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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強 洪少霖

向往白咖啡的故鄉
——咖啡香氤氳的怡保

兩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

提 到 怡 保 ， 令 人 難 以
忘懷的便是那縷縷誘人的白
咖 啡 香 氣 。 儘 管 名 稱 中 有
「白」，但白咖啡的色澤卻
深邃如夜。它源自這片充滿
活力的土地，因其獨特的調
配方式——將醇厚的咖啡與

煉乳和砂糖巧妙融合，贏得了這一雅號。
漫步於怡保的街頭，老咖啡館的生活

氣息撲面而來。紅塑料椅與灰白塑料桌宛如
時光的印記，親切而質樸。耳畔偶爾傳來
老板熱情的問候，頭頂的風扇悠悠轉動，周
圍則是菜刀剁肉的笃笃聲、水壺沸騰的滋滋
聲，以及家人圍坐共享的歡聲笑語。在這溫
馨的氛圍中享用早餐，汗水、熱氣、濃厚的
人情味與咖啡香交織在一起，升騰出獨特的
韻味，彷彿置身於古龍筆下的江湖世界。

如果有人對生活感到絕望，來怡保一
遊，感受這座城市的煙火氣、熱烈與真實，
或許能重拾前行的勇氣。透過人世間的種
種喧嚣，我們仿佛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與今
生，感悟到人性的脆弱與孤獨。正如古人所
言：“禮失而求之野”，我們應去尋找那些
在現代社會中逐漸丟失的傳統倫理規範。在
褪去昔日繁華的怡保，漫步於歲月斑駁的老
街，令人感悟人生的真諦。正如《百年孤
獨》所言：孤獨是人類的本質，所有的燦
爛，終將用寂寞來償還。

在南洋這片土地上，百年前中國東南
沿海的居民因各種原因來到怡保謀生。他們
的後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融入當地文化，
兼容並蓄多元文化的精華，同時保留祖輩的
語言與風俗，傳承大馬華人堅守的文化價值
觀。人們對咖啡的鐘愛各有千秋：廣府人鐘
情於「飲」咖啡的雅致，而福建與海南人則
偏愛「吃」咖啡的豪爽。閩粵兩地的移民在
怡保相互交融，如同白咖啡一般，形成了大
馬華人獨特的風貌，讓人彷彿穿越時空去重
溫久違的親情。

怡 保 的 白 咖 啡 ， 如 同 一 段 美 妙 的 旋
律，承載著華工下南洋的艱辛。這些辛勤勞
作的移民，透過代代相傳的經驗，將他們的
故事融入這座城市的靈魂。品味著那濃郁如

黑金的液體，咖啡、煉乳與砂糖交織出的焦
糖香，宛如身著華服的舞者，在味蕾間輕盈
起舞，展現出無盡的魅力。這濃郁的焦香，
甚至讓我這個一向偏愛茶的清雅人士，也不
禁沉醉於白咖啡那苦中帶甜的獨特韻味之
中。

在南洋品咖啡，對器具亦有著極高的
講究。必須是新馬特有的白底綠花瓷杯，這
瓷杯沉甸甸的，承載著厚重的歷史與文化。
杯上繪有大紅花圖樣，即馬來西亞的國花木
槿花，讓人驚艷於其美麗與意義。這瓷杯與
口中的白咖啡一樣，都是南洋文化的瑰寶。

怡保，這座因錫礦而興盛的城市，曾
被譽為「錫都」。錫是這座城市的靈魂，耐
腐蝕、抗氧化，曾是工業發展的重要原料。
在最輝煌的時期，怡保所在的霹靂州，錫礦
產量曾占全球市場的兩成，這為城市帶來了
無盡的財富與榮耀，也吸引了無數追夢人前
來淘金，包括那些從《望鄉》中走出的日本
少女，她們為了生計遠赴南洋，成為「南洋
姐」，以及來自東南沿海的華工，用青春和
汗水書寫著屬於自己的故事。

然而，隨著時間流轉，錫礦已盡，人
亦散去。如今，漫步於怡保舊街，即便在白
日裡，也只見殘破的老屋孤獨地訴說著往昔
的輝煌。令人欣慰的是，街角的白咖啡依舊
熱氣騰騰。城市的文化意義，不在於歷史
多久，土地多大，而在於在地人們對文化的
態度。在這個意義上，人才是城市最美的風
景。認識居住在這座城市的福建朋友，特意
重走先輩漂洋過海的路徑，來體驗世代傳承
的價值觀在怡保依然熠熠閃光。

怡保，這座曾經輝煌的城市，如今依
然保持著它的溫度與韻味。它如同一場大戲
落幕後的舞台，雖然人已散去，但生活的熱
度與氣息依舊在空中迴盪。

或許我們依然能感受到當年繁華留下
的煙火氣與咖啡香，然而，再也見不到那些
忙碌的身影。這份歷史的沉澱與文化的傳承
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心中。品味著白咖啡，
回憶華工下南洋的艱辛歷程，體會白咖啡的
多元包容文化內涵，不僅是對歷史的緬懷，
更是對未來的期許。

一位鄭老師告訴我:小
區常通知他去做免費體檢，
他都不去。自己的身體狀
況，自己最瞭解。

現實生活中，許多不
知自己患病的人，過得無
憂無慮，常能活到七、八十

歲。許多常去做體檢，很注重養生的人，
卻早早離世了，他們年齡往往不大。越怕
死的人，許多死得越早。

為什麼比干被挖了心之後走出大殿沒
死，妲己一語道破真相，比干就死了，這
有些心理學的暗示作用。人，有精神與意
志，精神足夠強大，可以影響到肉體，影
響到現實。

另一位朋友許兄告訴我，只要年齡超
過三十歲，就不要去記住年齡了，記住了
沒多大意義。有些時候，美好與感恩，我
們要牢牢記憶。但有些不太好的事，沒必
要去記住。有些人能輕鬆活到百歲，有些
人哪怕活到三十歲都很艱難。人與人，千
差萬別。

有一位領導，時常居高臨下去挑剔他

人的錯誤。他人哪怕做得再好，他也會雞
蛋裡挑骨頭。他很喜歡鑽牛角尖。漸漸許
多人瞭解他之後，看到他就轉身躲避，不
想和他接觸，不想聽他說話。他其實心不
壞，只是太愛表現自己了。

有人說他，正處級十年了，很厲害。
他卻說：是不是在諷刺他十年了都還陞遷
不上去。這種人其實不多，但只要接觸
了，都讓人害怕。他可以向你匯報過去十
天所做的事情，並將來十天內他計劃要做
的事，都很高上大。但許多美好，往往顯
得飄渺與片面，落不到實處。

對於生活，有些時候需要務虛，那
是一種情懷。有些時候更需要務實，才能
不斷出成效。我喜歡一些話語，如：解放
思想、實事求是；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它們同樣是一面務虛，一面務實，兩相結
合。

這個社會，浮躁的人越來越多。但努
力的人，也一直很多。這個社會，有許多
美好，需要務虛，也需要務實。只要足夠
真誠，足夠努力，一定能夠創造與擁有更
多美好。

唐永泉

林保船（下）
對 於 手 扶 拖 拉 機 這 種

先進的「龐然大物」，人們
只敢好奇地，遠遠地觀看，
羨 慕 著 ， 不 敢 走 近 「 褻 玩
焉」。全村只有一個人會開
拖拉機，有一次，這個拖拉
機司機生病住院半個月，沒

有人能代替開車運送貨物。造成全村化肥、
鹽、土油等貨物短缺，人們到處借化肥、
鹽、土油等，有的借不到土油，晚上只好暗
暗地吃飯，早早地上床睡覺。那時的山村，
晚上八九點鐘就黑燈瞎火了，一片寂靜，只
有蟋蟀們在田野裡歡快地唱歌。

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林保船
對物理，對機車、機電、機械等有一種特別
的愛好。對於拖拉機，林保船有一種自然的
興趣，他遠遠地觀察那個開拖拉機的幹部，
如何啟動拖拉機，剎車、油門、啟動手把在
哪裡？啟動拖拉機時，如何按住減壓閥，轉
動手把，發動機啟動後，快速拔出啟動手把
等，他看得清清楚楚，默默地記在心裡。現
在的大部分機動車，一經點撥，林保船就能
輕鬆掌握要領，並且自己開動。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
吹遍神州大地，農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大大
提高，農村出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國家
政策轉向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
方向。

林保船籌集了2000多元，買一輛二手的
手扶拖拉機，經過師傅的傳授指點，很快就
能自己上路了。林保船到山上裝載石子，賣
給修路的或者建設房子的，半年就賺回本錢
了。政府提出「要致富，先修路。」安湖公
路是安溪的一條主要公路幹線，正在拓寬改
造，切坡、填方，需要大量的石頭、石子。
林保船抓準時機，買一輛「土車」，雇一個
小工，從山上收集石頭、石子，加班加點運
輸，參加安湖公路建設。林保船賺得一筆勞
務費，購買一台彩色電視機和一台錄像機，
這在當時全村是「數二」的，引來眾人的羨
慕。一到傍晚，鄰居的男女老少都來到他家
看電視，聽歌，熱鬧非凡，他家也成為農村
人傍晚休閒的最好去處。

1997年，林保船在家附近公路邊開一
家汽車、摩托車補胎店，那時公路上車輛不
多，經營兩年，勉強維持生活。當時公路上
的車以拖拉機、龍馬車等為主，小汽車還是
稀罕物。

1999年，憑借多年開手扶拖拉機和土車
的經驗，林保船報名參加汽車駕駛培訓，很
快就拿到C1駕駛證。林保船到南安水頭給礦
主開龍馬車，運輸瓷土、海土等礦物。2000
年，林保船回到家鄉蓋一棟三層的小洋樓，
小家庭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2014年，林保船到安溪郵政總部當保
安，2020年到光德工業園區的一家出租廠房
當物業經理。這家廠房主要從事籐鐵工藝
品、傢俱、電商等生產和銷售活動，有20多
家租戶，300多名工人，每天進出的車輛和
人員很多，要時刻保持警惕，保證車輛和人
員的安全。光德工業園區規定，因為廠區空
間有限，每個租戶只能安排一輛車停放，有
個別人為了圖自己方便，開了兩三輛車進廠
停放，妨礙到廠區車輛的出行，阻礙貨物的
進出。林保船動之以理，曉之以情，從大局
出發，勸租戶自動把多開進廠區的車輛轉移
到別處，保證工業園區道路的安全暢通，維
護了工業園區的合法利益，得到園區客戶的
讚譽和尊重。林保船管理光德工業園區期
間，人們過著祥和歡樂的生活，園區裡各家
各戶生意蒸蒸日上，街上車水馬龍，籐鐵工
藝產品不僅銷往國內大部分省、市、區，還
遠銷東南亞及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光德工業
園區的年產值穩步提升，多次得到上級有關
部門獎勵和讚賞。

林保船是一個樂觀積極向上的人，他
喜歡唱歌，紅歌、閩南語歌曲、南音等都有
涉獵，他用歌聲傳播愛和溫暖，用歌聲傳遞
人間真情。

業餘時間，林保船經常在家裡練習唱
歌，有時在做保安工作的間隙，他也會哼唱
幾句，舒緩一下緊張的情緒。他喜歡看高
甲戲、布袋戲、木偶戲等傳統戲劇，他邊聽
邊揣摩，回家模仿著唱。「咿——咿——
呀——呀」

林保船重視傳播和傳承傳統文化，他
經常唱閩南文化經典《桃花搭渡》《陳三五
娘》《共君斷約》，唱經典紅歌《南泥灣》
《歌唱祖國》，閩南戲曲等，有時也涉足相
聲、魔術、小品等表演。林保船自己錄製抖
音，自己剪輯，在網上傳播，得到很多粉絲
的認同和讚賞，他的抖音視頻一般都有上千
上萬粉絲，最高點擊率達到23.3萬多人次。

林保船為人熱情大方，有無私奉獻的
精神，他熱心公益事業，得到鄉里鄉親和他
所在單位的信任和支持。他積極參與內阪角
落祖厝的修繕，家族獎學金的管理和發放等
工作。在農村的重大節日裡，林保船經常回
鄉組織一些傳統的公益活動，營造節日的氛
圍，增添節日的喜氣。

正月十五日元宵節，是農村最重要最
隆重的節日之一，大多數的鄉村都有組織大
型的迎燈活動，家家戶戶，提著燈籠，迎春
繞境，祈願鄉村四境平安吉祥，人民生活安
居樂業。林保船每年都會提前回家，組織回
鄉的青少年，培訓軍鼓隊，腰鼓隊，準備擴
音器、對講機、喊話器等設備，確保迎燈遊
行隊伍的順利進行。

賀彥豪

「退休之家」話苦樂
古城新區在晨光中醒來

了，太陽像紅汽球一樣從林
立的高樓緩緩地升上來，小
區路邊的大樹在晨霧中伸展
懶腰，一簇簇不知名的小花
在花圃裡露出笑臉；還有像
是鳥鳴一樣小車、電動車的

笛鳴聲響起，「上班族」開始了一天的生
活！

退休之後，我倒像「上班族」一樣，
逕直到「退休之家」品茗聊天。說是退休
之家，其實是我原單位一老工人家一間閒
置的儲藏室，他沒有出租，約十四五平
方，卻佈置得大方雅致：正面牆上掛著一
幅「紫氣呈祥牡丹圖」的匾額，左邊掛
著一幅書法，上面寫著一首「品茶隨感
詩」。瞧屋內擱一套皮沙發，幾張椅子，
若人多擠不下就在門口放了張凳子；還有
個小衛生間，僅一人可以方便的，就這樣
設施已經很好了。小小的空間是我們單位
一群退休工人的聚會之所，來者笑臉相
迎，去者也笑臉相送。我把它美其名曰，
「退休之家」。

閒來無事，上午九點，一個又一個白
髮蒼蒼的老者從家裡如期而至。

「 退 休 之 家 」 由 房 東 老 陳 負 責 一 條
龍服務。什麼茶葉，開水，茶壺、茶杯、
茶具一應俱全，隨時盡飲。有時候，有的
人會帶些茶葉，有的人會帶些點心；坐久
了沒回家吃飯，也有的人會去買午餐，就
隨便吃了點填空肚子。一群老人，一杯茶
水，一堆嘮嘮叨叨的話就這樣裝滿了這間
小房子，其樂融融。

這 一 天 ， 當 我 們 懷 念 建 築 工 地 相 處
的歲月，談到一張舊照片，卻引發房東
老陳的往事回憶，他已年近古稀，激動
地說：「當年老賀在公司宣傳處主編企業
報，經常下基層採訪，我作為辦公室主任
負責接待，有一次我拿出自己拍攝的工地

照片給他看。他一張一張地認真看，選了
其中兩張照片，我記得一張是：一個老者
叼著黑色煙斗，一縷煙霧裊裊，迷茫之
中，他的目光凝視前方，腮幫子凹陷；神
態悠然自得，彷彿神仙老人一樣，洞察世
事。」……說著說著，原來這位老者是公
司的老領導，他已九十高齡，平時喜歡抽
煙斗煙，握著一支黑色煙斗、煙葉，經常
到公司的基層走走看看，和職工在一起講
古話仙，不亦樂乎。有時看他叼著黑色煙
斗吸煙的神情，「卡嚓」一聲，我抓拍了
這張照片。過後，老賀把這張照片刊登在
公司企業報上。老領導看到報紙刊登自己
照片，洋溢著自信的微笑，一臉的幸福
感。

事隔近四十年了，故人雖早已西去，
但說起這張舊照片，老陳他依然念念不忘
這一份友情。聽說事後老領導還買了一支
東北參去答謝老陳呢。

有 時 候 ， 說 到 哪 一 座 城 市 ， 哪 一 個
地方，哪一道風景很美呢？看呵，白居
易的「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開。」，梅堯臣的「霜落熊升樹，林空鹿
飲溪。」，還有李白的「人攀明月不可
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等等等等……祖
國各地的美景一覽無餘。人在旅途去尋
夢，老年人不缺時間，只缺身體安康。大
家就來個說走就走的旅遊，不亦樂乎！     

有時候，說到哪一位同事患病，哪一
位同事病故，都令人唏噓不已。有時候，
說到哪一件大事，哪一件小情，問世間情
為何物，只叫人牽腸掛肚。

是啊！這個「退休之家」雖然很小，
但像是一座避風港，承載著退休老人的回
憶與期盼，五年來，我們在這裡暢談國
事、家事、生活小事，從而獲得片刻的自
由和寧靜。

我喜歡這個「退休之家」，它讓老人
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

王金川

認清自己
在作家培訓班上，我認

識了一位年輕的作家，自我
介紹時，他講到了自己的成
長歷程，他說他最大的特點
和優勢就是認清了自己，認
清了自己的能力狀態，因此
他對自己的學習工作等把控

的非常到位，自己從大學歷史本科到音樂碩
士到留學德國讀文學博士，在專業跨度這麼
大的情況下，實現了無耗無縫銜接，可以說
他是幹什麼成什麼，輕鬆自如，一路高歌，
沒有走一點彎路，折服了同學朋友，都認為
他確實是一個人才，將來一定能成就一番事
業。人生一世，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
學到最後的工作，是一個不斷成長的過程，
是一個不斷認清自己的過程。

老 子 曾 言 ： 「 知 人 者 智 ， 自 知 者
明。」有人問泰勒斯：「什麼事情最為
難？」他極其簡單地回答了五個字：認識你
自己。

一個人最大的智慧，是認清自己。認
清自己是一個人能力和智慧的體現，是一
個人成熟的開始。認清自己的能力，知道自
己能夠做那些事，能夠做成那些事；認清自
己的能力邊界，才能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
化」，這是最聰明的做法，才能幹事成事。

有位意大利畫家，名叫莫迪裡阿尼，
這個人擅長人物肖像，揚名海外。清楚他作
畫習慣的人都知道，他畫人物，只畫一隻眼
睛。問其中緣由。他說：我們要用一隻眼看
世界，留另一隻眼來審視自己。」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局外看他人，
看的清楚，看的準確，自己看自己，就會夾
雜著其他因素，不能準確看自己，不能向內
探尋自我，這樣就找不到自己能力邊界，也
尋覓不到人生的位置。

曾經有位登山運動員為了征服珠穆朗
瑪峰，認真準備了好幾年。但在攀登到海拔
7000米時，體力尚有剩餘的他毅然選擇了後
撤。許多人表示不解，他回答說：「7000米
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奇跡了。」儘管沖頂
對他來說只是一步之遙，但他清楚自己的極
限，逞能只會給自己帶來生命危險。

「人貴有自知之明。」有什麼樣的金
剛鑽攬什麼樣的瓷器活。沒有那麼大的頭，
就別戴那麼大的帽子。凡事要盡力而為，更
要量力而行。一個人最怕的，不是沒有能
力，而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一個人，認識
別人是一種智慧，而能認識自己才算上真正
的聰明。歷史上認不清自己，走向偏道的人
皆有。趙括讀了幾本兵書，自以為打仗天下
第一，一上戰場，就飲恨沙場；馬謖剛腹自
用，獨斷專行，結果失去街亭，逼得諸葛亮
揮淚斬將。由此可見，我們要認清自己，做
到量力而行，這樣才能提高人生勝數。

唯有認清自己，才能不高看自己，準
確定位自己，才能腳踏實地，才能活得越
來越透徹、豁達、自在、自洽。唯有認清自
己才能不被他人的阿諛奉承所迷惑，才能準
確地規劃人生；唯有認清自己，才能實事
求是、全面客觀看待自己，才能在正確的路
上，越走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