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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老油條

《蔡煌、王文言漫畫選集》讀後 聽聽美國人在竄什麼？
靜銘兄於二〇一七年九

月十六日送我一部《蔡煌與
王文言漫畫選集》，該選集
裝潢精美，這是一本由二位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畫家
蔡煌與王文言的漫畫作品。

該書由莊文成、陳景云
與鄭紹隆三位擔任責任編輯。

書 凡 一 百 一 十 六 頁 ， 二 位 畫 家 各 佔
五十多頁。

我 是 讀 《 華 僑 商 報 》 長 大 的 。 讀 了
《蔡煌、王文言漫畫選集》不禁勾起小時候
一些記憶。

記 得 小 時 候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第 一
年，我到千島之國的極南端，那充滿了拉丁
氣氛的花的城市唸書，說她是拉丁城市亦不
為過，那裡的方言以不按文法，其中參雜了
些許沓雅鹿與未獅牙方言的西班牙語，她們
叫「查描干諾」方言。至今已過了半世紀有
餘，一鼓腦兒都忘得一乾二淨。

花城的生活除了上學，課餘讀些課外
書籍，學校的圖書館有不少三十年代開明書
局印行的文學叢書，我唸了不少。

除了做功課讀文學書籍，就是唸華僑
商報，以及看電影。

後來又揮起筆塗塗寫寫。
記得我的第一篇習作發表在《華僑商

報》每週日出版的《華僑週刊》的學生園
地。後來也投稿給當時的《大中華日報》文
華與長城副刊。以及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

日報》的文藝副刊《新潮》以及詩專頁。
總之小時候的《華僑商報》與《華僑

週刊》陪伴著我長大。
小時候總是夢想自己將來能成為一個

作家。長大後，懂得了菲華社會養活不了文
化人，而自己也沒多少墨汁，悄後只能業餘
塗塗寫寫，寫出了些上不了台面的習作。

歲 月 不 饒 人 ， 一 輩 子 也 走 了 差 不 多
了。從年青到老，還是忘不了讀書與寫些自
己讀了都臉紅的文字。

這 是 我 讀 了 《 蔡 煌 與 王 文 言 漫 畫 選
集》，所引起的回憶。

人生真的很短，讀了《蔡煌、王文言
漫畫選集》，他們二位的作品中，又回憶起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菲華社會，六十年代
整整十年，是在千島之南渡過，七十年代才
回到岷市，這二位菲華漫畫大師每幅作品都
有血有肉，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菲華社會
的縮影。

如今的菲華社會與上世紀已有天翻地
覆的變化。

想起小時候的我，與這新一代的孩子
們，他們是多麼的幸福呵。看到蹦磞跳跳整
日無憂無慮，天塌下來自有父母親與祖父母
頂著。

而自己也退了休，整天讀書，塗塗寫
寫與老伴看電影逛商場蹭空調，電費太費
了，跑到離我們居所不遠處的商場，一杯咖
啡就可以坐一個下午，讀一個下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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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十 五 日 《 商 報 》
頭版刊出美國前情報官，談
及美國正利用菲律濱對付中
國的驚人言論，使我茅塞頓
開，也使咱們這些華裔感慨
萬千，原來美國人是如此聰
明險惡，要我們菲律濱像烏

克蘭一樣來打一場代理人戰爭。如果菲中真
的發生攤牌，美國真的會堅如盤石來救我們
菲律濱嗎？還是袖手旁觀由我們菲律濱軍人
自生自滅，誓死和中國奮戰到底。在軍力懸
殊下我們的菲律濱將被轟成廢墟一片，殘牆
斷壁，人民生靈塗炭，血流成河，如此情況
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這也是咱們菲律濱人
所不願意見到的。而她們美國人卻安然無恙
在夏威夷沙灘曬日光浴吃漢堡熱狗。可是，
咱們今天在菲律濱百分之八十菲律濱人，還
一直相信和喜歡美國人，所以即使美國背後
操弄挑撥離間，我們也不會覺察美國這種深
藏不露險惡的目的。就在最近一個時期菲律
濱和中國在西菲海鬧得很僵，除了菲律濱船
隻曾遭受中國海警水炮射擊，菲中雙方還時
有船隻發生碰撞擦撞，這種菲中不愉快事
件，對我們這些世代生活在菲律濱華裔，確
不是好事……。

當中國海警公布了三號海事命令六月
十五日生效後，授權中國海警拘留被認為闖
入在南中國海中方宣稱擁有主權地區內的外
國人。可是，這項法令卻不被我們菲律濱軍
方承認接收，才發生這件菲中的摩擦。根據
媒體及ABS-CBN消息，中國船隻六月十七
日週一在西菲律濱海的仁愛礁攔截了向馬德
雷山號提供補給物資的船隻，並造成至少八
名菲律濱海軍人員受傷。中國海警撞擊並登
上至少一艘菲海軍派遣剛性船體充氣艇，該
艇負責運送物資前往馬德雷山號，導致菲律
濱海軍人員受傷，其中七人是菲海軍特戰隊
員，另一名士兵則失去了一根手指。而我們
菲律濱與美國早在1951年簽署了一道美菲共
同防禦條約，大家同意也認為相互包團，
遇有受到外來入侵，應該本著一股承諾的義
氣，你為我死，我為你死的原則才對地互相
支持……。

然而，今天我們菲律濱被中國海警登
船索查，沒收船隻，食物，甚至邀獲八支美
式槍械，如此的大動作，我們菲律濱卻見不

到美國、加拿大、日本這些盟友來相助，也
見不到美國戰艦跑來西菲海為菲律濱人撐
腰。我們內心何嘗不希望美國是言而有信，
一言九鼎的真君子，實現美菲共同防禦條
約，拿出它斗膽的勇氣在西菲海與中國硬幹
一仗，言而有信，堅如盤石，履行美菲共同
防禦條約，讓我們百分八十的菲律濱人不會
失望，咱們要的是真正展示那種能保衛菲律
濱利益的實力，而不是天天用嘴巴上的涶涎
口沫讉責和咆哮………。

回眸廿世紀美國所發動的每場戰爭，
大都是攻打比它弱小手無寸鐵還手的三流國
家。而與當年武器落後的中國人打了兩次的
戰爭，如韓戰和越戰都是打不贏而是最後坐
在談判桌上結束了戰爭。今天從報上讀到這
位美國前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官斯科特.里特
（SCOTT RITTER）所説的真言，使我們菲
律濱人懷疑自己的人生，我們是否真的被美
國人忽悠了？這位前情報官説：美國只是在
利用菲律濱對付中國，我們在利用你，你
們只是個美國的工具。當這個工具不再有用
時，我們會拋棄你。里特還強調：美國不可
能與中國交戰時取得勝利。我們不會打敗中
國人，我們打不過中國人，我們也知道這一
點，但我們卻在利用菲律濱製造與中國發生
潛在衝突的條件。這對菲律濱人民來説，確
是一場大災難。你認為美國是你的朋友。里
特也提醒菲律濱不要被美愚弄，因為美國人
不関心菲律濱，因為美國人仍然看不起菲律
濱人，認為菲律濱還是一個被長期殖民和奴
隸的民族。

里待還説：我們菲律濱人應該學會長
大，成熟一點，負責任的行動，掌握自己的
命運及未來。美國不是來幫你們的，美國在
這裡面只是為了利用你，直到你一無所有，
然後我們會把你扔進垃圾桶裡………。

聽了美前海軍陸戰隊情報官一席談，
使我們菲律濱人對美國及其盟國産生了懷
疑，為什麼當我們菲律濱人赤手空拳對大刀
時，與咱們軍演的美國、加拿大、日本的戰
艦跑到那裡去了？難道我們菲律濱真的被忽
悠了嗎？難道這位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
斯可特.里特所説的話都是真的嗎？咱們是
否要在沉迷相信美國人來救菲律濱的夢魘中
醒過來？

稿於2024年6月20日

宋春來

思君令人老
——讀《冉冉孤生竹》

《 冉 冉 孤 生 竹 》 是 漢
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詩，也是
《古詩十九首》之一，此詩
表達了女子複雜微妙的情感
心路歷程。原詩如下：

冉冉孤生竹，
結根泰山阿。

與君為新婚，
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
夫婦會有宜。
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
軒車來何遲！
傷彼蕙蘭花，
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
將隨秋草萎。
君亮執高節，
賤妾亦何為？ 

白話譯文大意如下：
我就像荒野裏柔弱孤獨的竹子，希望

能在大山谷裏找到依靠。我和你剛剛結婚，
猶如兔絲草依附著女蘿。兔絲草有茂盛也有
枯萎的時候，夫妻也會如此。我離家鄉千里
來與你結婚，可是新婚燕爾時你卻遠赴他
鄉，我們又隔山隔水。

想念著你，我人都容易老去，多麼盼
望你早日歸來。我好比那樸素的蕙蘭花，正
是含苞待放，只怕過了時節你還不回來採
擷，就會如同秋草般凋謝。我料想你會信守
高節而堅貞不渝，那我就默默地等著你吧，
我又能如何？

反復吟誦此詩，就好像聽到了一個新
婚女子的深情訴說。新婚燕爾，心上人卻遠
赴他鄉，這本身就讓人放心不下，尤其是郵
路極不暢的古代，更何況女子是千里迢迢來
嫁他的，想想都讓人傷感。難怪女子把自己
比作荒野裏柔弱的孤竹，能經得起多少風吹
雨打？她也把自己比作兔絲，也即一年生寄
生草本植物菟絲子，這是一種很纖細的無葉
黃色纏繞植物，而把男子比作女蘿，一說
「松蘿」，這也是一種金黃色的一年生寄生
草本植物。

在 古 代 詩 歌 中 ， 常 以 菟 絲 和 女 蘿 纏
繞，比喻夫妻或情人的關係。如《詩·小雅·
頍弁》：「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漢
書·禮樂志》：「豐草葽，女羅施。」唐元
稹《夢遊春》詩：「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蘿
附。」李白《白頭吟》：「誰使女蘿枝，而
來強縈抱？」菟絲子和女蘿均為一年生草
本，更讓人想到俗話說的，人生一世，草木
一春。

可見，多麼短暫，多麼需要人們珍惜
青春，珍惜寶貴時光，尤其是夫妻，能相互
廝守的時候，更應珍惜。

接下來的兩句「千里遠結婚，悠悠隔
山陂」，這是讓人感慨的，即使是如今年
代，很多人仍不主張女子遠嫁。想想女子為
了一個男人，背井離鄉，如果男人永遠對你
好，對你百依百順尚可，但生活終究要落到
柴米油鹽醬醋茶上，落到鍋碗瓢盤的交響曲
上，磕磕絆絆終難免，一地雞毛難保不成日

常，如果男方家人愛惜你，心疼你，那還算
心裏有個安慰，如果遇到個愛百般刁難的婆
婆，只怕你受了委屈，連個哭訴的地方都沒
有。加之，可能還會遇到水土不服，生活習
慣差別太大，飲食也不一樣，語言又難於溝
通，正是有苦難言。要回趟娘家也不容易，
身邊又沒有什麼朋友，沒有什麼親人，那時
候再回想當初為了這個男人，也許會覺得真
的很不值。可是，又能如何？尤其是在古
代，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把淚水往肚
子裏咽了罷。遠嫁女子的那種心酸，此詩中
的女子是懂得的，但是她還是要遠嫁，顯然
是愛情的力量讓她如此，但真的遠嫁了，她
又擔憂起來。

接下來就是「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
遲」，這是不難想像的。遠嫁的她離開了父
母，離開了親朋戚友，唯有男人是寄託，詩
中儘管沒有說到夫家如何，但從她強烈盼望
男人回來也可知，她是十分寂寞的，估計和
婆家也不會有太多共同語言，甚至她無法適
應新的生活，更遑論有何多少快樂之言，她
知道無法回頭了，所以開篇才會說「冉冉孤
生竹」，但只能忍著，既來之，則安之吧，
於是傷感的她自比作清純的蕙蘭花，希望男
子珍惜擁有，珍惜時光，否則就會錯過了芳
華，嬌豔美麗的蕙蘭花也會像秋草一樣枯黃
凋萎。這讓人想起杜秋娘的《金縷衣》：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
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無論是杜
秋娘，還是「蕙蘭花」，我們從詩句中都讀
到了作者對青春和愛情的大膽告白，這是熱
情奔放的渴望。古代女子能如此，可謂耐人
尋味。

最 後 二 句 「 君 亮 執 高 節 ， 賤 妾 亦 何
為？」前面說了一通疑慮，後面給男方戴個
高帽，料想你必定是有高尚節操的人，一定
不會負於她的，於是作為「賤妾 」的她也
就不必想那麼多了。這也是女子的高明之
處，該說的已經說了，但是，她其實還是放
心不下的。

這 首 詩 前 面 用 了 「 孤 生 竹 」 、 「 兔
絲」、「女蘿」、「蕙蘭花」、「秋草」等
意象詞，比喻準確，形象生動。其心理描寫
也很到位，從中也可見其情感豐富。後面的
「亮」，同「諒」，也即「料想」，也很形
象，讓人看到女子好像是對著男子喃喃而
語，有點幽怨，有點耍小聰明，可謂活靈活
現。這首詩情感細膩，淡淡的傷感表達出女
子的婚姻觀和愛情觀，那就是希望男方對愛
情忠貞不渝。

反復朗讀此詩，我還有種感覺，詩中
說是「新婚」，但似乎只是訂婚，還沒正式
迎娶，所以才有「軒車來何遲」之句。軒
車，有篷的車，也即迎娶的車。不管迎娶了
與否，詩中的女子都是遠嫁女，她有擔憂和
疑慮毫不奇怪。真情實感是這首詩歌能打動
人的關鍵所在。

有趣的是《行行重行行》中也有「思
君令人老」之句，這是婦女對遠行丈夫的思
念，而在《冉冉孤生竹》中，女子才新婚，
甚至還沒正式過門，但相思容易使人形容枯
槁，這無論是結了還是沒結婚，都一樣的
吧，說到底都是青春易逝，紅顏易老，才會
讓人傷感。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鄭亞鴻

溜江村訪留從效廟
溜江村，位於晉江市

金井鎮圍頭灣的東北角。這
裡的海岸線，既有造型各異
的礁石，也有金色的沙灘。
在古時候，這裡跟古泉州港
著名的「三灣十二港」中的
福全港，有著密切的關係，

曾經也是一個貿易非常繁榮的地方。溜江
村至今仍保留著一座留從效廟，又稱「護
澳宮」，村裡人世代供奉著這個傳奇人
物。那次，我們到福全古城，與古城相鄰
就是溜江村，我們順便走訪留從效廟。

留從效廟為三開間二進深單簷硬山
頂，廟內尚存有宋代覆盆柱樑及棱形柱，
青石門柱呈上粗下細狀，較罕見，門柱上
用楷書刻有「神降彭城參日月，忠扶宋室
壯山河」的聯對，講的正是留從效的事
蹟。廟外尚存早期青石門礅1對，方頭石
柱欄桿16支及立界石1方。留從效廟始建於
宋，據說留從效的後人來溜江村建立海外
交通貿易點後，就在此地建設此廟奉祀留
從效，後歷代重建，現存為民國時重建。
相傳唐五代時，留從效曾負販路過此地，
晌午食於老婆婆許媼家。後留從效顯貴，
賜媼第宅良田，故稱「許婆莊」，後又諧
音為古婆莊。明朝正德皇帝私訪江南，一
天來到古婆莊畫船埔，遠望古婆莊好似一
條龍環抱全村，因此來到豚庵，叫和尚拿
來紙筆，書寫三字"即南龍"留給住持。根
據《閩書抄》記載，在南宋時期，曾經有
塊濱海巨石一夜之間移到岸上的留從效廟
後，人稱「飛來石」，足以見證此地古老
的歷史。如今這塊石頭仍在廟附近，我們
費了好久才找到這塊「飛來石」。

留從效（906-962年），字符範，南
安桃林場（今永春縣桃城鎮留安村）人，
出自寒門，幼年喪父，年輕時為本城衙
兵，後升任泉州散指揮使。
在閩國滅亡前後的福建動亂
中，相繼奪取泉、漳二州，
被南唐封為清源軍節度使，
累加至同平章事兼侍中、中
書令等，進爵晉江王。後來
被宋太祖加授為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師、戴恩奉國保
慶功臣。名義上隸屬南唐，
實 為 割 據 一 方 。 建 隆 三 年
（962年），留從效去世，
年五十七，獲南唐追贈為太
尉、靈州大都督

留從效出身寒微，知曉
百姓疾苦，治理泉州17年，
以勤儉養民為務，採取息兵

安民、保守疆土的政策，靈活周旋於中原
王朝及南唐之間，使泉、漳二州在五代全
國性的戰亂中獨得繁榮和發展。他平時一
身布衣，將公服置於中門之側，外出和處
理公務時才穿上。在主政期間，積極發展
農業生產，令士兵墾田，召遊民種地，圍
墾海灘，興修水利，泉郡因此常「倉滿歲
豐」。手工業，特別是用於對外貿易的陶
瓷、冶煉業和絲織業等，得到較大發展。
留從效重視教育，每年秋天都舉行考試，
取明經、進士，謂之「秋堂」。據《泉州
府志》載，南唐保大年間，留從效任清源
軍節度使時，為保境安民，規劃拓建泉州
城，除衙城和子城外，又擴建羅城。後晉
開運三年（946年），留從效在泉州擴建新
城，城高1丈8尺，週長20裡，為原有城牆
的7倍。環城遍植刺桐樹，泉州開始以「刺
桐城」聞名於世。現在留從效廟對面的一
面牆上，繪著刺桐花，意在提醒人們「刺
桐城」的來歷。留從效名垂青史，被譽為
「晉江王」，讓泉州百姓永遠銘記的，並
不僅僅是他為拓城遍植的刺桐樹，還有許
多保境安民的事蹟。他在五代社會動盪混
亂的情勢下，十分重視海外交通貿易，積
極鼓勵海外貿易，令人在城內「開通衢，
構雲屋」，以「招徠海上蠻夷商賈」；蠲
除各種苛捐雜稅，允許自由貿易。當時，
從泉州運往東南亞、阿拉伯和非洲東部等
地的貨物有陶瓷器、銅鐵器等手工工業
品，從海外運回的有像牙、犀角、玳瑁、
明珠、浮香、樟腦等貨物，促進海上絲綢
之路的開拓，使泉州乃至整個閩南地區得
以維持繁榮與發展。宋代泉州成為對外貿
易巨港，留從效實為開創者。

留從效作為對泉州有顯著貢獻的歷史
人物，值得後人敬仰紀念。

（2024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