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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陳淳淳

華社應避開菲中爭端 參加「東南亞華文文學
（菲律賓）國際學術研討會」有感

北樹裡爻眾議員描貝斯
日前挑戰華社要就西菲海問
題「選邊站」，筆者認為華
社要提防墮入陷阱。

我們常說，菲律濱是夫
家，中國是娘家，作為華人
華裔，當然不希望兩邊爭吵

不休，而是希望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無奈
小馬科斯政府無能，導致鷹派和親美份子當
道，菲中關係跌至冰點，杜特地政府六年的
努力付諸東流。

在仁愛礁發生嚴重衝突，一名士兵被
斷指後，小馬科斯政府見識到中國的態度強
硬，已開始「滅火」，試圖讓局勢緩和。既
然兩國還未放棄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華社不
應當再插一腳，以免引火上身。

筆者聽聞華社一些團體希望通過發表
聲明的方式來呼籲兩國坐下來談，其實完全

沒有必要這麼做，主流社會和政府內部、學
者等仍然有理性者在背後進行幕後交涉，譬
如菲律濱中華研究學會的多位專家便頻繁往
返中國，與中國高級智庫共同研究解決海上
問題的方法，這種事情就交給他們去做比較
合適。

要知道，華社很多團體都是由新移民
組成，或者負責人並非菲籍，冒然發表政治
聲明，難道不擔心被反華政客指摘「非法干
涉政治」？難道大家忘了杜特地執政時期，
有一名在菲律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澳洲修女
因發表反對法外殺戮的言論並參加集會而被
驅逐出境。

當然，這些都是筆者「悲觀」的看
法。華社不是幾十個團體組成的，如果要以
華社名義發表政治聲明，最好召開全華社會
議，由大家共同討論。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6月9日，筆者在馬尼拉
參加「東南亞華文文學（菲
律賓）國際學術研討會」，
這是一次難得的學術交流
和人文體驗，讓我深深感
受到文學的魅力和中華文化
的力量，在研討會上，來自

十幾個國家的專家、學者、作家和文學評
論家以文學為橋，帶著各自獨特的文化視
角和學術洞見，共同探討東南亞文學作品
的內涵、形式及影響。研討會上，學者們
以多元的文化觀點，從多個角度探討、分
析東南亞文學作品，每個角度都有獨特的
見解和理解。聽取專家學者和作家們如何
解讀、研究和評價東南亞文學作品，不僅
豐富我的知識和視野，也讓我從中認識到
文學研究的深度和多樣性，與這些來自不
同國家文化背景的參會者交流，使我更加
意識到文化差異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
影響，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借
鑒，進一步理解和欣賞多元文化對文學的
貢獻，研討會上高質量的論文論述，學者
們不僅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支撐，更用具體
的文學作品為例進行解讀和分析，讓我對
文學創作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同時激發
了我對文學創作的深入思考。

在世界豐富多彩的文化寶庫中，文
學有著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文學不僅是一
種藝術表現形式，更是人與人之間溝通思
想和情感的橋樑，文學的魅力在于多樣化
和包容性，文學作品通過文字構建起獨特
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讓讀者跨越
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障
礙，感受不同民族在各個時代的社會生活
方式和不同的思想和信仰。文學不僅僅只
是審美的產物和藝術的展現，文學也是一
個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文學的力量
在于推動社會進步，促進人性發展，通過
閱讀和創作文學作品，使人們的內心更加

豐富、思想更加開闊、生活更加多彩。自
古以來文學都具有超凡的力量，它跨越語
言和地域的界限，影響著個體的心靈和集
體的意識，塑造著社會的價值觀念。文學
作為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全球化日益加深
的今天，文學為全球化提供了一種審視和
反思的視角，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通過多
元化的文學作品瞭解彼此的習俗、信仰和
歷史，從而減少了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
解和衝突，促進國際間的合作。文學的價
值在于它能夠激發人們內心深處的潛能，
幫助人們更有同理心、更富有智慧、更具
有批判思維。

這次由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世界華
文文學聯會、香港文綜雜誌社聯合在馬尼
拉舉辦的新時代、新發展、新探索為主題
的「東南亞華文文學（菲律賓）國際學術
研討會」，來自菲律賓、中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日本、韓國、越南、印
度尼西亞、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荷
蘭、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教授、
作家，通過對東南亞文學學術研討會的啟
迪和聯結，共同探討東南亞文學的內涵
和外延，研討會上，參會者通過欣賞和研
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學作品，對文學
作品進行深入的解讀和分析，討論文學對
社會、對人生的積極影響，他們的研究不
僅為我們提供了新的閱讀體驗、找到精神
的共鳴、獲得思想的啟迪，也為文學理論
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參會者這種對知識
的不懈探索和創新精神，是文學研究能夠
持續發展的動力。文學是一種力量，它照
亮了我們的心靈、豐富我們的思想、提升
我們的精神境界，通過參與這次的文學學
術研討會，我堅信，無論是作為創作者還
是閱讀者，我們都能夠通過文學尋找心靈
的慰藉、探索生命的深意、找到思想的共
鳴。

2024年6月24日

宋春來

 出名要趁早？
——讀《回車駕言邁》

《回車駕言邁》是產生
于漢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詩，
是《古詩十九首》之一，這
是一首抒寫人生感慨的抒情
哲理詩，全詩感情真摯，富
含哲理，行文樸實，耐人尋
味。

原詩如下：
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

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

時，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

化，榮名以為寶。
白話譯文大意如下：調轉車頭，

「駕」地喊了一聲，車子開始駛向遠方，遠
方多麼遙遠，需要我長途跋涉。一路上四野
茫茫，陣陣春風吹動著百草。眼前看到的都
不是曾經看到的景象，人怎麼才能永葆青春
而不衰老啊？可是人生的盛衰各有時限，只
可惜不能早早地建功立業。人的生命無法像
金石般堅固，哪裡又能夠長生不老？倏忽之
間，生命就會衰老死亡，能留下美名才是最
寶貴的。

這首詩由駕車遠行，想到人生的長
路，想到如何永遠擁有年輕的心，想到出名
要趁早，留下美名才是最重要的。詩歌一氣
呵成，如行雲流水。詩中的遠方在哪裡，詩
人沒有言明，其實也不必細說。屈原在《離
騷》中有千古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
將上下而求索」，很多人以此為自勵。本詩
中，作者要「涉長道」，要奔向遠方，其實
就是他的「求索」過程，而人生，註定就是
一次漫長的旅行。

人生既然是一次漫長的旅行，途中總
會遇到不同的風景。我們看一下詩人遇到的
景象：「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在詩
人眼中，天地遼闊，無邊無際，春風吹動著
碧草，一切都顯得有些滄茫。而茫茫原野中
的人，這時候又顯得多麼渺小。有過較多閱
歷的人，那種滄桑感肯定遮掩不了。想想人
生一世，無異于草木一春，多麼短暫，又多
麼平凡。

緊要的是人生沒有預演，人生路上的
風景都會是新的。所以作者感慨道「所遇
無故物，焉得不速老」，這裏可理解為面對
人生之旅上那麼多的新事物，作者希望能保
持自己年輕的心態以便應對一切。實際上，
從這兩句中也可以得知，作者已不再青春年
少，作者潛意識裏就有歲月已催人老之意。
接著，作者又進一步感歎：「盛衰各有時，
立身苦不早。」說的是，無論是人，還是草
木，其興盛和衰敗都有各自的時限，自己苦
惱的是沒有早早地建立功名。在這裏，我想
起張愛玲說的「出名要趁早」這句話，原句
是「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快樂
也不那麼痛快。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

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
來。」她希望趕快成名，而害怕被瞬息萬變
的時代大浪所淹沒，這很好理解。而《回車
駕言邁》的作者也處在亂世年代，張愛玲和
他有一樣的想法，一點不奇怪。讓作者更傷
感的是，人沒法像金石那樣堅固，人的壽命
那麼短暫，為何自己當初不早點努力以圖有
所建樹，這一點，大多數人應是共情的。

這可以想像，也許作者錯過很多次建
功立業的機遇，實際上是錯過了很多風景。
比如，那一次該過河時，他猶豫不決，後來
大雨如注，以至於他在該過河的時間內，沒
法過河，而要是過了河，他會巧遇一支隊
伍，而從此他在隊伍裏脫穎而出。又如，也
許他該在那棵樹下等待，直至一個人出現為
止，他等了很多天，那個人一直沒來，他失
望地走了，可就在他走後沒多久，那個人趕
過來了，那個人沒見到他，就沒法把滿腹經
綸傳給他。又比如，也許那一夜他本該鼓起
勇氣敲開那扇門的，他徘徊許久，始終下不
了決心……他就是這樣一次次地錯過，而錯
過了，卻再也法回頭。這些情況，不想尚
可，一想就只能傷感。當然，詩中沒寫到這
些，但詩歌的容量在我印象中是可以有的，
只不過是不同的人會讀出不同的感受，這也
是詩歌的魅力之一。

詩的後兩句「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
寶」，有人認為，作者在短暫的人生裏，一
心想搏取功名，名利心太重，這很庸俗。其
實，也不能這樣看，知識份子渴望能建功立
業和出人頭地，無可厚非，如果這樣能為國
家、為社會多作貢獻，不是值得稱道的嗎？
這也符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
想，這正是知識份子所追求的。作者漫步人
生之旅，引發了對生命的思考，希望自己
有所作為，正體現了作者積極向上的人生態
度。有作為，有擔當，總比碌碌無為、得過
且過強。

有意思的是，《回車駕言邁》和《古
詩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滿百》《驅車上
東門》《東城高且長》等詩歌都由表及裏引
出了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人生如寄，轉瞬即
逝，一切都將煙消雲散，什麼也沒留下，這
的確讓人傷感，而作者處在漢末的動盪年
代，明知這樣的人生意義不大，但又無可奈
何。

苦悶中的作者，也許只能在詩中自我
突圍，在詩歌裏他們或積極進取，或樂觀曠
達，或超然物外，這其實都是對現實的一種
反叛，是在自我鬥爭中的覺醒。我想起蘇軾
在《和子由澠池懷舊》中說，「人生到處知
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人生之旅匆勿，
如果能「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當時不錯，
也許什麼都留不下，也不必在意，我們努力
過，打拼過，並順應自然，充實地過好每一
天，這就不錯，出不出名，留不留痕跡，管
它呢。

林鴻東

論福建的南方與北方
中國地分南北，福建

也有自己的南方與北方。
福建的南方與北方，

雖同屬閩省，卻猶如兩個迥
異的世界。福建的南方，猶
如向陽的山崗，明媚而外
向；福建的北方則如抱陰的

土地，內斂而深沉。從地形上看，福建的
南方屬丘陵地帶，地勢相對平坦，是閩南
人與客家人的聚居寶地；福建的北方則地
形複雜，山勢高峻，是閩東人與閩北人的
隱秘家園。

山川交錯，故福建的南方與廣東、
江西之間緊密相連，呈現出融合開放的姿
態；重巒阻隔，故福建的北方與浙江、江
西之間險峻難行，顯得相對獨立與封閉。
福建的南方面朝大海，擁抱無盡的蔚藍；
福建的北方則內藏大江，孕育著深厚的歷
史底蘊。

從民居風格上看，福建南方土氣濃，
是土中有木；福建北方則涵含著深切的木
韻，是木外包土。從人的個性上看，福建
的南方人熱情如火，活力四溢；福建的北
方人則深沉內斂，充滿智慧。從信仰上
看，福建南方多水神廟，象徵著對水的敬
畏與崇拜，福建北方多泰山廟，寓意著對
山的敬仰與寄托。福建南方多崇獅，獅象
徵著勇猛與鎮煞；福建的北方則較崇猴，
猴寓意著機智與神通。從社會特性上看，
福建的南方重商，功利主義流行；福建的

北方則教化氣息濃，學風昌盛，人才輩
出。

福建南方的中心是廈門，福建北方
的中心是福州。廈門是島市，環繞汪洋，
福州是江城，面朝大江。廈門有海峽第一
城的發展氣魄，福州則穩坐閩江首府的江
湖地位。廈門是新郡，福州是故都；廈門
是火紅鳳凰木，福州是蒼鬱古榕樹！廈門
是縞衣萬丈鄭成功，福州是冰心一壺林則
徐。

在福州，每一座巨宅都是森嚴的堡
壘，異常恢宏，異常肅穆，庇護著身世不
凡卻喜歡深度隱匿的豪門貴胄。巨宅之
內，木刻精美，簷宇高翹，石階清涼。高
牆隔，庭院深，色調灰寂，平日裡門戶緊
閉，倘有吱呀開門，必見堅實照壁，窺人
惕眼。主人光風獨享，幽居自在，別有天
地。

在廈門，則巷多碉樓，戶鮮高垣。宅
與宅之間彼此連通，鄰里之聲相聞，一呼
則百應。有發家者，恨不得鄰人皆知，故
紅磚艷麗之極，樓閣開放之至，門樓裝飾
之絕。住家翁婆見人習慣大聲招徠，茶水
殷奉，談天洽仙，其樂融融。日光足，天
地寬，歸燕常居。

有福州，福建變得深沉起來，有廈
門，福建變得浪漫無比。有福州，福建顯
得文氣厚樸，有廈門，福建顯得熱忱致
遠。有福州，福建多一分福氣，有廈門，
福建多一條門路。

謝如意

西北雨斷想
聽說明後天有大雨了，

人們紛紛把該收藏的東西收
藏起來。

天氣有預報，有利于人
們根據天氣實況提前做好防
患的準備。這好！

有些狀況，比如夏天常
遇到的西北雨，它還真有它的特點，明白
這特點，也有利于人們對自己日常事務的
安排好。明白這也好！

閩南俗語說：「西北雨不過田岸」，
說的是這西北雨來時，有時候是田岸的這
邊有雨，那邊卻沒雨。這是不是一種天工
奇跡我不知道，但知道是一種下雨特點。

難怪古代詩歌有「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卻有情」，大概就是指西北雨
吧？！

還有一個說法，西北雨一般是要連著
出現三天的。比如某下午下了西北雨，那
接著兩天的下午也會下西北雨。知道這一
些，特別對于百工之事的安排有很好的參
考作用喔。

另外，好像還有狂風大雨不終日的說
法吧，由此可見狂風暴雨如果終日下，那
人們實在難活好，所以這恐怕是老天爺給
人們一條出路，凡事不做絕吧。這也好像
說「虎直目」一樣，會兇猛吃人的老虎，
如果老天爺不是讓它「直目」，那恐怕人
不夠他們吃的嘍！天氣有如上之說，其他
方面一般往往也有些規律，比如某種瘟疫
的出現和消失。然而也有特殊情況，就說
2020年遍及全球的新冠瘟疫吧，竟然斷斷續
續有三年之久，這恐怕即使是百歲老人也
是頭一回碰到的事吧。

發生瘟疫後有意大利人向天作祈禱求
平安，大概也在祈禱中反省些自己的缺點
或錯誤吧！

瘟疫橫行的時候很多經濟狀況下滑，
還不起車貸房貸的很多，難以維持起碼生
活水準的恐怕也不少。這是不是給喪盡天
良搞房地產業的利益集團的一個天譴呢？
我不懂！

天氣多變尚有客觀規律可循，特殊

情況也可以遵循與正確把握。可是人心如
曲曲彎彎水，世事像重重疊疊山，有時有
些人胡亂變臉比天氣突變還來得不照常理
出牌，甚至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逆天害人
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於不肯走「亡羊補牢
猶未為晚」的道路，卻偏偏要「寧在花下
死，做鬼也風流」，不是知過改過，而是
明知故犯孤注一擲變本加厲，那當然是
「自作孽，不可活」了！

當然嘍，人心再變幻莫測甚至荒謬絕
倫，畢竟也有些如西北雨一樣，可以通過
探幽燭隱而見微知著的。比如，比如看看
那些愛趨炎附勢巴結別人的人，往往就是
得志便猖狂的奸刁小人微不足道、那些狗
眼看人低的驕傲自大分子，其實質往往是
軟弱無能不堪一擊的之流，最容易心灰意
冷一落千丈的、那些愛吹牛放炮的人，往
往就是輕諾寡信食言而肥的一類，實在不
可靠……

西北雨斷想。古人云：「審堂下之
陰，知日月之行」，所有沒有「把根留
住」的人，都是不靠譜的人，更可能是禍
國殃民害社會的禍水，如那用核污染水污
染全球海洋的小日本鬼子，其所謂富貴清
潔云云實在不僅不如浮雲，因為浮雲還可
能化為雨滋潤人間。而且不如糞土，因為
糞土還可以給農作物當肥料！

西北雨斷想。每個人都宜善于既遙望
星空又腳踏實地為人做事，否則縱使曾經
有過多少收穫，都僅僅是對不起天地見不
得人的社會寄生蟲而已喔。

2024年5月19日寫於老家燈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