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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莊勇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不忘初心 大快人心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前

身是由華人甲必丹陳謙善等
華人社區領袖於一八七八年
創立，原名為「菲律濱中華
總會善舉公所」，一九五七
年易名為「菲律濱華僑善舉
公所」，後來因政府手續要

求，再度易名為如今的名稱。
善舉公所並非菲律濱獨有，而是在全

球各地早年的華人社區都能見到，英文名稱
一般叫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主要
目的是服務於華僑華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
世紀初，隨著中國人下南洋淘金以及被「賣
豬仔」到歐美地區後，抱團取暖的主要機
構。它扮演者接濟同僑的職責，凡是涉及華
僑的生老病死，都離不開善舉公所，之所以
叫公所，顧名思義是整個華人社區的公產。

菲律濱的華僑善舉總會成立迄今已有
一百四十六年，經營著菲律濱第一家華人醫
院，也是全國最好的醫院之一中華崇仁總醫
院，此外還有崇仁醫學院、華僑義山、善舉
施診所以及華僑養老院。

華人社區一八九一年集資創辦崇仁醫
院是因為全球爆發霍亂，菲律濱衛生設施不
足，華人必須自救。而創辦華僑義山是因為
西班牙殖民者禁止未洗禮改信天主教的華僑
死後葬在天主教墳場，華僑面臨死無葬身之
地的局面，鑒於當時的交通極為不便，遺體
運回家鄉安葬並非易事，因此在甲必丹陳謙
善等人的牽頭下，購買天主教拉羅馬墳場旁
邊的空地，開闢為華僑義山。

華人社區又在一八九九年創辦小呂宋
中西學校，也就是現在仍然在經營的菲律濱
中西學院，其創辦人是陳謙善的兒子，清政
府駐馬尼拉首任總領事陳剛。陳剛在馬尼拉
出生，被送回國讀書並參加科舉考試，進士
及第後被清政府委派到馬尼拉擔任總領事，
負責處理華僑和西班牙殖民政府的事務，他
也是中國派來菲律濱的第一代外交官。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近一百五十年來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秉承先輩的壯志
宏願，服務華人社區，堅持慈善事業，始終
未違背「善舉」二字。

大 家 都 知 道 ， 海 外 華 人 社 區 有 「 三
寶」或者三大支柱，即華文學校、華人社團
和華文報紙。沒有這三個支柱，就無法構成
完整和成熟的華人社區。目前我們菲律濱最
活躍、發展的最好的是華人社團，有人非正
式統計過，大大小小華人社團兩三千個，因
此有人開玩笑說，王彬街掉下一塊招牌，定
會砸中一個理事長。

至於華文學校，目前全國仍然有一百
多家華文學校，雖然良莠不濟，但依然能兢
兢業業，傳承中華文化。大家都知道，華文

教師的待遇不高，面對昂貴的物價，靠教書
養活一家是不可能的，因此華社集資補助華
文教師的薪資和福利，成立多個基金會讓有
困難的教師申請補助。

惟最辛苦，政治風險最高，最難做的
華文報紙是最不被華社重視的。要知道，華
文報工作都是晚上，一般要工作到凌晨兩三
點甚至更晚，以確保隔天有報紙可讀，全年
幾乎無休，只有四天不出報紙，聖周兩天，
聖誕節一天，元旦日一天。

華文報紙是聯繫華人社區最重要的通
訊工具，雖然部分現在已被微信、Viber等
取代，但就如商報社長于慶文說的，報紙是
歷史的記錄者，一百年、兩百年後，它依然
能給後世研究歷史、研究當代社會和文化的
學者提供非常寶貴的資料。因此全球很多圖
書館、博物館仍堅持收藏報紙並將它們數碼
化。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
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菲律
濱亞典耀大學等，都珍藏有華文報紙。

但面對這麼辛苦的一份工作，其薪資
和福利待遇卻遠遠不如華文教師，甚至被很
多人譏諷為「乞丐」，原因是部分華文報從
業人員因生活需要，大肆收紅包，甚至開口
討錢，但相信這些人是少數，多數員工數十
年來依然是兢兢業業堅守崗位，只為給讀者
帶來最新最準確的消息。

話說回來，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意識
到這一點，日前跟各大華報、電視台簽署華
文媒體福利協議，為華文媒體從業人員提供
醫療和喪葬福利如下：

根據華文媒體從業員醫療優惠協議備
忘錄，凡任職五年及以上華文媒體從業員，
可享以下優惠：

一、在菲律濱中華崇仁總醫院暨醫療
中心的醫療服務項目方面：化驗、住院、檢
測等，以及凡屬崇仁總醫院的設施和儀器與
醫療藥品，均可提供25%折扣。如果是攜有
合格長者卡（Senior卡）或殘障者卡（PWD
卡）， 除享有應的折扣外，再給予20%折
扣。（惟不包含醫生費，可自行與醫生商
量）。

二、在中華崇仁醫科學院方面，凡直
屬子女報讀中華崇仁醫科學院任何學科，均
可享有50%折扣的學費優惠。

三、在華僑義山方面，凡屬華文媒體
工作逝者，可申辦免費火化，可申辦免費骨
灰安放。

四、以上優惠辦法將長期執行，若有
特殊情況，將由董事會修改或調整。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不忘初心，關懷
華文媒體工作者，提供優惠福利，筆者在此
表示感謝。

二零二四年十月九日

馬尼拉地區法庭第11分
庭於10月1日判處Aegis Juris
兄弟會10名成員罪名成立，
這些成員涉嫌在2017年虐殺
UST民法新生Atio Castillo。
他們全被定罪並判處終身監
禁或20到40年徒刑；自2018

年3月馬尼拉法庭下令逮捕這些兄弟會成員
以來，他們一直被關押在馬尼拉市監獄。

Atio Castillo於2017年9月16日，舉行了
最後一次兄弟會入會儀式，並於9月17日上
午，在兄弟會成員的幾次划槳擊打後死亡，
這是Aegis Juris入會儀式的一部分。當時
Castillo是UST的法律系一年級學生，其屍檢
報告將其死因確定為在受刑期間遭受「嚴重
鈍性創傷」，一位有為青年，本來應該有很
好的前途，卻這樣被活活虐待致死，真是令
人極度痛心。

有不少人對這10名兄弟會成員只被判
終身監禁或20到40年徒刑感到失望，紛紛
感歎要不是本國廢除了死刑，他們應該向
Castillo償命。其實不然，只要連那些被判20
到40年徒刑者也一律判處終身監禁，必定會
大快人心。這些人竟然用划槳擊打一位手無
寸鐵的文弱書生，令受害者死得如此淒慘，
若是判他們死刑，未免便宜了他們。

如果判這些人死刑，他們只是在從被
判刑的那一刻起，直到被處死的這一段時間
裡，每天在恐懼的陰影之下度日，但是一旦
被處死以後，就會一了百了。然而，他們的
窮凶極惡行徑，不應該只受這樣的懲罰，而
是應被判處終身監禁，讓他們在余剩的漫長

日子裡身陷囹圄，並且永遠不得獲特赦，也
永遠不得釋放，讓他們在裡面求生不得，求
死不能，每天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為他們
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

若是被判死刑，他們人一死就什麼也
不知道，惟要是終身服刑，他們才能在裡面
反省，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痛改前非，在裡面
表現得如何優越，都不能獲得絲毫的減刑，
讓他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後悔終生。也只有
讓他們在餘生受盡如此的折騰，才能為死得
無辜的Castillo伸冤。

人家好好一個青年人，也是有母生有
父養的人，卻被這幫人如此糟蹋和凌辱，相
信他在即將離世的那一刻，必定是何等的無
奈！如果說那是他們兄弟會的入會儀式，是
早就規定的，可那些規定也是由人制定的，
他們明知那是不合理的規定，又何必執意要
施行呢？

這10名兄弟會成員如果全部均被判處
終身監禁或者無期徒刑，將會起到警惕作
用，人家看到他們在牢獄裡度過此生，為了
不想步他們的後塵，一定不敢肆意妄為，而
會安安分分過日子。這次的判決顯示了司法
的公道，不但還給了死者一個公道，還替社
會伸張了正義，相信死者若是泉下有知，一
定會死得瞑目，含笑九泉。

希 望 經 過 這 件 事 ， 大 家 都 能 尊 重 生
命，並且彼此捍衛對方的生命。大家應該知
道，每個人的身體髮膚，都是受之父母，任
何人都無權踐踏他人的身體，違反者須付出
相當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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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玉成

懷念兒時的生活
年老的特徵就是過去的

事情記得很清楚，當下的事
情轉身就忘記，我的這種生
活狀態是從三年前得了新冠
後開始的，新冠康復後，我
便退居二線，做了企業的顧
問，由于新任領導「顧得上

就問，顧不上就不問」，我也就落得個清
閒，重拾喜歡做飯的愛好。

我做飯的經歷已經幾十年，而且從國
內一直做到了國外，並于1999年在菲律賓
馬尼拉開過一個「湖北餐館」，牌匾還是
時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文化參贊，國內
著名書法家袁維學先生題的詞。飯館開了
三年，被朋友們吃垮了，因為自己「心太
軟」，凡熟人、朋友、老鄉都免單就餐，
可想而知這根本就不是生意的玩法，好在
通過餐館我交結了不少新的朋友，因此也
創造了一些商業機會，算是「堤內損失堤
外補」。 

我喜歡做飯，油鹽醬醋菜五葉調和還
弄得不錯，只是近年出了一些問題，經常
在準備食料的時候，打開冰箱門就忘記了
要拿的東西，炒起菜來會覺得缺東少西，
弄得手忙腳亂的，有時候淡，有時候鹹，
不那麼合人味口了。但自從記憶力不好以
後，過去的點滴細微都記得越發清楚了，
尤其是孩童時期的一些趣事，就像鐫刻在
腦海中一樣，總也磨滅不了，有時候獨自
想起來還會吃吃的笑。

我60年代早期出生在江漢平原水稻
主產區的監利縣，那個地圖上找不著的偏
遠小村，離湖南省華容縣磚橋鎮只是一江
之隔。我們那個地方溝壑縱橫，是個水
鄉，出生在那個地方的人，都具有較好的
水性，即使沒有經歷正規訓練，狗爬式人
人都會，我們稱之為「打泡泅」，「吃咪
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我們那個地
方夏天俗稱火爐，冬天喻為冰窟。所以，
每到夏季，我們這幫孩子，從早到晚都泡
在水裡，打魚摸蝦，踩藕尖、摘蓮蓬、撥
稜角，一方面是為了降溫，二是能夠改
善生活。此外，我自己還有一個特別的愛
好，那就是干水溝，一條小溝用泥巴埂隔
成幾段，分段把水舀干，撈取魚蝦。如果
溝太深，我就回用「推舀子」推，每次總
會有那麼點收穫，所以我們家餐桌上魚蝦
是少不了的，即使是最困難的六七十年代
也是如此。

我們那裡雖然水多，但女孩子是絕對
禁止下水游泳的，天氣再熱也只能用「手
服子」抹汗，有一次我鄰居的小姑娘偷偷
和男孩子一起到村邊的塘裡玩水，被家長

發現後打個半死，從此見水都會繞道走。
說到撈魚蝦，我們還有一種辦法，

那就是在稻穀田里抓鱔魚，大約四底五月
初早秧抽穗之前，稻田總有淺淺的一灣薄
水，鱔魚喜歡晚上出來吃蟲子，它們常常
貼地面呆著，有時候就在秧蔸子邊上，電
燈一照一動不動，再用鉗子快速的夾住其
七寸的位置，就會乖乖就擒，正常情況，
一個晚上能夾幾斤，只是經常自己捨不得
吃，攢多了拿到街上去賣，6角錢一斤，也
能增加一些家庭收入，我家就有一口鱔魚
缸，經常五斤八斤的往市面上送。

鄉下日子最難過的時候是夏秋之交，
陳米已經吃完，新谷還未收割，這個時候
我們只能靠雜糧與野菜維持。農村有一個
好處，就是食草同緣，苕梗子、瓜籐子、
菜葉子、藕哨子、稜角梗子等都是食物，
而且基本上是取之不盡的免費食物，出門
到處都是，只要用心，樹葉子也能烹出美
味，更不用說滿地的地米菜、黃花菜、野
芹菜及魚腥草等等，即使是現在高檔餐廳
的涼拌野菜，在過去基本都是我們用來餵
豬的飼料。

兒時的樂趣少不了冬天，白雪皚皚，
是捕捉野雞和野兔的好時機。野兔藏在蜿
豆及小麥田里，雖然身上蓋著白雪，但鼻
孔出氣處會留下印記，仔細巡查一壟一壟
的蜿豆與麥苗，有出氣小孔者一定有兔，
先不要驚動它，悄悄的用鐵叉一戳，十有
八九不會落空。野雞和野兔有點差別，它
能飛，但雪的反光讓它們飛不了多遠，因
為色盲，很多時候會撞在地上，運氣好的
時候一天能上捉兩三隻，它們可比家禽的
味道好多了。

七十年代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空調，
避暑我們就進池塘，生活物質雖然缺乏，
但我們既不買電也不買水，家庭花銷十分
有限，即使有時候吃不飽飯，靠著遍地的
蔬菜，生活也能對付。況且，樹上野果到
處都是，桑棗是隨便摘的，田邊經常有燒
瓜、香瓜及南瓜，如果想要改善生活，還
可以爬樹掏島蛋。鄉下煮飯不需要調料，
魚是魚味菜是菜香，完全的純天然，不僅
營養豐富，還不會引起現在的那些怪病，
人雖瘦但精神都很好。

當然，懷念過去的生活不是想要回
到過去，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活法，一
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樂趣。在我們那個時
代，人們簡單純樸，雖然生活充滿艱辛，
但精神卻是無比的放鬆，大家一塵不染，
共渡時艱，從來就沒有想過美好生活的模
樣，只要今天過得比昨天好，那就是最大
的幸福和美好！

蘇麗莎

道歉並不代表認輸
A誤解我的話，把錯誤

的信息傳達給B，引起B對我
的誤會，我問A是否有這回
事，他矢口否認，稱說他是
絕對不會做出破壞別人感情
的事，更不會造謠，編造無
中生有的事。

A生性好強，好勝、凡事都要站上風，
急功好利，有理力爭，得理不饒人，無理也

要力辯，強詞奪理，他認為承認自己的錯誤
是認輸，毫無面子。 

道歉是一種承認自己錯誤並表達到歉
意的行動，它可以幫助修補關係，化解衝突
與矛盾，促進和諧。 

道歉並不容易，尤其是當我們覺得自
己沒有錯的時候，但是為了維護良好的關
係，我們需要放下身段與自尊，勇敢的承認
自己的錯誤。 

李碩

王維詩裡的重陽節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

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
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的這首《九月九日憶山
東兄弟》，歷經千年歲月，
每逢重陽節，便如裊裊檀
香，悠悠縈繞於人們心間。

在王維的筆下，重陽節深情而悠遠，滿含
濃濃的思念與鄉愁。 

重陽節，承載著濃濃的思念。詩人孤
身漂泊異鄉，佳節來臨之際，思念如潮水
般澎湃洶湧。重陽節本應是家人團聚、登
高遠眺、遍插茱萸之時，詩人卻只能在異
鄉孤獨度過。字裡行間流淌著的對故鄉、
對親人的思念，令人感同身受。在當今快
節奏的現代社會，我們也常常遠離家鄉，
為夢想和生活奔波忙碌。當重陽節到來，
我們或許會如王維一般，心中湧起對親人
的深深眷戀。那份思念，或是電話中的一
聲問候，或是微信裡的一句祝福，是遠方
的我們對家鄉的無盡牽掛。

重陽節，是對故鄉的深切眷戀。故
鄉，永遠是我們心靈的港灣。王維在詩
中遙想兄弟們登高的場景，心中滿是對
故鄉的思念。那熟悉的山水、親切的鄉
音、溫暖的親情，無不令詩人魂牽夢繞。
重陽節，我們也會憶起故鄉的那座山、那
條河、那片田野。或許，我們會想起兒時
與家人一同登高的
歡樂時光，憶起奶
奶親手製作的重陽
糕的香甜滋味。故
鄉，是我們心靈的
寄托，是我們永遠
的根。無論我們行
至何處，對故鄉的
眷戀都永不改變。

重 陽 節 ， 是 對
傳統文化的傳承。
作 為 我 國 傳 統 節
日，重陽節有著悠
久的歷史和豐富的
文化內涵。登高遠
眺、插茱萸、賞菊
花、吃重陽糕等習
俗，寄托著人們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健康長壽的期盼。在
王維的詩中，我們看到古人對重陽節的重
視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如今，我們也
應傳承和弘揚重陽節的文化傳統，讓這個
古老的節日在現代社會綻放新的光彩。我
們可以攜家人一同登高賞秋，領略大自然
的美麗與寧靜；我們可以品嚐重陽糕，回
味兒時的味道；我們可以賞菊花，感受秋
天的神韻。通過這些方式，讓傳統文化在
我們的生活中生根發芽。

重陽節，更是一種人生感悟。人生如
一場旅行，我們不斷追尋著自己的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經歷離別、思念、
孤獨，也會收穫成長、感動和幸福。王維
在異鄉思念親人的同時，也在思索著人生
的意義。重陽節，讓我們停下匆忙的腳
步，靜下心來，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們是
否珍惜了身邊的親人？是否為了夢想而努
力奮鬥？是否在忙碌的生活中忽略了那些
美好的瞬間？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我
們能更加珍惜當下的生活，更加努力地去
追逐自己的夢想。

在重陽節裡，我們體悟到思念的深
沉、故鄉的溫暖、傳統文化的魅力以及人
生的感悟。讓我們在這個美好的節日裡，
懷揣著王維的詩意，去感受秋天的美麗，
去珍惜身邊的親人，去傳承和弘揚傳統文
化，去思索人生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