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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蒲公英

美三航母群來了
中國會怕嗎？（一）

鬼子來了

走入2024年世人嗅到的
是充滿濃厚硝煙味道。兩年
來俄烏戰爭依舊未停，再來
是慘無人道以哈衝突，日本
在釣魚島野心不死，中菲南
海糾紛頻頻不息，美日在台
灣問題明目張膽攪局，朝韓

半島爆發美韓日演習緊張形勢，增添了難以
平靜的紛繁世界……

最近美國高調宣佈，美國羅斯福航母
戰鬥群將從美西岸開向印太來……使美國極
為罕見地形成三個航母。戰鬥群在印太，有
人說這是來震懾中國，也有人說這是來壓制
朝鮮。是那三個航母呢？第一艘是卡爾文森
號航母在今年1月17日在濟洲島東南方與日
本，韓國舉行聯合軍演，其目的很明顯就是
要向朝鮮施加壓力。但朝鮮並沒有因為美國
的演習而有絲何的懼怕。反而不斷繼續試射
中程導彈，甚至更發射了一顆從朝鮮西側的
海域到日本海域，射程甚遠的巡航導彈。說
白了美日韓的軍演並沒有起到任何使朝鮮害
怕的效果。而第二艘雷根號航母現在正停留
在日本的橫須賀。然而，第三艘羅斯福號航
母戰鬥群也到了亞太來……引起了許多人猜
測和推論。

前段時間以哈爆發衝突後，美國在地
中海派出了兩個航母戰鬥群，再加上一艘兩

棲登陸攻擊艦，目的想震懾伊朗，黎巴嫩真
主黨，胡塞武裝組織，伊拉克和敘利亞民兵
組織不會進入約且與以色列直接交戰。今天
美國又浩浩蕩蕩在亞太進駐了三個航母戰鬥
群，這確是罕見和值，現在派出五個航母戰
鬥群，那麼美國軍力已陷入黔驢技窮，非常
緊繃的掏出所有家底，然而，尚若不幸一旦
家裡後院發火那豈不是沒有足夠的戰鬥力可
自衛了嗎？

究其實，三個航母戰鬥群確實具備很大
威懾力，列如一艘航母就有80架戰機，三艘
航母就有了240架戰鬥機，其中包括有F35和
大黃蜂戰機，作戰能力相當強大，對整個東
盟的國家都不敢與美國為敵。更何況美國又
拉來日本。韓國當然就如虎添翼了。所以對
東盟的國家確實起到了威懾作用，同時在外
強中乾日漸走入衰落的美國，它有必要硬著
頭皮跑來亞太向所有東盟國家刷刷它的存在
感，希望能拾回昔日給人相信美國還是堅如
盤石一個強大的那場春夢……

然而，對那個手中握有短程，中程彈道
導彈的肥小弟金正恩，美國航母群都起不到
什麼威懾的作用。更何況是個有能力拒止於
區域的國家。中國能夠把你美國的航母擋在
1500公里到2500公里之外，美國的航母群還
能起到什麼作用呢？                       （待續）

稿於2024年2月8日

很 久 很 久 以 前 看 過 一
部姜文導演的片子《鬼子來
了》，故事情節已經忘得一
乾二淨。總之，看片名，就
是知道這是一部抗日神劇準
沒錯。

我從小就喜歡看這類片
子，什麼《鐵道游擊隊》，《地道戰》，
《平原游擊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抗日神劇
我都趨之如鶩。一曲「西邊的太陽快要下山
了」的《鐵道游擊隊》主題曲，更是常常自
己哼著。有時一見到「鬼子」出現，不期然
就哼起這首曲子。

聽說《鬼子來了》這部片子曾榮獲戛
納國際評審團大獎。夏威夷國際電影大獎，
日本每日電影獎最佳外語片等多項國際美
譽，卻在中國境內批成禁片。我想其中肯定
有它的問題。總之這部片子一定有它的缺
點，不然日本怎會頒給它每日電影獎最佳外
語片呢？就好像《齊五戈醫生》的作者前蘇
聯時代被流放的反共作家，以及中國作家高
行健以《一個人的聖經》這部小說，榮獲
二０００年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多多少少
對自己的祖國不滿，才發洩在其作品上。

不論是文字作品或是電影作品，評審
人有的戴著有色眼鏡，以個人的政治意志來
評定一部作品的好壞。可惜《鬼子來了》的
這部電影，我是一絲絲的印象也沒有了。所
以也說不出《鬼子來了》這部片子問題出在
什麼地方。

說起姜文的作品《鬼子來了》，讓我

想起就在幾天前，報上報道：日本自衛隊也
許會進入菲律濱，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除
了納粹德國外，發動反人類的侵略戰爭，欠
下了世界人民三千五百萬條的血債，不像納
粹德國在其殺人魔王阿道‧希特勒死後，
德國當局也全面清算納粹黨人，及其思想意
識，也向受害者真誠的道歉，唯獨日本到今
天還沒有對其發動侵略中國與東南亞反省道
歉，他們內心不服，他們沒有戰敗，只是美
國那二顆原子彈與蘇聯紅軍對其侵佔中國的
關東軍發動突然的全面襲擊，其精銳全軍覆
沒，不投降只有亡國滅種。

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幹下了的罪行是
罄竹難書，在美國的精心策劃與庇護下，如
今蓄足了精力，極力配合美國，甘心做他的
忠實走狗，這匹忠心走狗成精後，一定會再
一次反過來咬牠的主人，也會讓亞洲與東南
亞人民造成再一次的傷害。

日本對東南亞人民的血債，不是菲律
濱人民早已忘懷。

我曾有一次與我的上了年紀的老司機
談及日本時代的罪行，他訴說著其先輩告訴
他的鮮血淋漓的往事，把嬰兒拋向天空，再
用刺刀去劈刺，這幕慘劇，不是抗日神劇中
才有的劇情，同樣地也留在菲律濱人們的腦
海深處，永誌不忘。

為什麼有關當局歡迎日本自衛隊進駐
咱們這美麗的千島之國，我百思不得其解。

鬼子當真會來嗎？我們不知道，只有
問始作俑者了。

2024年4月8日

林新發

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
教育的本質是一棵樹搖

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
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
個靈魂。——題記

（一）
我長期從事小學中高年

段語文教學，若說教學過程
中最大的難點，那非作文莫屬。諸多學生因
不喜閱讀，再加上缺乏生活閱歷，缺少一顆
細膩觀察的心，所以他們對作文一直抱著畏
懼、牴觸的心理，寫出來的作文，要麼流水
賬，要麼缺乏邏輯，要麼就像白開水淡而無
味。為此，我做了很多努力。

我深知，想要寫好作文，首先必須要
有足夠的閱讀積累。針對學生沉不下心閱讀
經典作品，啃不動「大部頭」的情況，我另
闢蹊徑，向學生推薦了適合他們當前年齡段
閱讀的作文雜誌。雜誌中那一個個精彩的故
事深深地吸引了孩子們，故事中包含的作文
技巧就像甘甜的泉水一樣慢慢地滋潤學生的
心田，讓他們欲罷不能。

見 此 情 景 ， 我 循 循 善 誘 道 ： 「 同 學
們，這些文章的作者和你們年級相仿，因為
他們從小熱愛閱讀與寫作，所以他們的作文
才能脫穎而出，被雜誌社選中刊登出來，你
們要向他們學習。老師搜羅到了全國各地眾
多適合小學生投稿的報刊和雜誌的投稿郵
箱，你們誰寫的作文能讓我滿意，我就幫他
投稿。一旦被雜誌社的編輯老師看中刊登在
雜誌上，雜誌社就會給你們寄來樣刊、稿費
和證書。我們來比一比，看誰能第一個獲得
雜誌社編輯老師的青睞。」

我的話不啻於一記驚雷，讓學生徹底
動心了。試問，哪個學生不想讓自己寫的文
字變成鉛字呢？他們不僅如饑似渴地抱著雜
誌啃，仔細研究為什麼同齡人的文章能被刊
登出來，一點一點地吸收別人身上的優點，
而且閒暇之餘自覺主動地去練筆。很快，學
生們寫的作文源源不斷地交了上來。

學生的努力我都看在眼裡。之後的很
長一段時間裡，每每萬慮皆寧的夜晚，我總
要沏上一壺清茶，坐在電腦前敲敲打打，將
學生認真擬寫的作文投向全國各地的雜誌。

（二）
稿子投出去後的幾個月內沒有收到任

何回音，儘管內心忐忑，我仍不斷鼓勵學
生，我告訴他們，你們只管努力，時間定會
給予你們驚喜。說實話，那段等待的日子特
別煎熬，我幾乎天天往學校傳達室跑，希冀
著有朝一日能收到夢寐以求的樣刊。

李叔同在《晚晴集》裡說道：「世界
是個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某日
下午上班時，我剛進校門口，保安老李立
即喊住了我：「林老師，傳達室有你的信
件。」我起初不以為意，當我看到接過信件
一看，竟然是雜誌社寄來的樣刊！我激動得
難以自持。我大步流星走向了教室，因為我
已經迫不及待要跟學生分享內心的喜悅了。
當我在大屏幕上展示樣刊的時候，一時間教
室裡沸反盈天。最終，小作者在孩子們雷鳴
般的掌聲中，上台領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樣
刊，並且當眾朗讀了自己寫的作文。

看 著 台 下 的 學 生 滿 眼 艷 羨 ， 情 緒 高
漲，我隨即趁熱打鐵：「同學們，想讓自己
的作文登載在作文刊物上嗎？那就努力寫
吧！只要你願意寫，你就有機會！」 台下
的學生反響熱烈，有的人大聲地問：「老
師，我也要發表！老師幫我推薦發表吧！」
還有的人說：「我也寫一篇作文，發給老
師，行嗎？」……「我要寫」「我要發表」
變成班級語文（作文）學習的主旋律，對寫
作的熱愛在學生的心中不斷地發酵、升騰。

班上的學生那顆驛動的心「熱」起來
了，再沒有什麼比作文發表意識更能打動學
生的「心」，因為發表作文的意識已經深深
地吸引住了學生，緊緊攥住了學生的心。
「要我寫」變成了「我要寫」，「我要發
表」有效地克服了「怕」作文的情緒。

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寫作熱情，我
還特意創建了一個作文徵稿群，及時在群裡
推送各雜誌報刊的每月徵稿信息，得到了家
長和學生們的熱烈響應。學生們紛紛利用課
餘時間，辛勤耕耘寫作，他們熱切地期待著
自己擬寫的作文能登上報刊雜誌。

勤練寫作之餘，我又適時地點撥學生
擴大閱讀面。除了作文報刊和雜誌，我告誡
學生要能靜得下心來閱讀大部頭，尤其是那
些經典，會讓人終身受益。我十分認同「不
動筆墨不讀書」的理念，因而要求學生閱讀
時務必要做好摘錄筆記，將書裡的好詞好句

好段摘錄下來，為以後的寫作積累素材。
我還告訴學生一個寫作的訣竅：想寫

好作文，應該具備一顆細膩的心，善於從日
常生活的點滴裡捕捉靈感，一旦靈感來了馬
上用筆記錄下來，再抽時間把靈感變成提
綱，搭好寫作的框架，再選擇好寫作的素
材，這樣動筆時就能思如泉湧。

《書·大誥》有云：「天閟毖我成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意即勤勞者會得到更
多回報，勤勞者的意願終能實現。果不其
然，慢慢地，越來越多學生寫就的「豆腐
塊」見諸刊物。

作文發表後不久，便會收到報刊雜誌
社寄來的樣刊，學生和指導老師各有一本。
每次收到樣刊時，都是我和學生一天中最快
樂的時候，因為得到認可，便是對我們的努
力最好的褒獎。無論多忙，我都會抽出時間
鄭重其事地在班級裡對上刊學生進行表彰，
並在班級群和朋友圈裡大肆宣傳，給足學生
儀式感。隨著一篇篇作文被發表，學生的寫
作信心也越來越足，連帶著語文成績也以肉
眼可見的速度提升著。

尤其讓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得意門生
謝雅茹，她細膩的文筆讓我驚喜，她獨特的
表達令人難忘。每次翻閱她寫下的一個個文
字，恰似品嚐著一杯杯醇厚的美酒，回味悠
長。為此，我不遺餘力地向報刊雜誌編輯
「兜售」她的作品，努力為她搭建更廣闊的
展示平台。她也不負所望，作品一篇接一篇
地發表，拿下一項又一項的榮譽。

（三）
我發現越是深入接觸寫作就越為之著

迷，它是緣於內心深處真正的熱愛，這種熱
愛，不會因為年齡的增長和時間的流逝而
減退。受學生的感染，我
重拾起因種種原因擱置的
「文學夢」。我嘗試著和
學生一起，用手中的筆來
記錄生活。於是乎，童年
時的美好回憶，生活中的
點滴感動，教學裡的零散
感悟，被我寫成一篇篇文
章投了出去。

去 年 年 初 開 始 ， 我
精心擬寫的文章被陸續刊
登，後來更是藉此成功加
入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市作
家協會和中國散文學會。
我把自己寫作的經驗，毫
無保留地分享給學生。課
堂上，我不只空講寫作技

巧，因為我深知榜樣示範是最好的引領。我
時常和學生一起寫同題的文章，融自己奉行
的寫作要領於下水文中，用考究的文字示範
給學生看，讓學生有章可循，。

我不斷地以自己的心得感悟去啟發學
生對生活的感知發現，引領學生善於在小事
件中發現其中隱含的感人情懷，舉手投足間
處處是文章，教導他們在敘事的真實、新
穎、生動、感人上做足文章。我要求學生努
力做一個感性細心又充滿情懷的人，將視角
擴展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自覺創作有新意的
文章，講述著自己有所發現的故事。

不 少 學 生 會 在 寫 作 前 先 列 出 寫 作 提
綱，然後拿來徵詢我的意見。不管是文題的
擬定、選材構思，還是行文設計、語言文字
的運用，我都不厭其煩地給予學生指導，助
力學生寫出更好的作品。在教導學生的寫作
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這促使著我不斷地去學習，努力拓展自己的
思維邊界，提升自己的修養和境界。

我 與 學 生 約 定 ， 生 命 不 息 ， 筆 耕 不
輟。我們一同在寫作的自由王國裡遨遊，滋
養著生命之樹。因為熱愛，所以一直堅守，
因為堅守，所以帶給我們無限快樂，這是一
個良性循環，一種沉醉其中的樂趣。

我跟孩子們在不斷地契心的程中共同
牽起的一段美好的時光。我愈發深刻地感受
到，教育不是一個人去雕琢另一個人，而是
在共同成長的過程中相互陪伴，就像樹與
樹，雲與雲之間也是平等的。樹與樹之間的
搖動本質上是共同成長，雲與雲的推動也是
共同向前。而教師的靈魂與學生的靈魂是共
同喚醒，教師喚醒學生，學生喚醒老師，在
互相喚醒中，我們都能共同成長、共同向
前，成為「更好的人」。

鄭亞鴻

掃墓
清明節又叫踏青節，

春暖花開的清明時分，是在
山野踏青的好時光。到山野
掃墓，也是踏青，在憑弔先
人的同時，也能感受春天的
氣息。清明節後的第2天，
我 們 家 一 行 8 人 回 南 安 官

橋老家掃墓。詩曰「清明時節雨紛紛」，
連續幾天都下雨，慶幸的是這天上午是陰
天，沒下雨。

爺爺奶奶的墓在村後的山岡上。如
今，鄉親煮飯都不再用柴火，沒人砍柴撿
柴，滿山的草木長得很旺盛，把原來的一
些小路都掩蓋了。在爺爺奶奶的墓前，往
北仰望，是雄偉的五峰山，甚至可以看到
主峰上的寶珠石。往南眺望，可以看到南

石高速公路沿村邊而過，還可看到對面山
上的小身洞（瑞蹟岩）。這些天，山野經
雨水洗滌，充滿泥土氣息，空氣顯得特別
清新。

身處山岡，在爺爺奶奶長眠的地方，
我往往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童年，因為童年
我是和奶奶在老家度過的。那時，我經常
和小夥伴到這山上玩。山上長著許多我們
叫「多尼」的野果，這是一種灌木。秋
天，是多尼果熟時節。其果實呈卵狀壺
形，熟時為紫黑色，可食用，我和小夥伴
常常摘來吃。多尼果味道甜美、生津止
渴，吃了舌頭牙齒也會被染成紫黑色。後
來才知道它的學名叫「桃金娘」，可供藥
用，有活血通絡、收斂止瀉、補虛止血的
功效。

在山上還有松菇，我曾跟小姑姑到
山上挖松菇。松菇也叫松茸，它通常長在
松樹周圍，雨過天晴，在松樹周圍有裂縫
的地方往往就能挖到。我們把它切成片曬
乾，煮鹹干飯時摻－些，吃起來味道鮮
美。據說松菇能提高人體的自身免疫能
力，是食藥兼用真菌中抗癌效果較好的一
種。

記得山上還長著很多黃枝，黃枝又叫
黃梔子、梔子。春夏會開白色花，香味濃
郁，其果實為黃色。

因花香，我看到現在有人家裡也種
著這種花。《本草綱目》記載，梔子能治
「損傷瘀血」，現代藥理研究表明，梔子
可抑制炎症早期的水腫和滲出，且有抗
炎、鎮痛作用。

我還記得，上世紀50年代初，這山上
還有老虎。有一天傍晚，天還未黑，我獨
自一人在家裡的小樓上玩，突然，我聽到
老虎的吼叫聲。那吼叫聲似乎離得很近，
彷彿就在屋外，一聲高過一聲，可謂驚心
動魄。我嚇得邊哭邊喊奶奶……

我之所以對山上的這些野生動植物
難以忘壞，是因為它們要麼要麼是會吃人
（解放前，我一位堂親就喪生虎口），要
麼是人能吃的，要麼是香氣襲人的……故
鄉，對於久離它的人，最能喚起童年的記
憶。

在爺爺奶奶墓前，回憶起童年，我深
感歲月流逝的飛快，幾曾何時，我這個爺
爺奶奶的孫子，如今也成了老爺爺，真是
人生易老天難老！

小時候在老家，故鄉的山，故鄉的
水，讓我親近大自然。如今久居城市，離
大自然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掃墓時，我聞到一股清香，一看，
周圍有－種叫不上名稱的花。這種花只有
豆粒大，呈白色，密密麻麻長在枝條上，
如繁星點點，香味正是它發出的。我一時
來了興致，摘下幾技，欲帶回家插在花瓶
裡。下山路上，我想起宋·趙汝燧那首《踏
青》：四野春工遍，柔風動賞心。踏青喧
柳陌，舉白醉花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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