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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豆豆

華社應提起集體訴訟 多巴胺中老年的平潭快樂游（二）

對 於 部 分 議 員 誣 陷 中
國留學生為「間諜」一事愈
演愈烈，已經衍生出許多無
端和莫名其妙的指控，譬如
說：中國留學生涉及網絡博
彩、中國的「間諜」、「買
文憑」等，而且不實指控愈

來愈離譜，愈來愈不可思議，甚至蔓延到全
國其他省市。

今日（4月22日）媒體報道引述了菲武
裝部隊總參謀長布勞納週日（4月23日）在
南三寶顏省巴牙連市慶祝「徹底消滅叛亂」
三週年典禮上說，軍方正在調查全國各地中
國公民人數增加的情況。

顯而易見，從一名眾議員的道聽途說
指控，在短短一個月內已經演變成調查全
國各地的中國人，這已經涉嫌違反聯合國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而菲
律濱是該公約簽署國。僅憑主觀意識和道聽
途說，在沒有任何證據下，對一個種族展開
調查，已經不是簡單的種族歧視，而是「種
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這正是二戰時
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也是盧
旺達內戰時，胡圖族屠殺圖西族所犯下的。

前總統老馬科斯於1976年7月20日簽署
第966號總統令，「宣佈違反《消除一切形
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行為為刑事犯罪，
並規定處罰辦法」。

總統令指出，《公約》第4條規定，締
約國：

「（a）應宣佈一切傳播基於種族優越
感或仇恨的思想、煽動種族歧視、以及對任
何種族或另一膚色或族裔出身的人群體採取
一切暴力行為或煽動這種行為，以及為種族
主義活動提供任何援助，包括資助此種活
動，均為應受法律懲處的罪行；

「（b）應宣佈和禁止促進和煽動種族
歧視的組織以及有組織的和所有其他宣傳活
動是非法的，並應承認參加這類組織或活動
是應受法律懲處的罪行；

「（c）不應允許國家或地方的公共當
局或公共機構促進或煽動種族歧視。」

第966號總統令還規定：
第一節：一切促進和煽動種族歧視的

組織和宣傳活動，特此宣佈為非法，應予禁
止。

第二節：違反本法令以及《消除一切
形式歧視國際公約》第4條第a、b和c款的行
為將受到下列處罰：

（a）如果罪犯犯有傳播和鼓吹基於種
族優越或仇恨的政策的罪行、煽動種族歧
視、參加或者參加宣揚、煽動種族歧視的有

組織的宣傳活動或者其他宣傳活動，或向種
族主義活動提供援助，包括為其提供資金，
處以十天以上六個月以下的監禁。

（b）如果罪犯犯有煽動對任何種族或
其他膚色或族裔的人採取暴力行為的罪行，
或者是從事促進或煽動種族歧視的宣傳活動
的組織的官員或組織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的監禁。

第三節：如果違法者是政府官員或僱
員，則上節規定的處罰應頂格施加。

前款規定的處罰不影響罪犯根據其他
適用法律可能承擔的任何責任。

軍方和政客對中國留學生和中國公民
的無端指控，很容易激起民眾反彈，若未及
時阻止，有機會演變成印尼式排華浪潮，到
時連華裔菲人都無法倖免。

知名國際法和海洋法教授梅麗莎·洛哈
解釋說，「第966號總統令將違反《消除一
切形式歧視國際公約》定為刑事犯罪。因
此，《公約》現已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可
以在國內法院提起刑事訴訟。甚至可以要求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進行調查。《公
約》是強制性的（具有約束力）。」

洛哈說：「任何受委屈的人可入稟法
庭起訴，任何受害集體課提出集體訴訟。個
人或非政府組織可向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
事處提交『來文』（communication）。關鍵
是收集證據，證明種族歧視是一項全國性或
地方性的政策。」

據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網站的
解釋，「『來文』是特別程序向政府和其他
方面，如政府間組織、企業、軍事或保安公
司發出的信件。在這些信件中，專家們就所
收到的關於侵犯人權的指稱作出報告，這些
指稱涉及：過去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這
可能是指控函的對象；正在或可能發生的侵
犯人權行為——這可能是緊急呼籲的對象；
與不符合國際人權法和標準的法案、立法、
政策或做法有關的關切。

「專家將在信件中提出指稱，並要求
就其作出澄清。必要時，專家要求有關當局
採取行動預防或制止侵犯行為，進行調查，
將有關責任方繩之以法，並確保能為受害者
或其家人提供補救辦法。專家們還會在這些
信件中回顧適用的人權條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華社不應放任官
員和軍方打種族牌，我們應拿起法律武器保
護自己，保護華社，若有必要，華社應聯合
起來在菲律濱法庭提出集體訴訟，甚至是上
告聯合國，防止事態進一步蔓延至不可收拾
的地步。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平潭島也叫海壇島，是
中國的第五大島，它是由島
嶼相互連接而成的島連島，
南北長29公里，東西寬約
19公里，面積274.33平方公
里。以形似壇，兀峙海中得
名。島上時常「東來嵐氣瀰

漫」，簡稱「嵐」，別稱「東嵐」，舊稱
「海山」。海壇島名勝古跡和自然景觀有
三十六腳湖、石牌洋礁、仙人井、一片瓦和
殼丘頭遺址，有龍鳳頭度假村和壇南灣海
濱浴場，還有近年來非常出名的網紅打卡
地——北港村。

我 們 是 從 平 潭 海 峽 大 橋 進 入 平 潭 島
的，平潭海峽大橋全長4976米，其中跨海峽
大橋橋樑長3510米。全線採用二級公路標準
建設，設計時速80公里，雙向四車道，橋
涵設計荷載採用公路I級標準。大橋設計最
高通航水位4.78米，通航淨空高度不小於38
米，採用雙孔單向通航，可通航5000噸級海
輪。平潭海峽大橋於2010年通車。

到達平潭時已是中午時分，只見天上
下起了毛毛雨，我們36人分成了4桌，吃的
都是當地特色的海鮮，紫菜與巴浪魚也是平
潭的特產。

我 們 在 平 潭 旅 遊 的 第 一 站 便 是 近 年
來，比較出名的網紅打卡點，北港村。

或許是因為剛剛過去的清明節，當我
們4月7日去北港村的時候，遊客稀少，很多
休閒的商店也沒有開店營業。

知道平潭北港村這個名字，是在幾年
前芒果台有個很火的「爸爸去哪兒」的節
目。

北港村是一個傳統的漁村，位於平潭
島的東北部，背靠君山，面朝東海。它始建
於明末清初，它的建築以石頭厝為主，屋身
以青色、灰色花崗岩為牆體，屋頂鋪蓋著紅
色和灰色瓦片，上面覆蓋著形態各異的鵝卵
石，以抵擋颱風的侵襲。這裡的房子有一個
特點，就是窗戶很小。導遊說小窗適用於當

時駐兵戰鬥。
這是一個全部由石頭房子組成的小漁

村，剛剛下過雨的石頭台階，拾級而上，一
排排純樸的桌椅，古時阿嬤醃鹹菜的罈子被
當成了花壇，種上了綠植，一顆高大怒放的
紅艷三角梅更是讓大傢伙排隊拍照留念。

拍 完 照 ， 走 下 台 階 ， 走 到 隔 壁 的 房
子，推開木門，走進「石頭會唱歌」的院
子，只見桌面上擺著七塊形狀各異的石頭，
還有一張「小小星星亮晶晶」的歌譜。

據導遊介紹：2015年，台灣80後青年林
智遠偶然來到北港村，被古樸滄桑的石頭
厝、純樸熱情的村民深深吸引，便決定在此
扎根。次年，他向村裡租了幾棟閒置的石頭
厝，帶著團隊開發民宿。後來在和村民的交
談中聽說山上的石頭會唱歌，就上山尋找，
把不同音節的石頭搬回來開發出了石頭打擊
樂器，也就有了石頭會唱歌的樂隊。

   我不禁拿起一塊小石頭，看著樂譜，
裝模作樣地敲打了起來，果真能發出聲音，
只是石頭與石頭碰撞的聲音，沒有那麼好
聽。

2019年7月28日，北港村入選首批全國
鄉村旅遊重點村名單。12月12日，北港村入
選2019年中國美麗休閒鄉村名單。2021年9
月，被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農業
農村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司法部、國
家鄉村振興局表彰為「第二批全國鄉村治理
示範村」。

走出北港村的時候，看著小道兩邊佈
滿的餐廳出來吆喝客人的服務員，再看看滿
是民宿的招牌，蕭條的店舖。我不禁問導
遊，這種情況堪憂呀。導遊告訴我，去年
五一長假的時候，北港村遊客很多，酒店供
不應求，不少人蜂擁投資民宿，結果一下子
供過於求了。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我很想夥同三五
知己，再回到北港村住上一夜，來品嚐當地
的一份特色美食，享受當一個文藝范。

（04/21/2024）

一讀者

向洪玉華和丁美玉致敬
看到商報所刊登的，株

藝牙佬市市長丁美玉譴責一
些政客要求調查中國留學生
是對他們城市不公平，也涉
嫌種族歧視，以及洪玉華女
士發表聲明譴責仇華和種族
主義，筆者對華社出了兩位

敢言和堅持正義的女士表示敬佩和仰慕。
丁美玉市長在上週六的論壇上表示，

甚至在宣佈根據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在加
牙鄢省新增的一個站點之前，加牙鄢省已
經有外國留學生了。

丁市長強調，株藝牙佬市對所有人
開放，無論是到株藝牙佬居住、休閒或學
習，而中國留學生與政客們所指的EDCA
軍事基地無關，因為加牙鄢省最近的兩個
EDCA站點離株藝牙佬市至少一個半至兩個
小時路程，而且這是山頂道路，去過山頂
州府的人都知道，山頂所在的路況不好，
有的還是土路，兩個小時路程已經相當遙
遠，試問有什麼間諜會選擇離自己收集情
報的目標那麼遠的地方居住，而且還幾千
人聚集在一起？實際上根據移民局和高等
教育署說，擁有合法簽證的中國留學生只
有約1500人，實際在校讀書的只有四百多

人，而不是一些政客聲稱的4600人。而不在
現場上課的學生多是選擇通過網上授課的
方式，在中國上課，當學校規定提交一些
功課或進行論文答辯時，才要求飛回菲律
濱到校報到。

而有「華社花木蘭」之譽的洪玉華
女士更發表聲明稱，「周邊國家採取措施
吸引中國遊客和希望提升英語能力以取得
海外高等教育資格的中國留學生。另一方
面，我們透過表現出公然的種族主義和種
族定性來阻擋他們前來。」

「毫無根據和故意煽動『中國留學
生湧入』的負面新聞只會加劇我們與中國
海上衝突引發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在美
國、日本和菲律濱舉行三方首腦會議之
後，舉行了據稱是能更好地裝備我們的軍
隊和做好戰鬥準備的『肩並肩』聯合軍事
演習，這並非巧合。

《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的站點在加
牙鄢也不是巧合，我國軍方一直在爭取美
國為這些站點提供更多的後勤支持，並要
求我國政府為這些站點提供更多的預算。
加牙鄢學生事件的主角是政治對手，這也
不是巧合。忘記歷史的人一定會重蹈覆
轍。」

鄭亞鴻

海德堡：浪漫德國的縮影
近 日 ， 德 國 總 理 朔 爾

茨訪華，取得互利共贏新成
果，這讓我想起我的德國之
行，想起德國的一座美麗城
市。那年，我參加中國水利
企業協會組織的赴歐洲水利
水電考察團，到德國等國參

觀考察。
從北京抵達德國法蘭克福的第2天，我

們按計劃前往德國聯邦水利管理總局，瞭解
德國水利建設管理情況。聯邦水利管理總局
在巴登─符騰堡州的卡爾斯魯厄市，海德堡
位於法蘭克福和卡爾斯魯厄市之間。從法蘭
克福南下，經過海德堡，我們得以作短暫停
留，目睹了這個被詩人歌德稱「把心遺失在
海德堡」、被馬克·吐溫說成是他「到過的
最美的地方」的城市。

由於只是路過，司機兼翻譯將我們帶
到國王寶座山頂上的海德堡城堡，從這裡可
以腑瞰海德堡全城。

海德堡坐落於奧登林山的邊緣，整個
城市傍內卡河而建。奧登山峽中的內卡河在
這裡流入萊茵平原，在幾十公里外的下游流
入萊茵河。海德堡雖不大，但是悠悠的青
山，內卡河的綠水，白牆紅瓦的建築，尖頂
錯落、石徑幽深的老城，刻滿歷史滄桑的古
堡殘垣，就像一卷油畫，充滿浪漫和迷人的
色彩。

800多年間，有許多詩人和藝術家來到
海德堡，為海德堡深深心折過。19世紀德國
浪漫主義在海德堡發源和發展，海德堡成為
了德國浪漫主義的象徵地和精神聖地。有許
多偉大詩人和藝術家的傳記不能略過海德
堡。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海德堡是浪漫德國
的縮影。

我們順便參觀了山上的海德堡城堡，
陪同的翻譯介紹說，海德堡城堡始建於13世
紀，歷史上曾經飽受戰爭破壞，經過幾次修

建擴建，歷時400年才完工，這是一座紅褐
色的古城堡，為哥特式、巴洛克式及文藝復
3種風格的混合體，是德國文藝復興時期的
代表作，也是海德堡城市的標誌。城堡主人
為選帝侯宮邸的遺址，內部結構複雜，包括
防禦工事、居室和宮殿等。17世紀時城堡曾
兩度被法國人摧毀，城堡主人選帝侯家族也
遷居曼海姆，被遺棄的城堡後來有一部分得
以修復重建，至19世紀末主體建築才恢復原
貌並能使用。城堡多數的房間開放讓遊客參
觀，保存完好的一些大廳，仍可舉行宴會以
及藝術表演。

未修復的部分為殘垣斷壁，上部某些
房間只留有一面外牆。這是一座美麗、也是
滿目滄桑的城堡。雖然部分城牆已然倒塌，
但城堡城門依舊聳立，城門據說還有一段浪
漫的愛情故事，是400年前德國的國王為自
己的妻子所修建的，因此它吸引很多情侶前
來拍照。

讓海德堡享譽世界的則是歐洲最古老
的教育機構之——海德堡大學。1386年海德
堡大學成立後，海德堡逐步成為當時歐洲的
政治、經濟、文化重鎮。

曾在海德堡大學學習和工作的有著名
思想家黑格爾、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等。這裡
也是眾多文學家的摯愛，如歌德、馬克·吐
溫等。海德堡是二戰中唯一沒有被盟軍轟炸
的德國城市，據說盟軍執行轟炸德國任務的
指揮官是海德堡大學的校友，因此盟軍在轟
炸時有意避開了海德堡，使之免於再遭炮火
的劫難。戰後，海德堡成為了駐歐美軍總部
所在地。

停留半個多小時後，我們便乘車穿過
海德堡的大街小巷，前往卡爾斯魯厄市。雖
然在海德堡我們只能算走馬觀花，但它留給
我十分美好的印象，這是一個古老又年輕的
城市，一個充滿浪漫和迷人色彩的城市。

（2024年4月19目）

黃國鵬

福建為何會流傳「民拜媽祖，官拜尚書」？
有人說：「福建是神

仙最多的省份」，確實如
此。

君不見，在福建，除
了人們熟知的天公、玄天
上帝、三官大帝、碧霞元
君、城隍、土地、灶君、

財神、觀音、泗洲神、哪吒、三平祖師、
清水祖師、關聖帝君、媽祖、廣澤尊王、
武惠尊王、九鯉仙祖、二郎神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蛇神、樹神、水神、
石神等等。

媽祖，也尊稱「天妃」、「天後」，
俗稱「海神娘娘」，是傳說中掌管海上航

運的女神。不但中國沿海各地的漁民和航
海者都把媽祖奉為海上保護神，也通過華
僑華人遠播世界各地，成為僑居各國華人
的崇拜神，也成了世界知名的海上女神。

而「官拜尚書」中的「尚書」何許人
也？可能知之不多。

眾所周知，尚書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政
府高官名稱。在清朝，六部和理藩院等部
門的主官稱為尚書。

那麼，福建人為何會獨拜「尚書」
呢？原來此「尚書」非彼尚書！福州人拜
的 「 尚 書 」 是 位 「 民 族 英 雄 」 —— 陳 文
龍。陳文龍是南宋末抗元將領，出生於媽
祖的故鄉——莆田。南宋時，陳文龍奉命

保衛莆田城，後因叛徒出賣，全家被元軍
抓到福州，陳文龍被押到杭州，並被處死
在那裡。後人因敬仰他的精神，奉他為
神。

陳文龍是什麼精神感動了人們呢？
陳文龍是南宋末年的名臣，據說其一生為
官清廉、忠心報國。據稱，明太祖朱元璋
滅元統一中國後，以弘揚忠貞正氣，凝聚
民族感情。曾派人到全國各地尋訪宋末抗
元的忠臣、義士，如文天祥、陳文龍、陳
瓚、陸秀夫等。並令全國各地建城隍廟，
奉他們為所在地域城隍廟的主神。因此，
陳文龍由人變神，成為官員崇拜的偶像。

明朝武元年（1368年），皇帝朱元璋

下旨︰福州祀陳文龍。
明朝皇帝曾三次敕封陳文龍為「水部

尚書」，福州當地民眾稱陳文龍為「尚書
公」，神祠為「尚書廟」，此後成為以閩
江流域為主體的江河交通安全的保護神。

明成化年間開始至清同治年間，陳文
龍作為福州三「海神」之一，曾與媽祖、
拿公隨「冊封使團」14次同往琉球，保護雙
方使臣平安往返中琉之間，受到琉球國朝
野的敬仰和崇拜。

清朝道光年間，皇帝加封陳文龍為
「鎮海王」、「敕封其為「水部尚書」。

其實，在明清朝廷的官職中就沒有
「水部尚書」一職，分管水利的工作由工
部管理。因此，將這一個「虛職」敕封給
值得敬仰的人，這或許是古代「精神文
明」建設的方式吧。 

據記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陳文龍信仰開始列入正式祀典，由官府給
銀舉行每年春、秋二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