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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江籍菲華作家：菲華文學的中流砥柱
古大勇

在菲律賓華文文學文壇上，存在一

個文學的「晉江現象」，指的是一批原籍

晉江的華僑，經商之餘，不忘文化情懷，

堅持從事華文寫作，創作了大量文學作

品，在菲律賓文壇上產生很大影響，並通

過各種方式推動菲律賓華文文學的發展和

繁榮，在菲華文學的建構中發生了重要作

用，是菲華文學的中流砥柱。因此，不

妨稱之為菲律賓華文文學中的「晉江現

象」。其實，菲華文學中晉江籍作家的貢

獻早就有學者關注，如鄭楚、戴冠青都有

論文涉及到對若干晉江籍菲華作家的創作

的評論。但他們關注的是對晉江籍菲華作

家作品的評論及其文學成就的肯定，但還

沒有自覺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把它作為一

種特有的文學現象來觀照，因此，所引發

的關注度也就不夠顯著，一定程度上造成

對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成就和文學地位認

識的不足。只有把晉江籍菲華作家上升為

一種「文學現象」，才能更充分地引起文

學界對「晉江文學現象」的重視，也就能

更準確地認識和把握其獨特貢獻和文學史

價值。莊鍾慶在《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

中把肇始於20世紀二三年代的菲華新文學

分為四個時期，而在菲華新文學發展的每

一個歷史階段都能看到晉江籍的菲華作家

的「身影」，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莊鍾慶的《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所收

錄的晉江籍的菲華作家來看，多達數十

位，「形成時期」的代表作家有林健民、

施穎洲、白刃等；「變化時期」的代表作

家有陳天懷、白浪、若艾、白雁子等；

「成長時期」的代表作家有月曲了、林泥

水、施柳鶯、施約翰、莊垂明、王國棟等

人，「繁茂時期」的代表作家有陳瓊華、

黃春安、陳恩、黃梅、劉一氓、一樂、吳

新鈿、明澈、張燦昭、弄潮兒、柯清淡、

亞藍、董君君、純純、陳曉冰、王勇、施

文志、蘇榮超等，還包括在「成長時期」

就已經成名的施柳鶯、施約翰、林泥水等

人。除以上這些作家外，鄭楚的《晉江籍

菲華作家及其貢獻》還提及如下作家：許

冬橋、陳扶助、白山、藍菱、蒲公英、莊

子明、田菁、林婷婷、林勵志、莊良有、

施清澤、丁德仁、筆鋒、楊文德、柬木

星、王錦華、田中人、吳秀薇、吳仲庚、

幽蘭、南根、夏影、莊維民、莊幼琴、許

少滄、清水草、靖竹、楊韻如、龔錦媚

等。近年來比較活躍的晉江籍中青年作家

有蔡友銘、許東曉、陳嘉獎、陳淳淳、黃

一泓、蘇榮超、楊逸萍、蔡銘、姚靜怡、

施佩雯、王仲煌、陳俊仁等。

一

晉江籍菲華作家的代際出現是與菲華

新文學的產生、發展與興盛同步的，在菲

華新文學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發揮了

關鍵性的作用，他們領導建設文學社團，

主編文藝刊物，發起文學論爭，發表文學

主張，直接推動菲華文學的產生、發展與

繁榮。

首先，不少晉江籍菲華作家是菲華新

文學的開拓者。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林健民

和施穎洲。

他 們 早 年 在 國 內 受 到 五 四 新 文 學

思潮的影響，來到菲律賓後，熱心宣傳

「五四」新文學思潮，長期組織和推動菲

華文藝運動，領導菲華文學建設，創辦主

編文藝刊物，培養菲華文學愛好者，壯大

菲華文學隊伍，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菲華

文壇的骨幹和領導者，他們二人為菲華新

文學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次，積極領導建設各種文學社團，

創辦主編文藝刊物，為菲華新文學的發展

開闢陣地。在菲華新文學的發展歷程中，

很多晉江籍菲華作家成立各種文學社團，

擔任社團負責人，通過社團開展各種文藝

活動，積極推動菲華文學的發展。如施穎

洲、王國棟、吳新鈿、江一涯、柯清淡、

明澈、蒲公英、若艾、月曲了、王勇、施

清澤、陳恩、黃春安、小英、林婷婷、一

樂、許東曉、陳嘉獎等都擔任過各種文學

社團的負責人……這些社團的領導者正是

通過社團這個平台，團結一批文學愛好

者，積極組織開展各種活動，壯大文學創

作隊伍，支持社團成員的創作出版，促進

了菲華新文學的可持續生產。晉江籍菲華

作家還積極主編各種刊物和文學選集，開

闢菲華新文學的發表園地，傳播菲華新文

學，擴大菲華新文學的社會影響。如施穎

洲曾主編《菲華文藝》、《文聯季刊》，

擔任《聯合日報》、《大中華日報》、

《菲律賓中正日報》總編輯兼各報文藝副

刊主編；若艾曾主編《公理報》副刊《晨

光之友》；王國棟創辦《菲華文壇》雜

誌；張燦昭、許少滄曾主編《晨光》；黃

梅、陳瓊華曾擔任菲華《聯合日報》文藝

副刊主編；董拔萃現任《聯合日報》總

編；王勇曾擔任「龍」詩刊和「學群」副

刊的主編；蔡友銘現任《菲律賓商報》執

行副總編；陳淳淳現任《菲律賓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主編。他們還積極從事

文學選本的工作，如施穎洲主編有《文藝

年選》、《菲華短篇小說選》、《菲律賓

短篇小說選》和《菲華散文選》，以及詩

集《菲律賓的一日》、《海》、散文集

《芳草集》等；由施穎洲等主編的《文藝

年選》「是菲華的第一本文藝選集」。文

學選本本著質量優先的原則，將零散分佈

在報刊上華文作品集中選錄出版，有利於

作品的閱讀接受和傳播擴散，擴大受眾面

和作品的社會影響，甚至有助於菲華文學

作品走向「經典化」。

再次，參與發起文學論爭，發表文

學主張，推動菲華文學理論建設。菲華新

文學曾發生過四次有關詩歌創作的爭論，

三次論爭都有晉江籍菲華作家的參與。上

世紀50年代前後，白雁子發表長詩《高山

晉壽》，引發菲華文學史上首次關於新詩

的論爭。上世紀60、70年代，菲華文壇發

生兩次有關現代詩的論爭，白雁子發表

《很夏天和天體》，支持詩歌的創新，提

出「試新創新，詩人本色」的主張。上

世紀80年代的第三次論爭是由林健民發起

的，他在《聯合日報‧菲華文藝》月刊上

發表了《寫詩與造句》，特別強調寫詩三

原則，即「令人易懂」、「合情合理」和

「注重語法」。菲華文學的拓荒者施穎洲

積極參與菲華文學理論建設，他撰寫《菲

華小說：來龍去脈》和《菲華新詩：來龍

去脈》被稱為「流傳最廣的菲華新文學史

料」，他的《菲華文學簡史》（序言），

「給菲華新文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

有價值的參考」。一樂（李怡樂）等出版

的《論析現代詩》則被譽為「菲華第一冊

提供鑒賞方法的書」。

 二

在近百年的菲華文學創作史上，晉

江籍菲華作家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直接

構成了菲華文學的大半「江山」，成績顯

赫，影響深遠，在菲律賓文壇佔有重要地

位。

他們的文學創作，在題材內容上，包

羅萬象，廣泛涉獵，觀照視野較為開闊；

在藝術手法上，則是傳統與現代並存，多

樣化的藝術試驗尤為令人矚目。體現在題

材內容上的豐富性書寫和藝術手法上的多

樣化試驗。

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在題材內容上豐

富多彩，在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一）生動展現菲律賓的歷史和社會現

實，尤其對菲律賓的底層社會進行逼真冷

靜的透視，體現出現實主義的深度。1986年

菲律賓發生「二月軍變」，林健民三千多

行的敘事長詩《不流血的革命》，生動回

顧了菲律賓歷史上的這一重大革命事件，

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為菲律賓文藝留下

了光輝的一頁。若艾的《你們三十七個，

為什麼》，對菲律賓警方殘害三十七個旅

菲華僑的行為表示極大的憤慨和批判，對

華僑們的悲慘遭遇表示深刻的同情和擔

憂。若艾的《這一天》中的擔豆腐花的矮

材，為了果腹，在除夕之際仍然在街頭叫

賣生意，反映了菲律賓底層人民生活的無

奈艱辛。林泥水的《恍惚的夜晚》等小說

則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刻畫菲律賓上流社

會醜陋的眾生相。陳天懷的小說《春風浩

蕩拂椰廬》，敘述在太平洋戰爭背景下，

一對菲華青年男女衝破種族隔閡，真誠相

戀的感人故事，有力地控訴戰爭的罪惡和

中菲人民不畏強暴、團結抗敵的精神。黃

梅的《齊人老康》書寫菲國華僑沉重艱辛

的生活，主人公老康家鄉有老妻和兒子，

然而相隔三十年都再也沒有見面。亞藍的

《英治吾妻》同樣反映底層小人物的辛酸

故事，寫一個旅菲華僑家庭成員身處兩地

生活的艱辛以及被不幸命運捉弄的無奈，

悲涼之霧，瀰漫全文，讀之令人動容。白

浪的《小鎮之春》反映了菲律賓底層社會

的殘酷真相，因其現實主義的深度而被視

為「菲華新文學史上少見的現實主義佳

作」。

（二）表現了華僑殊途同歸的「望

鄉」情結。「望鄉」也是所有海外華人作

家創作的共同母題。對於晉江籍菲華作家

來說，「鄉」更多指向他們念茲在茲的祖

籍地晉江或閩南。柯清淡的《抵鄉》中展

現了閩南人熱情款待還鄉遊子的熱鬧場

面。鞭炮旗鼓，殺雞宰羊，都抵不過家鄉

自產的「蕃薯粥」（地瓜粥），那是漂泊

他鄉的閩南遊子最懷念的味道，承載著

「番客」（華僑）對家鄉的刻骨記憶和無

盡鄉愁。《許願》詩人寧願相信人有來

生，鄭重許下「若有所謂的『轉世』，

『來生』還要活在此地」的堅貞誓願。若

艾的《孤客》生動展現一個老華僑的孤客

情懷：詩歌以三十年後的「我」為主人

公，將三十年前的兒時之夢和三十年後的

再次別離同時植進一場孤客之夢中，一個

遠在天涯的孤客，身處他鄉而不敢回鄉，

躊躇無奈，其情其意與古詩中所謂「近鄉

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何其類似也，詩歌

感情跌宕起伏，那份交織著無奈傷感、對

故鄉魂牽夢縈的番客情懷，正是諸多海外

華僑們的內心真實寫照。而翻開林鼎安隨

筆作品的目錄，《何處是故鄉》、《故鄉

的中山路》、《故鄉的雞蛋花》、《故鄉

的風箏》、《故鄉的自行車》、《故鄉的

「鹹酸甜」》、《故鄉的「謙先」》、

《 故 鄉 的 南 俊 巷 》 、 《 故 鄉 的 「 十 班

公」》、《在故鄉冬眠》等標題映入眼

簾……一篇篇文章都在無聲地訴說著作者

對故鄉的深摯情感。（三）反映愛情婚

姻、文化衝突、新冠後遺症、中菲交流等

其他主題的作品。除了上述主題外，晉江

籍菲華作家還表現愛情婚姻等其他多維主

題。陳瓊華小說通過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

表達對愛情婚姻關係的追問以及現代女性

困境的關注。施柳鶯的《機房往事》《鷓

鴣天》、《碧螺春》等小說也表現了類似

的思考。

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還表現了兩種文

化的碰撞和交融。陳瓊華的《龍子》中，

父親陳中俊對於兒子不說閩南語、用菲語

講話十分生氣。與妻子結婚二十多年，他

卻從沒有踏進過妻子的家鄉，也不願意遵

從菲律賓本地的禮儀，體現了兩種異質文

化的衝突。當然，隨著時間的流逝，異族

交往的衝突漸漸減小，朝著互相融合的方

向發展。

陳瓊華《倦鳥》中的裡沓作為一個

「出士仔」，嫁到一個華人家庭，努力學

習中國文化，主動融合進華人家庭，尊老

愛幼，與公公相處融洽，兩種文化終於

盡釋前嫌，握手言歡。許東曉擅長散文

創作，近年來在中國《人民日報（海外

版）》發表《我在觀禮台》《味道》等系

列散文作品，或通過海外華人視角，展現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中

菲之間的文化交流，或表現海外華人不變

的中國心和故鄉情。

陳嘉獎的詩集《我們一定要解放口

罩》關注人類災難，通過對新冠大疫的記

錄與思考，重新審視昔與今、生與死、愛

與悲憫、個體與世界、苦難與救贖等多維

主題。黃一泓散文集《點到為止》思考現

代女性獨立價值，比較分析中西教育方式

的差異以及優劣點等，不乏現實關懷旨

向。

在藝術上，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以

傳統現實主義為主，但也進行多種藝術形

式的試驗。上世紀60年代，台灣現代主義

文學思潮傳入菲華文壇，影響了晉江籍菲

華作家的創作，特別在藝術形式上呈現出

嶄新的面貌,如改變傳統小說只注重故事

情節而忽略表現挖掘人物內心世界的敘述

方式，運用潛意識、夢境、時空倒錯等手

法來展示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施約翰的

小說就具有這一典型特徵,在他的《指路

牌的風波》和《第五個輪胎》中，可以看

到他對於夢境、潛意識、意識流等手法的

嫻熟運用。王國棟的小說《長夜》是一篇

心態小說，運用了典型的意識流表現手法

和蒙太奇畫面的組合方法。純純的小說

《歸》描寫一個返菲華僑，走在菲律賓的

王彬街頭，思緒萬千，撫今追昔，意識遊

走於今昔之間，時空交錯，過去的畫面和

現實的畫面疊加呈現，亦表現出蒙太奇手

法的特徵。月曲了的詩歌多運用現代主義

手法，注重刻畫詩人的內心經驗，採用象

徵、暗示、隱喻、意象組合、轉換、反諷

與悖論等豐富手法。林泥水的部分小說也

有意識地採用現代主義藝術手法。除了現

代主義技巧之外，很多晉江籍菲華作家也

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美學傳統。如施柳鶯

的創作，中西兼備，博采眾長，既能借鑒

西方現代手法，也能創造性地轉換中國傳

統藝術形式。晉江籍菲華作家還能進行多

種體裁的創作，如林泥水是菲華文壇上少

數的戲劇家之一，生前出版戲劇集《阿飛

傳》、《馬尼剌屋簷下》等。莊子明擅長

電影劇本、歌劇、舞台劇、報告文學以及

傳記文學等多種題材的創作。施子榮、陳

明玉等從事古體詩創作，承續了中國文學

的另一文脈傳統，促使古典詩詞在域外土

壤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王勇則孜孜於

「閃小詩」創作，「閃小詩」 被喻為新

世紀出現的「心靈閃電式」的新文體，以

六行內為規制，以「超短」的篇幅蘊含豐

富內涵，如閃電在瞬間雷閃電鳴以後引發

的心靈觸動。陳淳淳則是散文、詩歌創作

的多面手，能兼具現代詩、詞、律詩、絕

句、散文創作，尤得中國古代「婉約詞」

之藝術精髓，出版詩集《心之韻》、散文

集《心靈的原鄉》。白雁子擅長敘事長

詩，創作有434行的長詩《高山晉壽》，在

菲華詩壇產生較大影響。

結語

菲律賓文學由菲律賓本土的他家祿

語文學、英語文學以及菲律賓華文新文學

（簡菲華新文學）組成，作為一個人口僅

僅佔菲律賓總人口2%的外來語的菲華新

文學，由於其有目共睹的成就和巨大影響

力，最終獲得菲律賓官方政府的承認，1987

年，菲律賓政府正式「承認菲華新文學為

菲律賓文學的組成部分」，這在一個以菲

律賓語、英語為主要語言，甚至在某些歷

史階段還存在著排華現象的國度裡，如果

不是在華語文學上取得不可否認、無法迴

避的成就，要想獲得接納和認同，是不可

思議的。

菲華新文學正是依靠自己的強大實

力而菲律賓文壇上爭到一席重要位置。在

菲華新文學中，晉江籍菲華作家佔據大半

「江山」，鄭楚曾在《晉江籍菲華作家及

其貢獻》一文中統計，「在菲華作家中，

晉江籍的占70%，他們在菲華文學發展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徐乃翔先生編著的《二十世紀菲律賓

華文文學圖文志——散文詩歌卷》所收錄

的77位作家中，晉江籍就佔了49位。雲鶴先

生曾經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菲

律賓卷），遴選出菲華文壇十位最具標誌

性、最有影響性的作家作品，其中六位泉

州籍作家入選，即施柳鶯、施約翰、陳瓊

華、若艾、明澈和秋笛，其中除了秋笛

原籍泉州南安，其他五人原籍都是泉州晉

江，

可見晉江籍菲華作家創作的份量之

重。正因為晉江籍作家在菲華作家群中比

例大，份量重，所創作的作品多，所表現

的主題和採用的藝術手法豐富多樣，具有

較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並能通過建

設文學社團、主編文學期刊、編選文學選

本、發起文學論爭、建構文學理論等方

式，推動菲華文學的產生、發展與繁榮，

成為菲華文學的中流砥柱，構成菲華文學

的大半江山，在菲律賓文壇產生持續而廣

泛的影響，成為一種引人矚目的獨特文學

現象，因此，可以稱之為菲律賓華文文學

中的「晉江現象」。

作者簡介：古大勇，文學博士，紹興
文理學院魯迅人文學院教授、泉州師範學
院「桐江學者」講座教授。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魯迅在台港澳暨海外華人文化圈的魯迅
接受研究」（項目編號：22FZWB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