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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陳淳淳

應防政客煽動排華 春日海邊拾趣
上 個 月 ， 加 牙 鄢 省 眾

議員佐佐·拉拉（Jojo Lara）
和伊莎迷拉省華裔眾議員福
斯蒂諾·李五世（Faustino Dy 
V）分別提交決議案，要求
眾議院公開調查加牙鄢省株
藝牙佬（Tuguegarao）市湧

入很多中國留學生的事件。
就筆者而言，拉拉應該去問外交部。

據加牙鄢省長曼巴（Manuel Mamba）對記者
說，這些中國學生持有合法簽證，簽證簽發
機構為菲律濱外交部，而株藝牙佬市長丁美
玉更直斥拉拉是種族主義者。

眾所周知，拉拉是株藝牙佬市丁氏家
族和曼巴家族多年的政敵，而明年又是中期
選舉，不難想象各路政客都趁機大打「中國
牌」撈政治資本。

問題是，拉拉顯然把中國留學生在加
牙鄢省接受教育政治化，而菲律濱和中國在
西菲律濱海的衝突有增無減，兩國勢如水
火，隔空罵戰更是家常便飯，政客企圖煽動
菲民眾的民族情緒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
尤為可恥。華社應當警惕這種行為會演變成
排華浪潮。

話說回來，眾議員拉拉和李氏難道沒
考慮過，如果中國報復我們，也決定遣返我
們在澳門、香港和大陸的海外勞工，並遣返
或停止向在香港和大陸攻讀博士和碩士學位
的菲律濱留學生提供獎學金，那該怎麼辦？
受傷的是老百姓而不是這些位高權重的官老
爺。

眾議員們通過審查中國留學生，並利

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這些學生進行誹謗，
無意中助長了一種危險的恐華情緒和不公正
的種族偏見。他們的行為是否會激起有害的
仇華、排華情緒是至關重要的。

相比之下，在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
坡等鄰近的東盟國家，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
的國際學生交流非常活躍，促進了文化的豐
富和外交對話。這些政客會不會通過煽動仇
外爭議，而不是接納國際學生作為旅遊、經
濟增長和外交的催化劑，在不經意間將菲律
濱與其他地區國家隔離開來？

在其他東盟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
或新加坡，有很多來自中國、韓國、日本、
印度等國家。2023年，約有5萬名中國留學
生在泰國103所大學學習，這對泰國來說是
一個好消息，因為它增加了收入，促進了文
化交流和理解。2023年1月29日，泰國《民
族報》報道稱，「中國在疫情後重新開放，
給泰國大學帶來了燦爛的笑容，中國學生回
到這裡的課堂，預計明年將有更多的中國學
生入學。」

2022年，有3.9萬名中國留學生在馬來
西亞學習，1.5萬名中國留學生在新加坡學
習。筆者去年隨菲律濱華裔青年聯合會考察
團赴馬來西亞吉隆坡考察當地華文教育，就
親眼目睹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辦得有神有
色，已成為當地名牌學校之一，相比之下，
我們菲律濱的外國留學生要少得多。

平日裏上躥下跳，照片天天見報的大
小僑領們，是否敢站出來反對這些眾議員的
種族歧視和恐華、排華、仇華行為？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在 春 暖 花 開 的 時 節 來
到永寧外線的海邊，面朝大
海，生命的維度瞬間感受到
了廣闊與自由，春日的海，
清澈翠綠中帶著淡淡鹹鮮的
清香，海風吹來，宛如絲綢
般 的 溫 柔 ， 裹 滿 春 天 的 氣

息，讓人感到舒適與愜意；又似詩人的筆
觸，揮灑之間，輕輕地掀起一片漣漪，讓
思想在歲月的長河中飛翔，在文字的海洋
中，思想可以穿越界限，而在人生的里程
裡，心靈需要一處可以停靠的港灣。沿著
海濱行步道上漫步，聆聽海浪的低語，它
彷彿在訴說著趕海人悠遠的故事，這片海
域曾經寫滿趕海人的艱辛，如今成為了一
條亮麗的海濱風景線，公路兩邊的行道上
種植一棵棵的棕櫚樹，充滿了熱帶風情，
濱海漁村建築的一棟棟別墅，彰顯了漁村
人民生活水平的富足。那片海域開闊的海
灘、觀景平台、浯沙燈塔、激浪海岸、漁
港黃昏等景觀，給濱海的沿線風光增添了
浪漫的情調，這是十里黃金海岸一條最美
的海濱風景線。石獅市隨著城鄉一體化的
全域推進，把永寧外線那片海域的周邊建
設成景色旖旎的絕美畫卷，濱海的風景像
一扇海韻悠悠的屏風，隔離城市的喧囂，
海邊的寧靜韻味和美麗風光已然成了人們
心靈的棲息之地。沿著濱海行步道散步、
運動，都能感受到腳下的每一步踩著的是
海韻的詩畫，那種融入血液的寧靜與悠
然，彷彿這世間所有的美好都在等著你的
足跡去探索，讓人身心怡然自得，和對人
生滿滿的自信。

一 陣 薩 克 斯 的 音 樂 聲 隨 海 風 飄 進 耳
畔，熟識的經典老歌從音響中播放出來，
頓時激起懷舊的情懷，尋著音樂聲而至，
原來是一位樂手在和著車上音響中播放的
歌聲吹奏薩克斯，悠揚的薩克斯樂聲飄灑
在海邊，為海濱添加了一份浪漫的情懷。
許久沒有現場聽薩克斯吹奏樂曲了，記得
上次現場聽薩克斯吹奏，是一個黃昏，在

巴黎的塞納河畔漫步時，聽一位樂手在塞
納河畔吹奏「My Heart Will Go On」，悠
揚婉轉淒美動人的薩克斯樂聲至今難忘。
音樂像一道光，照亮心靈，喚醒了萬千思
緒，激發情感的流淌，人的情感總會在不
經意間被觸動，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一
朵盛開的鮮花，能讓人感受到生命的美
好；一陣海風拂面，能讓人感受著到生命
的律動和大海的浩渺；聆聽一首音樂，能
通向靈魂的最深處，讓人想要尋找生命的
真諦。

春 日 的 海 岸 線 是 色 彩 斑 斕 的 ， 海 岸
上的風景、沙灘上追逐嬉戲的遊人、紅藍
相間的行步道上的運動者、碧水銀波的大
海、海面上的漁船構成一副流動的畫卷；
習習的海風、清新的空氣、溫暖的陽光為
海岸線編織著春天的絢麗。人生如海，每
一個的潮起潮落、跌宕起伏，都是經歷了
長風破浪的豪情壯志，生活的筆觸，總想
把人生描繪得無盡的溫柔與美好，而人生
像一本厚重的典籍，每一頁都記錄著人生
不同的經歷，堅持積極樂觀人生態度的
人，無論走到在何處，都能成為別人眼中
一道絢麗的風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大海的胸襟是包容一切的，接受一切的，
承擔起一切的。

我 喜 歡 到 海 邊 漫 步 ， 面 向 無 垠 的 大
海能讓人的心胸變得開闊豁達，知足者常
樂，喜歡在海邊享受那種返璞歸真的生活
方式，偶爾遇見相識之人，閒聊幾句，或
是家長裡短，或是鄉間民俗，看到心儀的
景象，隨手拍下幾張美照，回家做成短視
頻配上音樂，分享品賞。在這最美的人間
四月天裡，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人生最
值得慶幸的，就是能生在海邊，長在海
邊，游在海邊。向海而生，逐海而榮，是
海邊人的人生寫照。聽著海浪輕拍岸的聲
響，感受生命的律動和歲月的流轉，珍惜
當下每一個瞬間的美麗，莫要為了匆匆的
生活腳步，忽略了大自然的美麗與和諧。

2024年4月14日

方華

春螺滋味長
春到中段，不但時令

蔬菜爭「鮮」恐後，各種河
鮮、湖鮮也正是肥美之時。
其中，螺螄是此時節很受青
睞的水鮮。

食螺，據說在兩個時
段最美。一是清明前後，

一是中秋以後。清明時節，已從冬眠中醒
來的螺螄，經過一個冬天的蟄伏滋養，尚
未懷子，肉質豐滿且富彈性，甚為鮮美。
及至春末夏初，螺螄開始繁殖，不但多子
磣牙，且營養多輸與滿腹的幼仔，味道寡
淡。至中秋，產子後的螺螄又漸漸恢復
「身子」，重又豐腴。

清明螺和中秋螺，因人的口味與喜
好，各取所愛。就像二八青春的少女與風
韻不減的少婦，有各自的美和炫美的時
段。

在江南水鄉，人喜食春螺。有「清明
螺，賽肥鵝」之說。

一重意思自然是說此時節螺螄之美，
一重意思則表明，那清貧人家因為有了春
螺的「開葷」，其味在寡淡的日子裡自是
勝過一隻鵝的肥美。

曾經的日子，吃不起鵝的人家，在回
暖的春水裡摸盆螺螄，用清水養兩天，滴
上幾滴菜籽油，等螺螄吐盡泥沙，用刷子
刷乾淨，然後夾去尾端，放點蔥姜辣椒煮
熟，即是一盆久違的「肥」美。簡單的，
掏一把過冬的醃菜合煮，其味鹹鮮爽口，
也是美甚。

春日裡，在渠邊塘畔摸螺螄，也是樂
趣。三四月天，塘壩裡的水還帶有一絲涼
意，淺水處，可以看到一隻隻螺螄或吸附
碎石或緩緩移動。捲起褲腳，脫掉鞋襪，
站到水中，一邊感覺春泥的酥軟，一邊在
水中沿堤摸索，不消一個時辰，就可收穫
滿滿。

春天，韭菜正嫩，韭菜炒螺絲是尋常
人家案上的佳餚。將新鮮的螺螄肉從殼中
挑出洗淨，青嫩的韭菜切段，配入紅椒爆
炒。鮮韭去腥增香，螺肉汲取韭香提鮮，
兩者搭配，清新鮮美到難以想像。

秋螺以大為美，春螺則以小為鮮，春
日裡市場上有「小螺比大螺貴」之說。春
天的小螺螄，肉質更加細膩軟嫩，鮮美爽
口。

烹飪螺螄肉的方式多種多樣，適合清
炒，也可以燒、煮、燴成蒜香、麻辣等多
種口味。

如紅燒螺螄、醬爆螺螄、香辣螺螄
等……春食螺，有「一味螺螄千般趣，美
味佳餚均不及」之譽。

先民食螺歷史悠久。食螺最早文字
見載於《魏書》：三國紛爭，袁術駐兵江
淮，糧草不豐，袁術便令士兵拾螺為食。

南北朝醫藥學家陶弘景也在其著述中記敘
了食螺。元代《荊釵記》提到了當時人們
已經買賣螺螄。明朝《運甓記》則記載了
炒田螺這道美食。

民間有「啄螺螄過酒，強盜趕來勿肯
走」的俗語，喻螺螄之味美，到了即便冒
生命之險，也不肯捨棄的地步。

民國時，李宗仁曾邀白崇禧一起吃螺
螄，感歎：如果沒有戰事，美酒配田螺，
也是一大樂事。

螺螄之魅力，即便是嘗盡了人世間各
種山珍海味的帝王也無法抵擋。南宋高宗
趙構，某日去臣子家吃飯，這位大臣知皇
上喜好，準備的珍饈中就有「薑醋生螺」
「香螺炸肚」兩道以螺螄為原料的佳餚。

童年的時候就聽過螺螄姑娘的故事。
相傳有一個非常勤勞、家境卻不富裕的年
青人，這天，年青人去田里幹活時，看到
了一隻特別大的螺螄，就十分高興地將田
螺帶回家，放在水缸裡護養。第二天，年
青人又去田里幹活，誰知從地裡回來的時
候，家裡竟然已經做好了飯菜。年青人十
分的疑惑和不解，以為是哪位好心人在幫
他。隨後幾天天天如此，年青人決定要一
探究竟。這天他早早從田間回家，悄悄從
門縫看去，竟然看到缸中的螺螄裡變成了
一個美麗的女子，這個女子不但幫他做
飯，還收拾了他的髒衣來洗。年青人推門
而入，女子來不及回到缸中螺殼，只好面
對。

兩人相互鍾情，最後幸福的生活在了
一起。螺螄姑娘的故事，表達了中國古代
民間百姓對愛情和美好生活簡樸而純真的
嚮往。

螺螄姑娘的故事各地版本很多，大同
小異。這在陶淵明的《搜神後記》、晉朝
人束皙的《發蒙記》、南朝梁任昉撰寫的
《述異記》、唐代徐堅編撰的《初學記》
等諸多文集中皆有記述。

就像螺螄姑娘的故事屬於民間，螺螄
也是屬於最平民的食材，它尋常易得，卑
微低下，是普通人家春日之愛。即便以其
美味上得貴席，也若偶入燈紅酒綠的鄉下
女子，難脫其鄉野的淳樸。

南方人喜食帶殼的春螺，剪去尖尾的
螺螄，投入姜、椒、蒜等調料先炒後煮，
鮮辣異常，是街邊排擋的必備。會吃的，
將螺螄用筷子夾住放入嘴邊一嘬，鮮嫩的
螺肉和湯汁就輕鬆入口。

有嘴笨的，只好用牙籤將螺螄肉挑
出，只是少了「嘬」的樂趣。

嘬螺螄是容易上癮的，鮮美的螺螄彷
彿就是唇舌上不能割捨的春日之吻，讓人
沉迷。

一邊食螺佐酒，一邊品味螺螄姑娘等
佳話，春天的滋味，生活的美好，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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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之聲

守牢國家安全底線
推動香港由治及興

4月15日是中國第九個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也是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香
港刊憲生效後的首個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對特區意義
重大。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舉辦主題講座等系

列活動，吸引香港居民踴躍參與，營造維護
國安、人人有責的良好氛圍。特區各界正利
用有利時機條件，促進國安法律深入人心，
守牢國家安全底線，推動香港由治及興。

今年3月19日，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
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於3月23日刊
憲，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義的大事，標誌著香港進一步築牢了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香港輿論普遍注意
到，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後，特區各
界迅速以更加創新和多元的方式開展教育，
推動遵守國安法律、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更
好落地生根。特區政府在全港十八區舉辦活
動，宣介香港國安條例內容；成立「愛國主
義教育工作小組」，讓維護國家安全融入居
民日常生活；組織首屆「國家安全教育參訪
團」到內地交流學習，令師生增強愛國愛港
情懷；多支紀律部隊舉行開放日活動，以提

高民眾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香港
居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在一次次親身體驗
中，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一國兩制」的根
本宗旨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和保持特區長期繁榮穩定。

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迎來了
全力拼經濟、謀發展，加快推動由治及興的
最好時期。當前，香港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加快推進前海、南沙、河套等粵港澳大
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促進與內地雙向奔
赴，為發展擴容賦能；持續鞏固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全力開拓綠色金融、
智慧港口等新產業、新模式，提升傳統產業
的同時，構築起競爭新優勢。今年以來，香
港已吸引25家重點企業簽約落地，全年將舉
辦超150項盛事活動，展現獨特魅力，促進
經濟增長。這些事實充分表明，特區各界正
把實現由治及興作為全社會共同的事業，努
力開創香港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有偉
大祖國做堅強後盾，在香港築牢國家安全屏
障後，特區政府定能團結帶領社會各界，堅
決落實國安法律，排除一切困難和干擾，把
高質量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以更有力舉措推
動由治及興，續寫香港發展新傳奇。

林鴻東

翔安有座「回民村」
血脈源自晉江的陳埭丁氏！

我曾去過晉江陳埭。
陳 埭 丁 氏 宗 祠 有 一 道

古碑，碑上刻有明萬曆28年
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所撰
的《重建陳埭丁氏宗祠碑
記》。碑記中有句：「丁氏
之先，自洛入閩，曰節齋公

者，居郡城山裡。三傳至碩德公，徙居陳
江。」

陳江即陳埭。
由於一些歷史方面的因素，陳埭丁氏

一度嘗試通過漢化掩飾或淡化自己的穆斯林
色彩，今天，民族共和，他們
已恢復回族身份。

這 幾 天 ， 我 在 研 究 何 喬
遠 的 詩 作 《 自 沙 溪 至 劉 五 店
作》，何喬遠在註解中提及劉
五 店 「 山 市 」 有 丁 、 達 、 賽
三 姓 ， 「 皆 元 時 為 令 長 者 子
孫」。

看來，翔安早在明代就有
丁氏分佈居住，這「山市」丁
氏的背景與陳埭丁氏祖先為賽
典赤·贍思丁的說法如出一轍。

有意思的是，有位翔安文
友給我留言，告訴我新店街道
恰好也有個陳塘回族社區，是
丁氏聚居地。為此，我特地到

陳塘一行。陳塘又稱亭塘。村裡一些民居的
門楣上，明明白白寫著「陳江衍派」，顯
然，陳塘丁氏正是源自晉江陳埭。

在村裡，我邂逅一位曾當過村支書或
村主任的丁開山老先生。老先生已到耄耋之
年，卻仍記憶清晰，他告訴我，陳塘丁氏於
明代遷徙於茲，1984年方恢復回族身份。由
於村莊人少，漢化程度較高，之前，他們的
傳統是死後不用棺木，只是用白布包裹，現
已失去這個傳統。至於，陳塘丁氏與「山
市」丁氏之間，有何淵源，老先生就不得而
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