帶來不僅是商貿的繁
榮，還有美食文化的薈萃，石獅有得天獨
厚的山海資源，石獅人具有強大的包容性
和愛拼敢贏的精神，能夠吸納和融合各種
不同的文化元素；石獅的美食文化既保留
了唐宋文化遺風，又兼容中外飲食文化的
精華，融合了海洋文化、商貿文化和宗教
文化於其中，形成了風味獨特的石獅閩南
菜系流派，「宋元海絲宴」以石獅閩菜特
色為主題，集山珍海味於一席，融海絲文
化、商貿文化、宗教文化元素於一體，再
現了千年石獅美食文化的風采。

美食如人生，千百滋味，萬種形態，
酸甜苦辣融入在無盡的滋味中，人們在品
味美食中逐漸獲得人生的智慧，精緻的美
食，必須有真材食料和在於每個細節的精
心調配，加上巧手的烹調，才能做成精美
絕倫、色彩斑斕的美食盛宴，人生又何嘗
不如是，每一次與美食的浪漫邂逅，都能
激起人生的一場情感體驗。

美食是一種藝術，品嚐美食需要有
審美的情趣，才能感受美味在口中綻放時
那種深入靈魂的幸福味道；美食是人間煙
火中的瑰寶，是舌尖上的色彩，是生命裡
溫暖的慰藉；美食是一座城市的靈魂，是
一座通往世界的橋樑，是傳遞民族文化的
媒介。五彩繽紛的美食猶如優美的詩篇，
簡約淡雅中體現人們生活的本質和質樸的
風格，奢華的內涵裡蘊藏著地域文化的素
養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形、色、香、味完
美融合的美食猶如一幅精美的畫卷，給人
予視覺上和味覺上都能得到極致美感的享
受。品嚐美食，滋味如詩，意蘊悠長，五
湖四海的春節美食薈萃，詮釋著中外美食
文化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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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南佛國」（下）
西資岩寺呈回字形佈

局，規矩軒敞、氣勢磅礡。
由山門、放生池、前殿、
拜亭、大雄寶殿等組成。走
進一座石牌坊式、橫眉上雕
刻「西資岩」三個大字的山
門，便來到佛寺前，寬大的

院落雙邊豎立兩座多寶塔，周圍栽種了青
翠挺拔的萬年松，數株巨大的榕樹矗立在
左右兩旁，遮天蔽日、生機勃勃。

前殿的門楣上懸掛著一方長三米，
高一米的匾額，上面題刻「西資古地」四
個楷字，是清朝舉人蔡谷仁的手跡。大門
上題寫一副冠頭聯：「西佛千年來福地，
資生萬物灑慈心」。此乃清道光進士蔡德
芳所題。進入中門，內立一神龕，正面供
奉著笑口常開的彌勒陀佛，背後供持劍的
韋陀菩薩。兩廡雕塑著：多聞、廣目、增
長、持國四大天王。

大雄寶殿內，懸掛著色彩斑斕的幢
幡、長明神燈，香氣繚繞。在朱漆描金的
神案後，便是三尊大石佛，形象豐滿、法
相慈祥、瓔珞細膩。這三尊大石佛是利用
山上一堵天然花崗岩石雕鑿出高大浮雕立
像。三尊大石佛阿彌陀佛居中，佛像略顯
前傾、背連山石、頭頂螺髻、面部豐滿，
額中有吉祥痣，唇厚頤豐、重耳垂肩、神
情端莊。身著褶紋寬袖袈裟，袒露右胸、
左手平胸托舉一朵小巧蓮花，右手前垂，
足下雙仰蓮花座。

左旁為觀世音菩薩，頭頂高髻、容顏
端莊、法相慈祥，耳垂有花飾。右手下垂
以拇指、無名指及小指夾寶瓶，左手當胸
作彈指狀。胸前掛瓔珞寶串、衣袖連綴花
邊，足登蓮台。

右邊為大勢至菩薩，姿態衣著與觀音
略同，神情穩重、莊嚴肅穆，佛像頭後鐫
刻圓形佛光及祥雲彩紋。左手拈訣下垂，
右手上舉施說法印，立足於蓮台之上。所
有蓮座下方，均鏤刻海水潮紋，其中另有
深意！

西資岩寺三尊石佛造像，造型精美、
神韻生動、體態高大，是福建省現存年代
最早的大型「西方三聖」摩崖石刻造像；
是宋元時期泉州「三灣十二港」中圍頭灣
的海上守護神。

晉江東石南天禪寺，又稱石佛寺。位

於東石黛峰山。來到南天寺山門，放眼望
去，便見山門橫額上懸掛著清朝將領吳英
的題匾「南天禪寺」。主要建築佈局：由
山門、前殿、拜亭、正殿、大雄寶殿、鐘
樓、鼓樓、廊廡及齋舍等組成。

南宋嘉定九年（1126年）僧人守淨
依石崖鐫刻三尊石佛。清康熙三十八年
《重興南天禪寺碑》記載：「宋嘉定丙子
（1126年）一庵淨師過此，夜見峭壁燦光
三道，是山萃眾岳之靈，遂募鐫彌陀、觀
音、勢至三尊，建造殿宇，因就石佛為
號……」。石佛告竣後，僧人即依崖建造
濱海梵宮南天禪寺，遂曰「石佛寺」。

南天禪寺三尊石佛，最大的亮點，
「一石刻三佛，三佛共一龕」。在泉州乃
至全國實屬罕見。三尊石佛雕刻在巨岩崖
壁間，外刻浮雕一殿堂式佛龕，高7米，長
16米。三尊石佛均高6米，寬3米，為座姿
浮雕。正中供奉阿彌陀佛、左側觀世音菩
薩、右側大勢至菩薩。和西資岩禪寺供奉
的「西方三聖」大有異曲同工之妙！

南天寺因石佛而得名。石佛山有眾多
的摩崖石刻，最負盛名的應權屬南天寺西
側巨岩石坡上雕刻的「泉南佛國」四個大
字，渾厚勁秀、挺拔俊逸。每字高達2米，
字字萬金、聲名蓋世，格外引人注目。據
傳為南宋泉州王十朋的手跡。在右側石坡
上有清光緒年間泉州知府李增蔚的「嵩岳
降神」題刻。不遠處一獨立圓石上，鐫刻
「寶藏」二字。這些摩崖石刻都集中在同
一石坡上，和寺廟景觀交相輝映、相得益
彰。成為南天禪寺一處不可多得的獨立景
觀。

國父孫中山先生曰：「佛學是哲學之
源，科學之母」。

「世界上很多文化借助宗教信仰來指
導人們生活的信念和世俗行為」。

本文旨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宗教文
化、佛教文化。筆者愚鈍，擬在「泉南佛
國」眾多的佛寺中，借助佛祖一雙慧眼，
去尋覓哪些像珍珠似的撒落在泉南四境且
受國家重點保護的神聖古剎。把它梳理一
下，串聯一起。祈望能和身處「佛國」的
「善男」「信女」讀者，懷著虔誠的心境
一道去領略與感悟「佛法無邊」的真諦和
宗教信仰「至高無上」的境界！

寫於癸卯年仲夏

王強

閩南紅磚建築：
傳統文化與藝術之美

位於中國的閩南地區，
北緯22度以南的沿海地帶，
分佈著砂頁岩低丘區。亞熱
帶氣候的地理環境賦予這片
土地獨特的自然氣息，這裡
的厚層沙泥磚紅土源自砂頁
岩風化，母岩高度風化，原

生礦物充分分解，使得閩南的土壤呈現紅
棕色或暗紅棕色，成為中國傳統紅磚建築
的寶貴原材料。

傳統紅磚建築的歷史
中國傳統民居建築在漫長的歷史中

受到地理環境、文化和經濟等多方面的影
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建築風格。磚
作為一種建築材料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悠久
的應用歷史，但由於技術和材料限制，
直到明代，磚才開始大規模用於一般性建
築，如民居等。

中國傳統磚分為青磚和紅磚，而紅磚
建築主要集中在閩南沿海地區。閩南紅磚
廣泛應用於牆磚、地磚和裝飾磚，其色彩
鮮豔、鋪貼形式多樣的特點，使其成為當
地建築的獨特標誌。

材質與加工：智慧與勞動的結晶
閩南地區的土壤含鐵量較高，磚石焙

燒過程中，黏土中的鐵氧化成三氧化鐵，
使磚呈現鮮亮的土紅色。這一特色成為紅
磚建築的獨到之處，質感樸實，色彩黑紅
相間，也因此被親切地稱為「胭脂磚」。

在製作工藝上，泉州地區的紅磚常使
用稻田中的泥土製作磚坯，採用倒煙窯進
行燒製。

為了保護耕地，建築師通常選擇就地
取材，使用泥土進行磚瓦的燒製。在磚瓦
裝窯後，先用小火燒去水氣和烘乾，然後
再用大火燒，整個過程持續數天。

建築風格：藝術的表達與文化傳承
閩南紅磚在建築中的應用形成了多樣

化的建築風格。紅磚鋪地在閩南地區十分
普遍，通過夯實墊層土壤，不同空間位置

採用獨具匠心的不同圖案拼法，形成協調
和溫馨的氛圍。

牆體採用實砌，主要用於牆壁柱和牆
角的砌築，形成實心磚牆。

實砌磚牆也可應用於牆面裝飾，賦予
牆面不同的質感和圖案變化，呈現出高度
的藝術造詣。

文化融合與建築藝術的新高度
在泉州，傳統民居建築如紅磚厝以及

中西結合的番客樓廣泛分佈。這些建築開
創了福建沿海民居自建豪宅的先河，如閩
南鼓浪嶼與近代泉州沿海傳統紅磚建築群
與番客樓大多由泉州自南洋歸鄉的華僑富
商興建。

「番」字面上從「采「從」田「，指
的是離開故土到「番邦」謀生的行為，而
「過番」則指離開故土到南洋等地謀生。
泉州人喜歡購地置業，近代下南洋謀生者
又稱番客，在外謀生成功後，通常會返鄉
興建房屋。

藝術家的傳承與創新
閩南紅磚建築是閩南文化的一部分，

一座座紅磚大厝代表閩南人對故鄉的眷
戀。磚雕藝術家曾永卿為閩南紅磚建築文
化的傳承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將非遺篆
刻藝術與紅磚結合，用紅磚記錄歷史、刻
畫人物、描繪生活。曾永卿的磚雕藝術傳
承了閩南歷史文化，展示了藝術傳承的品
味和精神理念。這些獨特的磚雕作品不僅
可以用於牆上裝飾和桌面擺設，還能夠帶
人進入清靜淡泊、高雅智慧的藝術意境。

結語
閩南紅磚建築是對地域文化的傳承與

創新，是智慧與勞動的結晶，更是中國建
築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紅磚所散發的濃
郁文化氣息，使得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建
築都有了獨特的靈魂。正是在這些古老而
充滿故事的紅磚建築中，人們品味著歷史
的滄桑，感受著時光的流逝，而這正是中
國傳統建築魅力的所在。

香港仔

勿讓垃圾費淪消費稅 妨礙香港經濟活力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圖文和視頻並
茂，分享他在瑞士達沃斯出席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擴大香港
朋友圈的點滴，強調香港作為

細小的全開放型經濟體，短期內無可避免會
面對一定挑戰，他在籌備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時，會密切注視經濟情況的最新發展，在充
分兼顧公共財政狀況下，致力保持香港的經
濟活力，同時鞏固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當前全球政經環境波譎雲詭，俄烏、
巴以軍事衝突前景未明，以及近期爆發的紅
海危機等，都加劇全球供應鏈混亂，香港很
難獨善其身。因此，陳茂波早前果斷表示，
目前或可見短期內，香港不具備條件開徵資

產增值稅，亦不考慮徵收陸路離境稅和消費
稅。

長久以來，香港憑藉低稅率、簡單稅
制和自由宜居等因素，吸引各地資金、人才
和遊客自由往來，成就今時今日繁榮的國際
化大都市。任何新增、或是以其他名目實施
的收費或疑似稅項，都與民生和社會運作環
環緊扣，必須以普羅市民和外來人口的角度
思考，務必簡潔、明瞭、易行，如此才能形
成良性循環，令營商和生活保持順暢，社會
活力不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