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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黃國鵬

浩青詩選《音》 探秘福州閩江口
——琴江滿族古村落菲華著名詩人浩青（王

仁謙）的詩選《音》於2022
年11月由菲律賓莊茂榮基金
會出版，列為【心誌叢書】
之20。

菲律賓莊茂榮基金會之
【心誌叢書】系列已經出版

了23本菲華作家詩人的文集與詩集：之1：
李泉山《山澗泉聲》。之2：鍾藝《朗園·千
島·神州》。之3：施文志著、施華謹菲譯、
Marne L. Kilates英譯《解放童年》中菲英三
語詩集。之4：：王仲煌《拈花微笑》。之
5：蔡介川《八連孩子的心聲。之6：老油條
《笑罵江湖》。之7：莊紫棟《寸草心》。
之8：蘇榮超《遺失》。之9：劉少宏《人海
百態》。之10：老油條《塵緣蒼茫》。之
11：南山鶴詩選、陳默詩選。之12：施文志
詩集《是我》。之13：施華謹翻譯《詩在
千島上》中菲雙語詩集。之14：鍾藝《歲月
記憶》。之15：吳梓瑜《岷灣絮語》。之
16：醺人《譯諸子百家》。之17：阿占詩文
集《雲淡風輕》。之18：弄潮兒小詩三百
首。之19：小鈞詩集《想想》。之20：浩青
詩選《音》。之21：蘇榮超著、曾文明譯中
英雙語詩集《詩寫菲律賓》。之22：許今棟
著《壺裡乾坤》。之23：施文志著八行詩集
《抱抱》。

浩青詩選《音》收錄一百多首詩作，
附錄五篇評論，《心誌叢書序》以及《自
序》。

浩青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多年，六十年代
開始投稿《華僑週刊》，是菲華資深作家詩
人。《玫瑰與坦克》詩集的主編張香華女士
的評語：在菲華詩人中，浩青來自香港。他
創作很勤，懷鄉之情更濃，因此，他有許多
作品都繞珠這個主題。「琵琶」一詩，便是
一例。琵琶原是胡人樂器，然而，後來卻成
為國樂中一員，說明中華文化有強烈的融合
力。浩青詩中的琵琶，代表鄉音，吉他則象
徵他鄉的音樂，希望若干年後，琵琶和吉他
能混合演奏不分音調。到那時，流浪的人處
處可以歇息。

詩人浩青在《自序》文中說：上世紀
八十年代初，我從報攤買了一份剛出版不久
的世界日報，打開一看，有文藝副刊，因而
激起我對詩的愛好，漏夜寫了一首詩，寄到
報社，不久就發表在副刊上。

接下來，我陸陸續續寫了幾首詩，並因
此結識詩人雲鶴及一群文友，繼而組織「新
潮文藝社」及「新潮」月刊。

自上世紀七十年軍統以來而塵封十餘年
的菲華文藝開始復甦。一些以前的文藝團體
紛紛復出，如「耕園」、「辛墾」等等。

而詩人莊垂明主有的「茶座」天天文
人雲集，品茗論詩；詩人月曲了的「50/50」
更是詩友們尋找靈感的好去處。每當華燈初
上，王彬街的大排檔就有一群群文人同好在
那裡持酒論道。文風之鼎盛，一時之最。我
也時有參與其盛。當年，我也嘗試把詩稿投
到中國的詩刊，如「音」一詩就是刊登在
一九八五年二月的「星星」詩刊上。次年
又以「琵琶」收入台灣詩人張香華主編的
「玫瑰與坦克」。詩人施文志為「香港文
學」組稿，錄有我的詩。此外，雲鶴主編的
「穠」、「稔」；千島詩社的「千島世紀詩
選」及年度詩選等均收有我的詩。但因種種
原因，早期的詩稿都遺失。而本詩集大多是
近期的作品，及施文志詩友提供他的收集。

「一首待焚的詩」、「老爹」、「父親
的床」三首詩雖然是寫真實的我的父親，但
也是早期千千萬萬老華僑經營的雜貨店（菜
啊店）為生的縮影。

感謝菲律賓莊茂榮基金會為本人出版浩
青詩選《音》。

行文至此，謹抄我的筆記本的幾句話作
為結尾：

是對詩的執著
讓我駕著這葉孤舟
在商海上航行了數十年的同時還在繼續
雖沒有贏得掌聲
卻有孤芳自賞的喜悅和快感
【作者簡介】：
浩青：本名王仁谦，福建省晉江市杏田

村人，－九四八年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去香
港，六十年代定居菲律賓。七十年代開始寫
詩，菲律賓軍統期間停筆，八十年代復出。
作品曾在「星星」詩刋、「福建僑報」、
「泉州晚報」、「香港文學」及菲律賓的
「菲華時報」、「世界日報」、「商報」等
刋物發表。詩作收入台灣詩人張香華编輯的
「玫瑰與坦克」、詩人雲鶴編輯的「稔」、
「穠」、千島詩社的「千𡷊世紀詩選」等。
著有詩集「音．浩青詩選」。八十年代與詩
人雲鶴等文友發起創立「新潮文藝社」；擔
任「千島詩社」副社長數屆，現任決策委
員。

曾擔任「菲律賓象棋恊會」第五十九、
六十屆理事長；「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發
起人之一，並任首屆的秘書長、第二屆的監
事長及數屆的副理事長等。

滿 族 ， 清 時 稱 「 滿
洲」，發源於中國東北白山
黑水之間的漁獵民族。十七
世紀，滿族迅速崛起，並建
立起一個疆域遼闊的統一帝
國——大清。

但 是 ， 辛 亥 革 命 的 衝
擊，滿族這個族群在文化和聚落形態上，漸
漸趨於衰退。據統計，在今天，滿族人口約
逾千萬，其聚落主要集中分佈在東北、內
蒙、河北、北京等地。

鮮為人知的是，距滿族故地幾千里之外
的東南海濱城市——福州長樂，至今仍保存
著一個完整而又神秘的滿族村落——琴江滿
族村。

琴江滿族村是福州市長樂區航城街道下
轄村，距福州長樂區城區4公里，閩江口15
公里。據稱，閩江流經這段宛如一把古琴，
故名琴江。

雍正六年（1728），大清皇帝召見福州
駐防副都統阿爾賽，曉諭其「宣知水務」，
即籌建水師基地。

阿爾賽從京都返回福建後，迅速勘查地
形，最終選中了與馬尾隔江相望的一塊「軍
事戰略要衝」。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寫
道：琴江此地「去海不遠，密邇省城，既可
扼守三江，又可與閩安成犄角之勢」，因而
「宜設水師」。

當年，朝廷從「老四旗」中抽調513名
官兵攜眷進駐琴江，圍地築城，為鎮守台
江、馬江、烏龍江而在此地駐建「大清福州
三江口水師旗營」。這是當時全國沿海四大
水師旗營之一，水師旗營佈局相似太極八
卦，故又稱「旗人八卦城」。

據說當初旗營基地築有5米高的圍牆，
有東南西北4個城門，以炮山、火藥庫、鐘
樓為中心，500間兵房、12條街組成一個太
極八卦圖，整個營地呈「回」字形。這裡的
街道交錯迂迴，外地人走進村中，很難找到
出口。

這支旗人將士據說是從「老四旗」——
鑲黃、鑲白、正藍、正白，抽調官兵組成
的，可以說是大清的「鐵軍」。

嫡系「鐵軍」鎮守東南沿海，除了抵禦
外辱，當然也起到防止漢人起兵造反。因為
當時的「鄭氏海商集團」雖然盤踞台灣，但
時刻懷揣「反清復明」的夢想，試圖「揮師
北上」，收復漢地。

琴江滿族村落原本是清代城堡式水師兵
營，四周築牆，周長1000多米，分設城門4
座，分左、右兩翼建12條街，左翼為東門口
街、陽青街、協府口街、帥正街、太平裡、
淳樸裡；右翼為北門口街、大街、泗洲街、
酋裡街、承惠街、真武街。

街道兩旁是一溜長排計有1321所官署、
兵房，，最盛時官兵有129姓、4000多人。

琴江的八旗水師扼守三江口要衝，西接
福州府，東臨閩江入海口，歷史上參與了很
多重大的海防軍事行動。

乾隆五十一年（1787），台灣林爽文
「獨立」叛亂，震動東南，琴江水師受命參
與赴台作戰。

嘉慶年間，海盜蔡牽聚眾騷擾東南沿海
商民，旗人水師又參與剿匪，歷經數年而平
定海患。

鴉片戰爭時，這支水師也參與閩安防
務，使英軍無懈可擊，轉而北上，保全了福
建免受塗炭。

琴江水師歷史上最為壯烈的一頁是中法
馬江海戰，光緒十年（1884），法國遠東艦
隊在司令長官孤拔率領下，突襲馬尾港口。
琴江水師旗營福州將軍穆圖善親自坐鎮，全
員投入戰鬥，重創法軍。

我們知道，清朝滅亡後，貴為旗人的後
裔失去特權後，融入當地社會。或許是琴江
獨特的地理位置，當地滿人仍保留著滿族的
社會形態，代代傳承著滿族文化，最典型的
是說「旗下話」和書寫滿文。琴江村老人一
口流利的「京腔」口音，令「閩腔」較重的
周邊在地人汗顏。

馬忠

文藝創作隨想二題
文學創作少「跟團」

 近年來，買論文買版

面 在 學 術 界 已 成 公 開 的 秘

密。在這股歪風的吹拂下，

一些地方作協為了給會員們

謀福利，解決會員作品發表

難問題，也開始不惜重金在

報紙、雜誌買版面，以專輯形式推出會員作

品，這種現象尤以詩人專輯為甚。此舉看似

一樁功德之事，實際上是在花錢滿足寫作者

的虛榮，卻讓文學蒙羞，不值得提倡。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錢能不能這麼個花

法，只說這樣做的利和弊吧。首先，對於組

織者而言，以專輯形式推出會員作品，至少

得到會員的擁護和愛戴，在年終工作總結中

作為成果可以濃墨重彩一筆。對於會員個人

來說，也算是在原本上不了的報刊露了一下

臉，又多一次零的突破。

當然，凡事都有兩面性，我們既要看

到好的一面，也要對由此產生的負作用有一

個清醒認識。要知道，一個普通的詩歌寫作

者，要想在專業詩歌刊物發表一首作品，談

何容易？

就因為搭上了「專輯」的便車，跟了

團，所以降低了個人投稿命中率的難度。殊

不知這樣一來，讓缺乏自知之明的作者，真

以為自己水準去到了哪裡，很厲害了，然後

在微信群四處轉發，逢人就炫耀，一副陶醉

得不得了的樣子。

寫作是單打獨鬥，靠的是個人實力。

筆者認識一位從湖南農村來廣東的打工作

者，他沒有任何背景，也沒有任何頭銜，可

是每年都有一、二十篇小說、散文在省級以

上純文學期刊發表。他堅守理想，固守著純

粹的文學精神，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對於

那些安靜寫作，自由投稿，不時有作品發表

的寫作者，我一直心存敬佩。他們不投機，

不取巧，捨得下笨功夫，一步一個腳印，只

用好作品來獲得編輯的青睞。當然，這種態

度，註定他們可能在文學創作這條路上比一

般的寫作者走得更遠些。

「爛泥扶不上牆」。一個寫作者應該

用作品說話，清楚自己的段位。如果只能依

賴作協為你搭建的平臺才能發表作品的話，

那就證明你的實力不夠，還需要繼續努力。

更何況，一個地方的文學創作整體水準，取

決於每一個寫作者，個人強則團隊強。打個

不一定恰當的比喻，寫作這件事和旅遊差不

多，要想驚喜不斷，最好自駕少「跟團」！

 精品創作不能等靠要
 群眾文藝創作作為群眾文化的一部

分，在滿足人民群眾精神需求、促進文化繁

榮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清遠市群

眾文藝工作始終堅持寫人民、演人民、為人

民的立場，以反映群眾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

的生活為主線，在音樂、曲藝、戲曲等群文

領域創作出了一批反映時代特色、謳歌社會

發展、體現地方特色、具有文化魅力的文藝

佳作，並通過舞臺演藝和資訊媒體（含新媒

體）進行發表推廣，取得了豐碩成果。也不

可忽視群眾文藝創作還存在數量多，精品少

的現象。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跟

文藝工作者創作態度有關。

我們一直在強調群眾文藝要「喜聞」

還需「樂見」，群眾故事要「多彩」更要

「多姿」。

好作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

且文藝的方式總是以小見大，以人物來帶

動事件並呈現社會面的變化。如何表現這樣

的變化呢？雖然文學和藝術的處理方式各有

不同。但文學和藝術並非孤立存在的兩個

領域。事實上，它們常常相互影響，相互啟

發，是相通的。說到底，都是思想和情感交

流的語言。托爾斯泰曾說過，「藝術不是一

種技藝，它是真實情操的表白」。源於人

民，為了人民，屬於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

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

動力所在。

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從人民群眾可以接

受的角度出發，真正融入人民群眾的生活，

真實表達人民群眾的內心情感。替時代說

話，為人民代言。

文藝創作活動源於人民群眾之中，反

映人民群眾面貌，文藝創作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是人民群眾。因此，深入生活、紮根人民

是作家藝術家應該遵循的創作鐵律。沒有生

活經驗的作品是很難打動讀者的。比如你要

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必須親歷現場、如實

記錄，無論怎樣編撰，都遠不會如現場的故

事精彩。當前，正在實施的「百千萬工程」

為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生活源泉。

怎樣把握這一重大題材？

廣大文藝工作者只有俯下身子、邁開

步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

入調研，紮根生活，聚焦現實，感應鄉村之

變、人民之呼，才能講好清遠人民奮鬥圓夢

的故事。如果只是閉門造車，急於下筆，再

好的生活素材也只能寫成殘次品。

總之，在文藝創作這件事上，必須要

處理好「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

係，藝術家不能等靠要，要主動、積極地走

進廣闊天地，廣泛接觸社會。

切 實 在 人 民 群 眾 的 生 活 中 捕 捉 妖 精

感、收集素材，也要敢於反映群眾生活中出

現的現實問題，還要自力更生，按照自己的

意志去創作。

謝如意

涼涼哪裡來
穿上運動短褲背心上溪

堤習作，這在今年大概是第
一次。乘著摩托車兜風般地
行進，滿是涼涼的感覺。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
來。下午只給家母蓋一條薄
薄的被單，可是，當我要把

她扶下來臥床休息時，發現她的上身微微流
汗，熱烘烘的感覺讓我馬上決定為她上身擦
澡換衣服。自己雖然光著膀子在操持這一
切，可是因此也微微冒汗。谷雨已過立夏在
望，夏天的腳步就這樣悄悄地臨近了。

室內總是相對悶熱的，一旦走向大自
然，馬上享受到大自然給熱天的標配，那就
是習習的涼涼的微風的輕拂。尤其是對「車
行風自來」的乘車的我來說，這涼涼的感覺
就是闊別一年的夏季風給我的特別的溫存，
是那樣潤物無聲般，又是這樣令人心領神會
美滋滋！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雖然這樣
的熱來得不是劈頭蓋臉，但是這樣一種潛移
默化般地由冷轉熱的自然過渡，的確會讓人
因為真切感受到明顯變熱而更敏感與變熱中
的涼涼的風的格外溫柔和體貼。

我們往往很容易忽視的就是這種生活
中的對立統一的微妙關係，如果真的忽視了
就不容易懂得感恩大自然的無私饋贈與委婉
玉成喔。

還好，很多人都是懂得感受到這一切
美好的。因為，有人早已說過「經過嚴冬
的人，更知道太陽的溫暖」，我今天這種感
覺，也跟這類感慨或感悟異曲同工吧！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這個簡單
而內在邏輯大家很容易明白了。然而，與
這種道理相通的一些生活現象，
大概就未必是人人都敏感領悟的
嘍。

比如說，新中國成立之初，
經濟基礎一窮二白，戰後的爛攤
子百廢待興，是多麼需要人們的
雪中送炭般的幫忙啊！也的確有
些人會幫忙。但是，畢竟有另外
一些中外反動派，他們仇視新生
的人民政權，不僅冷嘲熱諷挖苦
要看笑話，而且搞陰謀詭計破
壞，巴不得把新生政權扼殺在搖
籃裡。正因如此，難怪人民領袖
毛主席說過：讓他們去說我們這
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有
志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

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讓中外
反動派在我們的勝利面前發抖吧！

二 十 多 年 的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輝 煌 成
就，充分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預見。一切為
了人民，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我們新中國
風雨兼程捷報頻傳，這早已在中華史冊上板
上釘釘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和英雄的中國
人民所創造的豐功偉績，也在史冊上留下誰
也抹殺不了的光輝印跡，更萬古流芳在老百
姓心中！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生活中也
常常有這樣的事發生。一個紈褲子弟可能不
務正業不學無術而當了敗家子有辱祖先也對
不起兒孫，但偏偏可能遇到有個厚德賢慧的
妻子，處變不驚不同凡響地甘當好孝敬其公
婆以及培養兒孫的家庭重任。那個敗家子在
客觀上成了對她「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
催化劑。

同樣的道理，一個未必善於操持家務
和體貼丈夫的女人，也可能在客觀上幫忙造
就出一個特別善於忍辱負重逆來順受自強不
息，應對生活如同多功能多媒體的孔武堅強
的奇男子或偉丈夫！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對於一個
生活的德者智者和有心人。順境固然可能給
他們錦上添花猛虎添翼助其成功，而逆境也
可能在客觀上激勵他們發憤圖強走向成功。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往往既要感謝君子！
也感謝小人。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天
氣有陰晴涼熱之變，而順應天氣和因勢利導
涼熱為人類和生活造福的，往往是在「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之中好自為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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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堤光伏走廊與老家燈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