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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朱雅雯

韓國攝理教鄭明析性侵的後遺症 我的春節故事
我們屬於民主的國家，

都有信奉宗教的自由，這是
眾所周知的事情，如今我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偉大的國家
主席領導之下，亦進入特色
的社會主義。對於信奉宗教
的自由，亦漸開放，如今廈

門鼓浪嶼及福建泉晉皆有基督教及天主教的
教會，信徒眾多。但是不能利用宗教來做對
不起國家的事情，亦被歐美國家所利用。

如果你到南韓旅遊，我們可以看到各
地都有掛起十字架的各種大小基督教或是天
主教的教會，韓國的信仰是十二分的自由，
如有不法之徒要利用韓國信奉宗教自由的
話，就可魚目混珠，暢所欲為，並且還能利
用信徒的無知，有些神棍就能以信徒對這些
神棍的花言巧語，騙財騙色而自肥，而這些
被騙的信徒會如啞子吃黃蓮，有口難言。大
部份的人士都不會挺身而出，而去到官府告
狀，會使這些神棍更加囂張跋扈，使這些事
情永遠沒有水落石出的時候。

最近韓國攝理教教主鄭明析因涉及性
暴力等罪，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一審中被判
刑二十三年，先前NETFLIX（網飛）的記錄
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曝光他的罪
行。指控他性侵廿一位女性，包括香港藝人
方方中女友葉萱（MAPLE YIP），判處他入
獄二十三年，佩戴電子腳銬十五年，今後十
年禁止在兒童和青少年相關設施和殘疾人福
利設施就業。

法庭表示被告針對多名信徒習慣性實
施暴力，惡意利用順從自己的女信徒心智迷

亂模糊之際，伸出摩掌。鄭從接收調查及法
庭審理的全部過程中一直否認罪行，帶來了
受害者第二次的傷害，且多數的案件相關人
接受調查之時，都作虛假的陳述，有組織地
妨礙調查。

此前鄭明析曾因涉嫌性暴力被判刑十
年，在二〇一八年二月服刑完畢，出獄之
後，在二〇一八年三月到二〇二一年九月
間，他曾在位於韓國忠清南道錦山邵的傳教
會旗下研修院等地，對一名香港女信徒實施
二十三次性暴力和猥褻一名澳洲籍和韓籍女
神徒，遭逮捕起訴。

截至目前為止，以性暴力或猥褻罪名
向偵查機構控告鄭明析的受害女性共廿一
人，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台灣表面平靜，但
很多父母因為子女加入攝政教關係撕裂。

攝政教特別看重年輕人的工作，以各
大學校園為傳教中心，藉著拉攏高級知識份
子，讓其傳道更有說服力。

攝政教企圖從基督教擷取教義，讓外
人以為是從基督教新興的宗教。

攝政教的教義假慕基督教新時代的各
種人物，並將自已稱為他是被神選的新娘，
是神派來的人，一個女人能和神派來的聖子
相處是有何等的榮幸。

眾所周知，世界各地都有各種邪教的
組織，他們常常自己獨立經營，自我陶醉，
並有各種危害社會的事情，我們不可不小
心。語云：一失足為千苦恨，回首已是百年
身。我們要拒絕邪教騙人的做法，不要誤入
歧途，到時人財兩失，才來反悔，為時已
遲。

歲月流轉異國，年味永
存於心。

——題記                              
春節的腳步，並不總是

伴隨著嚴寒的北風和雪花，
它也可以輕盈地隨著椰風起
舞。溫暖的陽光透過椰樹葉

隙間，映照下斑駁的光影。在這異國的夏天
裡，我走進了在菲律濱過的第四個中國年。

年味，總是先從馬尼拉這座擁有三百
多年歷史的中國城開始蔓延。街頭巷尾瀰漫
著濃濃的中國年味，紅燈籠，中國結，早以
被掛在繁華的街道上。象徵著中華民族的
龍，被裝飾在路燈上，一路走過去，整齊排
列的龍燈照出溫暖微黃的光。即使身在異國
他鄉，在這喜慶的時節，卻也總能使我感覺
到故土獨特的氛圍。

節日到來的前幾天，父母便去菜市場
和超市採購了年夜飯食材，提前備好工序複
雜的美食，再進行後續加工。我總站在旁邊
等待爸爸盛出熱氣騰騰的炸肉丸，偷偷摸摸
抓走幾個，被打手之前一溜煙跑出廚房，燙
的呲牙咧嘴也吃的極為滿足。每到這個時
候，家裡備好的糖和瓜子，也會被媽媽提前
藏起來一大部分，否則，便會在新年之前被
我和弟弟全部吃光。我和弟弟吵吵鬧鬧的一
起張貼著對聯和窗花，難得和諧的一起逛街
採購年禮，這些儀式感也是我們將思念與祝
福寄托其中的方式。這些幸福溫馨的片段組
成了我獨特的春節，每年年節必不可少，似
乎也成為了我們家的一個「傳統」。

除夕夜，華燈初上，馬尼拉的街頭巷
尾沐浴在一片溫馨的紅色光輝中，璀璨的燈
火照耀著城市的夜空，悠揚的民族樂曲在耳
邊迴盪。每年，我最期待的不是收紅包，而
是除夕夜與家人圍坐一桌歡聲笑語的年夜飯
時間。

爸 爸 的 廚 藝 毋 庸 置 疑 在 我 心 中 排 第
一，我和弟弟擺好碗筷，一趟一趟端菜出
來。腐乳肉，家鄉特色蒸皮渣，燒燴菜，還
有爸爸的拿手好菜水煮肉片等，當然還有必
不可少的餃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擺
在餐桌上。我們迫不及待的挑選位置，坐在

最喜歡的菜面前，等待開飯。
「乾杯！新年快樂！」杯盞碰撞，象

徵著舊年的圓滿結束，點點飲料隨著杯沿晃
動灑出，一如我們此刻心中的激動與幸福，
滿滿溢出。這一頓飯吃得很慢，這樣溫馨的
時刻總會伴隨我走過每一個新年。

溫暖的燈火下，與親人圍坐。電視中
迎接新年的鐘聲響起，「彭彭！啪！」窗外
絢爛的煙花炸響，鋪滿夜空，像綻放的斑斕
花海，雖只存瞬間卻無比璀璨奪目。除夕已
過，歡樂的春節聯歡晚會還播放著，父母暢
聊著過去一年的收穫，弟弟正思考著要用壓
歲錢買什麼新的玩具。「歲歲年年如願，團
圓夜，總歡喜」即使身在異國他鄉，家所在
之處，便是我心安處。

大年初一早上，我會先收到父母的壓
歲紅包。隨後走訪親戚好友家時，定會被樓
下街道上舞龍舞獅的表演吸引目光。耀眼的
陽光下，鼓鑼聲響，色彩斑斕的龍騰空而
起，舞動間彷彿騰雲駕霧。獅子則在歡快的
翩翩起舞，在人群間蹦跳穿梭，舞姿矯健又
靈動。周圍歡呼聲陣陣，小孩子好奇地跑來
跑去，歡聲笑語在街道上縈繞不散。走出家
門，隨處可見身穿紅衣的華人華僑同胞們，
商場裡擺放著紅紅火火琳琅滿目的中國傳統
商品，年節裝飾品等。這些獨特的景象讓我
感受到了一種跨越國界的文化傳承，也讓我
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春節對華人華僑的重要
性。

在這片熱帶的土地上，春節彷彿是一
首別樣的旋律，輕輕蕩漾在每一位中國人的
心中。在這片環境氣候都不同於故鄉的土地
上，春節依舊是我生活中一道靚麗的風景。
這或許不同於家鄉的熱鬧，卻有著濃濃的家
國情懷。我深深地意識到，春節是連接華人
華僑心靈的紐帶，是一個傳遞思念與祝福的
溫暖節令，是一份無法割捨的情感。或許地
理位置不同，習俗各異，但春節在我們心中
的份量卻是一樣沉重的。

我的春節故事，如詩如畫的演繹著異
國的年味，將心願和思念交織成一幅獨特的
畫卷。

（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

黃小梅

感恩有你
晉江青陽的青新街位於

青陽派出所的後面，在崇德
路、新華街、世紀大道和迎
賓路的懷抱中。它有別於主
幹道的車水馬龍與喧鬧，顯
得安靜和優雅，行道樹高大
翠綠，街道乾淨整潔，周圍

建築有民宅或小區，排列井然有序。這種
鬧中取靜的黃金位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時，卻是芳草萋萋的小丘陵地帶，改變它
的，是晉江的陳淵源縣長，一個令人無限
懷念和感恩的領導者。

說到陳淵源縣長，原曾井山村的曾
書記眼裡變得明亮起來，老人感慨地說：
「陳縣長好人呀，幹部新村的居民們可感
激他了，是他，為晉江的南下幹部和離退
休幹部解決了住房的民生問題，幾十年過
去了，大家對他還有著深深的感恩。」

中國人歷來對住房有著不解的情結，
安居才能樂業。面對那些為了新中國的解
放而奮鬥的幹部們，幫他們解決住房問
題，成了陳淵源縣長的首要議程。

曾井山村，屬閩南典型的丘陵地帶，
八十年代時期，村裡的曾井山還是比較偏
僻的小山，陳縣長高瞻遠矚，認為它適合
大範圍的開發，可以有規劃地安排老幹部
們入住，簡稱「幹部新村」。經過多方努
力，在村裡統籌徵得土地42畝，一百多位幹

部人員，還有被徵用土地的二十多戶困難
農民，他們在陳縣長的統一規劃下，嚴格
遵守各自土地的擁有面積和建築不超過三
層的要求，建築費用自理。在建設中，由
於經濟和社會治安的問題，基地常會受到
小偷的光顧，曾井村的村幹部們無償地執
行巡邏等安全保障。因個人經濟基礎的不
同，新村分幾年裡陸續建成。建成後的新
村，道路常常處於泥濘中，在陳縣長的努
力下，新村的人員統籌出資，部份由政府
補給，道路修葺煥然一新。新村多次被評
為文明新村，並於1990年12月成立居委會，
簡稱青新社區。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中國的大江南
北，中國騰飛的步伐不斷地加速。幹部新
村的周圍呈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晉江市
體育中心體育場、婦幼保健醫院、體育公
園、學校等等不斷地入駐。如今的青新社
區成了晉江的標桿性社區：文明新村、綠
色社區、計生等等，成了商業和住宅的繁
華地段，人口也由原來的三千多人發展到
現在的一萬多人。

歲月如水，在見證了這巨大變化的同
時，幹部新村的居民們忘不了曾經的陳縣
長，是他的開拓精神，為晉江譜寫了一曲
嘹亮的讚歌！也為晉江人民注入了一股股
的暖流，股股暖流在心裡湧起一句真誠的
謝意：感恩有您！

鄭亞鴻

陳金城故居見聞
那次和幾位朋友到台商

區洛陽鎮陳埭頭村，訪歸僑
陳青山將軍陳青山紀念館，
因離陳金城故居很近，我們
順便前往參觀。

陳金城故居位於泉州
市台商投資區（原屬惠安

縣）洛陽鎮西北處的梅嶺村，與洛江區的
雙陽、河市鎮隔山相鄰，是一處革命老區
村，也是泉州前往省城古驛道的必經之
路。南宋時期的朱熹曾經路過這裡，發現
此村形如五瓣梅花，真是風水寶地。他對
身邊的人說，此乃風水寶地也，後必出異
人，遂刻石於山壁。直到清朝末年，果然
出了一位進士陳金城。

陳金城（1802—1852年），字念庭，
號殿臣，出身於耕讀世家，清代道光年間
(1822年)進士，官至內閣中書、刑部雲南
司主事。陳金城與林則徐、魏源頗有交
往，參加過抗英鬥爭，著有《怡怡堂文
集》四卷，是鴉片戰爭時期一位愛國士大
夫。1840年6月，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他撰
寫《平夷論》、《籌守福州議》、《籌守
泉州大隊議》等文，提出強兵戎邊方略，
力主訓練兵民，互衛禦侮。《平夷論》中
有這麼一句「我朝祖宗疆土不可尺寸與
人」， 也可稱為一個鐵骨錚錚的文人名士
了。並主張以民意為衡立法治國，嚴懲國
賊皇族琦善等，朝野各界深為讚頌。陳金
城生前重修過洛陽橋，曾在洛陽橋中亭上
題 「海內第一橋」。

但知道陳金城的人並不多，要說名
氣，他的曾孫比他大得多。他的曾孫就是
陳伯達，曾是「文革」 的4號人物。

陳金城故居佔地面積1600多平方米，
這是一座比較典型的三進五間的四合院，
門房、正房、廂房、耳房、後置房，一應
俱全。三大落五開間，大門前鋪設有磚
埕，邊有「勉齋學館」。故居內有陳金城
中舉之牌匾，陳列先祖孝子坊、孝前坊殘
存的碑柱石刻。1904年7月29日，陳伯達誕
生於這座老宅護厝後邊的一處老屋裡，在
他出生的老屋子裡，掛著有陳伯達簡單的
生平介紹，以及一些他生前著作的目錄和
一些照片、手跡等。當地人介紹說，陳伯
達1989年去世後，骨灰由其子帶回存放在
這間房裡。

房中還有一幅陳伯達的手跡「英勇
的惠女婦女萬歲」。1959年初，陳伯達回
鄉，在視察烏潭水庫大壩工地時，目睹了
惠安女和部隊官兵的勞動激情和幹勁，寫
下「英勇的惠女婦女萬歲」和「向支援惠
女水庫的人民解放軍戰士致敬」等條幅。
烏潭水庫是泉州市僅次於山美水庫的兩座
大型水庫之一。勤勞的惠安女靠著挑戰極
限的驚人毅力，不管是在日常的挖土、挑
土、推車、打夯、打石、搖船，還是在緊
張的搶收、搶險中，都挺身而出，巾幗不
讓鬚眉。陳伯達視察後，為紀念惠安女對
水庫建設的貢獻，烏潭水庫改名為「惠女
水庫」。1971年，陳伯達倒台，惠女水庫
改為「惠安水庫」，1973年又改為「烏潭
水庫」，1994年6月恢復「惠女水庫」名
稱。我長期在水利單位工作，很多次到惠
女水庫，我認為叫惠女水庫這個名稱很
好，恢復惠女水庫名稱是對的，是對惠安
女所作出的貢獻的紀念和褒揚，沒必要因
陳伯達的浮沉而改變。（2024年1月16日）

謝天義

一代謎語大師張起南
一 九 〇 一 年 地 處 湘 西

的辰州（今湖南沅陵）中學
校園裡出現了一張陌生的面
孔，他就是剛來履職的新校
長張起南先生。這位滿腹經
綸 的 辰 州 中 學 新 主 人 ， 給
學校注入一股嶄新的教學之

風。為謎語愛好者開設了燈謎興趣班。拓展
了學生的學習空間和文化視野。不久，張起
南乾脆在學校裡辦起了「篷萊謎社」。張起
南在辰州中學任職期間，每年的「元宵」節
燈會他都選擇在辰州的鬧市，把製作好的謎
語張貼於綵燈之上，給這座湘西小城的燈會
增添了別樣的風景與雅趣。

張起南（1878年——1924年）字味鱸、
福建永定縣人。張起南自幼天資聰穎、慧心
早熟，讀書過眼成誦，小小年紀就在燈謎會
上「猜謎射虎」，轟動鄉里、引人注目。
十六歲考中秀才，受到當時「六君子」「維
新變法」的影響，放棄科舉的機會，潛心於
謎學的研究。

民國初期隨同胞兄張超南旅居北平。
此時，他正在集中精力收集資料準備著書
的案頭工作。一九一六年加入「北平射虎
社」。不久便成為「謎社」的領軍人物。張
起南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研究「謎學」和創作
謎語。

在當年南北兩派謎壇上，獨樹一幟，
成為北派執牛耳人物。張起南的謎語集文學
性、知識性、趣味性於一身，意境高雅、字
句優美、耐人尋味。

其主要特點：採用古詩中七言、五言
詩句，或詞句作為謎面、謎底，字協平仄、
韻味無窮。巧妙地利用謎面來揭示謎底的字
序變化或字意別解變化。

張 起 南 謎 語 專 著 《 橐 園 春 燈 話 》 於
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刊印出版。一
時間名聲大噪！《囊園春燈話》是一本比較
全面、系統、嚴
謹的謎學著作，
深受廣大謎語愛
好者的喜愛。

「 大 兒 文
舉，小兒德祖，
千載傳人，非吾
誰與」。這首詩
是張起南的自讚
詩，又是一則回
味無窮的謎語。
詩的前兩句是借
用東漢末年名士
禰衡的話《後漢
書.文苑列傳.禰
衡傳》曰：「大
兒 孔 文 舉 ， 小
兒 楊 德 祖 」 。
文 舉 是 孔 融 的

字、德祖是楊修的字。而孔融與楊修卻是禰
衡最欣賞的人物。歷史竟如此驚人的巧合，
這兩個人又是謎壇高手。這首詩的謎底是
《詩經.韓奕》中的一句：「孔修且張「。
本來是描述駿馬雄壯、驃悍、高大的形狀，
但是在這裡經過別解後：卻成為孔融、楊修
之後，只有我張起南才是繼承道統的不二傳
人。事實確實如此。

張起南大師把謎語分為三品：神品，
「神傳阿堵，餘味盎然」；能品，「文章天
成，妙手自得」；逸品，「別開生面，妙
造自然」。我們不妨先來欣賞他的神品之
作，謎面《古別離》（唐.孟郊）、五言詩
二句，「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下面
兩句：「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四 川 臨 邛 （ 今 邛 崍 ） 是 卓 文 君 的 故
里，歷史上發生過卓文君和司馬相如夜晚私
奔的愛情故事。

古人泛指此處是風流才子、春風之徒
嚮往的所在。因此，家中娘子不放心郎君此
去的行程，特別叮嚀「莫向臨邛去」。謎
底是《左傳》.《寺人披見文公》的二句：
「夫祛猶在，汝其行乎」。由於文公想起當
年被寺人披追殺，越牆時衣袖被拉住，只得
割袖而逃的情景。因此，說了兩句生氣的
話：「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原來意為發
問詞，責備語。

讓他馬上離開的意思。但是在這裡卻
別解為夫郎，變成了依依不捨的纏綿「夫君
你要走了嗎」？

張起南的自讚詩與神品謎作，雖然不
能確定它們是巔峰之作，但是無與倫比！誠
如白水山樵在《橐園春燈話》序中說：「今
春復有春燈話之著，洋洋數萬言，其體例之
精詳，議論之警辟，尤為前人所未發，允推
古今有一無二之作」。

毋庸置疑，張起南是一位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謎語大師，當之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