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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武海

菲日協定 與虎謀皮

2024年7月8日，日本與
菲律濱在菲律濱首都馬尼拉
舉行的2+2會談中簽署了互
惠准入協定。這項協議允許
兩國在對方領土部署部隊進
行訓練，這是兩國安全關係
的里程碑。在印太地區緊張

局勢升級的背景下，這項協定引起了廣泛關
注。 

首先，這項協定的簽署顯示了菲律濱
在應對中國時所採取的戰略轉變。長期以
來，南海地區一直是中菲兩國的敏感話題，
最近一次的衝突發生在2024年6月17日，當
時中國海警人員在仁愛礁附近對菲律濱海軍
船隻揮舞刀斧和其他武器，進一步升高了緊
張局勢。菲律濱在此背景下簽署與日本的互
惠准入協定，顯然是為了尋求更多的國際支
持，以平衡中國在南海的影響力。

其次，日本與菲律濱的互惠准入協定
不僅是軍事合作協議，更是兩國在安全領域
進一步深化合作的體現。根據菲律濱參謀長

布勞納的說法，互惠准入協定將允許日本部
隊在菲律濱進行訓練，反之亦然。這種雙向
的軍事合作將有助於提高兩國的軍事能力和
應對區域安全威脅的能力。菲律濱正加緊與
鄰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以抗衡中國在南海
的擴張，此舉無疑是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
部分。

然而，這項協議也引起了中國的強烈
反應。在7月8日的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林劍表示，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合作不應
損害地區國家間的相互理解與信任，不應破
壞區域和平與穩定，也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
害第三方利益。林劍的言論顯然是針對日菲
互惠准入協定所發出的警告。中國擔心這項

協定會加強日本和菲律濱在南海的軍事存
在，從而進一步挑戰中國的利益。

從歷史角度來看，二戰期間日本曾對
包括菲律濱在內的東南亞國家進行侵略和殖
民統治，這段歷史在菲律濱民眾中留下了深
刻的記憶。因此，菲律濱與日本的軍事合作
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引發一些質疑和反對聲
浪。中國方面則利用這一點，強調日本應認
真反省侵略歷史，在軍事安全領域謹慎行，
以此削弱日菲軍事合作的正當性。

對菲律濱而言，與日本簽署互惠准入
協定不僅是為了回應中國的威脅，更是為了
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和軍事能力。小馬科斯
總統見證了這項協議的簽署，顯示菲律濱政

府對這項協定的高度重視。菲律濱希望透過
與日本的合作，展現其在區域安全事務中的
主動性和積極性。

然而，日菲互惠准入協定的簽署也可
能導致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中
國已經明確表示反對這項協議，並可能採取
更強硬的措施來維護其在南海的利益。這將
使得南海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和棘手，區域內
的國家將不得不在大國之間進行更微妙的平
衡。

綜上所述，日本與菲律濱簽署互惠准
入協定是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措施。對菲律
濱而言，這項協定有助於提升其在南海問題
上的話語權和軍事能力，但也可能導致與中
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對中國而言，日菲軍事合作的深化是
一種新的挑戰，中國需要在維護自身利益的
同時，避免與鄰國的關係過度緊張。未來，
南海地區的局勢將更加複雜多變，國際社會
需要密切關注這一地區的動向，以促進區域
和平與穩定。

謝如意

十九年前的昨天回眸一瞥
這 本 來 是 昨 天 要 寫 的

文，之所以拖延到今天，是
因為為一個逝世的堂兄送
葬，也寫點悼念他的文章。
且以為熬夜寫此也不必，於
是就在此時落實了。

十 九 年 前 的 昨 天 ， 是
我平生第一次跨出國門的日

子，當時53歲的我，伴隨都比我年輕的一行
共15人，同機飛赴菲律賓支援菲律賓華文教
育一年。

如今回眸往事，覺得我的初心與自我
定位沒改。因為出發當天泉州市有關官方為
我們送行拍照，不僅把照片登載於當日《泉
州晚報》，而且要求我們每人說一句話也一
起登載了。我說的一句話是：「到菲律賓
去，繼續學做生活的好學生」。直到如今，
我還是自我定位為生活的學生，並且繼續努
力學好做好的！

十九年善的昨天，房舍弟從廈門趕到
泉州要送我的時候我們已經進入候機室了，
但無妨耳中充盈深情送別的聲音！同機的還
有與我們廈門大學何老師帶隊的籃球隊在一
起，他們也要赴菲律賓參賽，我們算是不期
而遇了！

那一年，儘管出國前在福州已經接受
培訓過，但是到了菲律賓還是先再接受培
訓，加上中期小結和回國前集結，這三段時
間讓我們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住過約兩個
月。也到過馬尼拉有名的華人街王彬街小游
過。但我楚門連手錶也不敢戴，上街投稿故
意只簡單穿短褲短袖和涼鞋其貌不揚而已。

我去服務先後有兩個單位。第一個是
去菲律賓有「夏都」之稱的碧瑤市（又因滿
山皆蒼松亭亭如蓋，民居參差錯落其間而叫
松市），這裡海拔1500多米，建有菲律賓賓
總統的避暑行宮，剛到時我先進住在愛國中
學董事長楊君福榮先生家裡，得到他們一家
的盛情款待，後來我急著要趕快住進校園。

這是所以英文教學為主的學校，最早
是廣東人辦的，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

的親筆題詞的真跡，就掛在學校校門正中之
上。這是一座五層樓的學校，第一二層專供
教學用，第三層是會議廣場兼籃球場，再上
去就是我們居住的所在了。董事長送我一顆
七色籃球讓我私用，沒想到一個學期過去，
來不及把它帶回國作紀念，我就把它打破
了！

這是因為，初次出國思鄉心重，作為
工作狂般的我如同在國內一樣，白天專心做
聽課評課的教研活動，緊接的是我自己獨立
深思所聽之課，在第二天大早寫成評論文章
投稿菲律賓《商報》，且每天安排有訓練籃
球時間從不間斷。為此有時大早一點多中就
起床寫作上火牙疼了。

只有把自己的學習、工作、文體活動
安排得滿滿噹噹的，才能有效淡化我的思鄉
之苦。承《商報》頻頻發表我的論教文章給
我服務的愛國中學做了實事求是的宣傳，也
在其他地區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那個去宿務
服務的同行顏彩雲老師就對我說，他們那裡
學校的領導就是要求他們向我學習的。同
行們後來都被安排到我服務的碧瑤市遊覽觀
光，我卻沒有機會去他們服務的宿務、怡朗
等地遊覽，也就隨緣了吧。

我是在碧瑤市愛國中學專心服務整整
兩個月以後，才第一次獨自走到與學校只隔
一條公路的黎剎公園去遊玩的，因為我工作
如癡且膽小如鼠怕出門遭搶劫喔。這表現在
愛國僑胞主動關心我的夜裡私生活安排時我
也是膽小如鼠地表示出門在外只求平安不辱
使命！

楊福榮董事長經常在假日親自駕車載
我與一些志願者去鄉村俱樂部遊玩，我也經
常在他的別墅裡見聞他滿腔真情唱著《東方
紅》等的紅歌，當年68歲的他親駕小車載我
但馬尼拉還是老當益壯游刃有餘令我讚歎，
這個從年輕時就在菲律賓辛苦打拼的晉江
人，與其兄弟都和睦居住在緊鄰的別墅裡。
他們伉儷所養育的兩對兒女及其各自的對象
都是到美國去工作的，這樣的教育兒女有方
在世界發達奮展，真的是呱呱叫的！我銘記

於他們相處和承恩他們關愛的一切，也常常
想念他們，不知他們別後至今如何了？感恩
感謝他們及其和我友好相處共事的老師們職
工朋友們，願他們平安愉快，捷報頻傳！

我的第二站服務的地方是在海邊的拉
古板市的蜂省大同中學，這是以教中文為主
的學校。那裡的學校領導就主持為我開生日
聚會，那裡的老師們喝和師家屬們對我也很
好，經常在節日給我送來他們親自製作的禮
物。我特別感恩嗎與學校也僅僅是一條公路
之隔的一對當時年及古稀的夫婦，他們對我
特別好，作為七十多歲還在親任一個米粉廠
的廠長的他，作為老師家屬非常熱情地親自
用小車載我到他們的米粉廠去參觀，還主動
讓我見識他合法佩戴的手槍等，那一見如故
和無價的信任讓我感動莫名！感恩感謝，願
他們福壽康寧幸福美滿！

儘管這一對恩愛伉儷如此疼愛我，我
竟然從沒有去近在咫尺的他們家拜訪他們。
原因是菲律賓天氣熱，而菲律賓人穿著跟講
究端莊大方，而我這個怕熱的人常常只是穿
短褲慣了實在有失禮儀。即使是在熱烘烘的
有屋頂的籃球場上打籃球，我因此也不敢光
膀子打的，這與我們國內的要求的確有不
同。

在這所學校裡有個也是大陸來人當校
長的，給我一個任務是要我對他指定的某幾
個老師長期跟蹤聽課，還要留下評課記錄給
他們當領導的。

對待這種任務，我人微言輕不敢隨便
與校長理論什麼，但我的心底裡對於這種把
教師分成三六九等截然不同的對待我是反感
的。因為我認為，任何一個老師，無論現狀
如何，都有繼續互相學習和爭取進步的必
要。而如此一人指定只准聽誰的，把另外一
些當作「老虎屁股摸不得」般「保護」著是
很不符合學習與工作的客觀規律的，也可能
是對被聽課者的一種歧視有悖情理！我本身
也是賴與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平
等相處的啊！

那 好 吧 ， 「 既 在 矮 簷 下 ， 誰 敢 不 低
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對
指定給我聽課的每一位老師，給予了與學校
領導一樣的尊重，我聽過她們的課寫的評語
至少一式三份，一份送給領導、另一份送給
講課老師，第三份我自己留底。那個校長看
了我的評課內容說我寫得像散文筆調。沒

錯！我就是秉著對教育的赤膽忠心，嚴格遵
守教育教學的客觀規律、充分尊重各位老師
的人格和教學個性，尤是能正視他們不同的
基礎，特別注意發現他們在原來的基礎上有
何進步和改善，給他們實實在在的褒獎鼓勵
和盡可能科學的建議。我固然不肯硬去針鋒
相對聽所有老師的課以免與領導翻臉，但是
我的聽課評論都是不負公私的，我們有起碼
的職業道德、有起碼的科學態度、有合乎情
理的自然交流和互相促進的實幹效果，這就
夠了，只能如此盡心盡力通情達理就可以保
證不被引入教研的歧途了！

我也該感恩感謝這一所學校的女教師
們，是她們對著我這個不合時宜的迂腐落伍
的華文教育督導老師相敬有加，特地在我即
將離開大同中學的前夕，情深義重地安排了
給我安排了送別宴會。我想那一餐異國他鄉
風味的送別宴會，固然有地方特色美味的共
享，而且那心地善良感情深長的芳香味，不
止一飄可過十九年，定然永遠充盈在我的心
間永不消逝！祝福老師們長安長樂青春長
在！

十九年前的昨天回眸一瞥，往事並不
如煙。一個同行者的二舅父伉儷對我的疼
愛、素昧平生的《世界日報》與《商報》
《聯合日報》的編輯諸君的雍容發表拙作讓
我在居住菲律賓十個月中發表一百多篇拙作
不是夢、那些給我出了某些生活難題而有效
提高了我的獨立生活和工作學習的能力的人
們，都是我寶貴的金不換的閱歷。謝謝這一
切！

我還應該特別感恩菲律賓《商報》前
後多少編輯諸君對我的雍容，讓我近二十年
如一日拙作還在貴報有一席之位。人生有幾
個十九年？

彼此一往情深是人間美好的奇跡之一
啊！我感戴而珍惜著！

十九年前的昨天回眸一瞥，實在還是
欲語何多而掛一漏萬，請諸君鑒諒！忽然想
起《庖丁解牛》課文中寫到庖丁善於用刀而
「十九年刃發如新」，便覺得自己雖然連宰
雞鴨都沒有試過更遑論宰牛？且我縱使要宰
也決不宰牛，可是，我卻認為庖丁也是我心
中的一個好老師，對這個老師的學習我該
「得意忘形」！

2024年6月11日夜以繼日寫於福建南安
金淘鎮老街老家

唐明霞

讀陳敬生《草螢有耀》
最 近 一 段 時 間 ， 工

作累、煩，壓力大，脾氣
暴漲。這不，前幾天還跟
公司某領導唇槍舌戰、惡
言相向。好不容易到了週
末，讀陳敬生的雜文隨筆
集《草螢有耀》，看到首

篇《反驕破滿》裡的某一段話，心裡又羞
又愧。

那段話是這樣說的：在一個領導班
子內部，如果有一個人自以為「高明」，
就會搞「一言堂」；有兩個人自以為「高
明」，就要打「內仗」；有幾個人都自以
為「高明」，那就收不了場。自己雖不是
領導，但反思與那位領導之間之所以產生
齟齬，不正是因為兩個人內心都有「自以
為高明」的小火苗在閃爍嗎？再品讀文章
的觀點，「領導高明論」的結果「不是一
個人說了算，就是多中心即無中心，這樣
的班子就必然鬆散，這樣的單位也必然落
後」。觸目驚心！

《反驕破滿》一文以某汽車團黨委召
開以「反驕破滿」為中心內容的整風會議
為引子，對「反驕破滿」這個主題進行了
深入、全面、精彩的分析和論述。文章寫
於1971年4月，當時我尚未出生。而五十多
年後的今天，我讀此文，依然深感其鞭闢
入裡，如醍醐灌頂。可見那時的陳敬生雖
然年輕，但眼光之獨到，思想之深邃，已
非常人所及。

《草螢有耀》全書以時間為線索，收
錄了作者從1971年至2023年的雜文、隨筆、
散文等各種類型的文章，20多萬字。書未
分輯，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
個部分，從1971年至1993年，是作者在部隊

服役期間的作品，主要是雜文；第二個部
分，從1994到2006年，這部分文章是作者從
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期間所作，有雜文，
有遊記；第三個部分，是作者退休後的文
章，時間從2017年至2023年，內容最是豐
富，雜文、散文兼而有之，篇幅佔全書的
三分之二。

前兩個部分的內容，多與其在部隊、
在地方政府的工作有關。如《教訓》一
文，因為某汽車團三天內連續發生一起翻
車傷亡和一起丟槍支的嚴重事故，作者全
面地剖析了引發這兩起事故的深層次原
因，條理清晰、論述嚴謹，讓人讀來不得
不服。再如《思考與建議》，針對做好大
型水力發電工程庫區的移民工作提出了自
己的思考與建議。雖然作者謙虛地說這些
思考「不太成熟」，事實上，他的建議頗
有見地，比如「要廣開言路，不要閉塞視
聽；要聞過則喜，不要聞過則惱。」寫這
些文章時，作者是嚴肅的、正襟危坐的、
一絲不苟的。這些文章裡，凸顯出作者的
身分是政治教導員，是書記，他的觀點、
行文須嚴絲合縫，嚴格符合社會主義道德
觀，不得有絲毫差池。

後面一個部分，為作者退休後所書，
拋開了身份的桎梏，許多文字變得和善可
親，如同我見到的陳敬生老師本人。 《徜
徉瀑布溝》一文，這樣開始，「金秋時
節，金風送爽，桔紅柚黃，丹桂飄香」…
「『老頑童』們已經好久沒有結伴出遊
了，他們顯得有些亢奮」。文風大變，顯
得浪漫旖旎，活潑起來。 《該忘卻的記
憶》，結尾嘆道，「人吶，真該拿得起、
放得下，隨遇而安」。這類螢情盡意的文
字，在《草螢有耀》前兩部分的文章中，

是不可能出現的。
退休後的陳敬生，思想之活躍，對

於新興網路媒體的關注度，完全不亞於80
後、90後的年輕人們，從書中我們可以看
到，網站、抖音、微信公眾平台等，他都
有涉獵。

《 「 瞅 」 一 眼 》 這 篇 文 章 ， 特 別
有趣。作者先是坦承：「大凡發表文章
的人，沒有一個是不希望別人閱讀和讚
美的，除非他精神不正常。我當然不例
外。」這自然是廣大寫作愛好者的共同心
願。竊以為，個別說不希望更多人看自己
文章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為口是心非。不
希望人看，幹嘛發出？

接著作者說兒女說他，「功利心太
重，就想人家點贊，也不管人家是不是真
心實意的。」年老的可敬的陳老師剖析自
己，「也許，在明面上，我真心實意地希
望您不要點贊，但也很難保證，在思想深
處，抑或是潛意識中，我未必就不希望親
們點贊。

但其實，陳敬生要求更高，他不希
望文友們只是流於表面在群裡發個「大拇
指」，而是希望群友
們能「點開鏈接，瞅
一 眼 」 ， 或 瀏 覽 一
下，或轉發出去。他
說 ： 「 您 點 開 了 鏈
接，我的文章的點擊
量還能上去。我說的
是真心話，功利目的
蓋出於此也。」

此 文 ， 一 是 體
現了陳敬生活到老學
到老的可貴品質，雖
高齡，仍沒有故步自
封，而是敞開心胸，
接受新生事物；二是
體現了他的坦蕩、豁
達，還有可愛。這個
「可愛」十分難得，
許多官高位顯者、德

高望重人，總能讓人尊敬和佩服，但他們
絕對談不上「可愛」。而可愛的人，往往
都有一顆赤子心，歷經風雨而不改。

陳敬生老師雖然徠徉在網路的海洋
中，但他並沒有迷失自己、跟隨網路的潮
流人雲亦雲，他有十二分的清醒，以理智
的頭腦和清晰的邏輯去批駁網上那些莫名
其妙、譁眾取寵的視頻、段子及網文。 
《奇文共欣賞》《最根本的自信》就是類
似文章的代表。

陳敬生既說理，又擺事實，將那些
胡亂炒作的帖子批駁得體無完膚。他稱：
這些網帖的砲制者假「最近」之名，是想
玩「借屍還魂」的把戲，將「冷新聞」炒
成「熱新聞」，來博取人們的眼球和關注
度，以售其奸。

退休後的陳敬生，依然葆有強烈的社
會責任感。 《切勿胡吹亂捧》《戒毒所探
秘》《築牢「防火牆」》等文，充分展現
了他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

總之，《草螢有耀》書中，無論是過
去的舊文，還是最近幾年的新作，大都具
有時代意義，值得一覽，再讀，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