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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老油條

從寫專欄雜文說起 美國錯失了三十年
我寫專欄雜文以來，已

將近半個世紀了。至於在菲
律濱華文報刊上發表不成熟
的文章則可追溯到一九六四
年，那篇只有五、六百字
的，可以說是學生習作也不
為過的小文《老司機》以

蕭辛子這筆名發表，而這筆名只用了這一
次，就沒再重複用過了。

我用了一次就沒再用的筆名除了蕭辛
子外，還有莘荻、映英、吳梓、歆雁、辛
則等筆名，有的只用了寥寥幾次，有時也
用本名發表過拙作。

一直以來也就只用蒲公英這筆名，屈
指算來，從一九六四年發表在大中華文華
副刊的一篇習作《奠基典禮》，第一次用
蒲公英這筆名發表習作，至今已有一甲子
了。那時我才十五、六歲，而今已是白髮
蒼蒼，步履蹣跚的糟老頭了，真的是歲月
不饒人呀！

我曾經在這幾十年裡，先後開僻了幾
個專欄，好像在《菲華日報》有個《岷江
夜話》，，《華報》剛創刊，約我開僻個
專欄，我用《我的專欄》，，好像以老吳
為筆名。

都寫了六十年的專欄雜文，還是未曾
寫出個自己滿意的作品來。其實說起來慚
愧，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蘇浙小學從
一九五五年左右讀到一九六一年的十月，
應該是小學六年級下學期，後來又在三寶
顏中華中學唸了幾年中文，可以說的是語
文水平一般，只是我愛書成痴，自己收藏

的書籍不敢說很多，總之整個書房三面牆
壁的書櫃滿滿的都是書，每天一定要多少
讀幾頁。

從二０一四年開始，在《商報》開
僻了個《公英閣小札》，每週一見報，就
一直寫到今天，從沒斷過一期。縱使在疫
情最猖獗的那二年，我染上了新冠肺炎，
住院十幾天，命不該絕，到鬼門關上走了
一圈，就是沒跨過奈何橋，又回來了，那
十幾天醫院的所有費用全部由有關當局承
擔，本來是二、三十萬元的醫療費用，一
分錢也沒花，又揀回了一條老命，蒼天實
在待我不薄。

在住院的十幾天，我也是每週寫一篇
雜文。

至於我的嘮雜子雜文，有沒有讀者，
我就不得而知了。老編兄收了又發表了，
我就得每週寫一篇。

記得二〇〇一年的十一月四日，菲
華專欄作家協會成立，當時的專欄作家仝
人，離開我們乘鶴西去的有好幾個，計
有：施騰輝、沈文、李泉山、王鳳、蔡
惠超、李榮美、吳新鈿。想起那時歡聚一
堂，當時的場景，已成過眼云煙，想起令
人不禁悕憈不已。

長江後浪推前浪，如今菲華專欄作家
有如天上的繁星，多不勝數，時有美文佳
作見報。

紅花還得有綠葉來襯托，我的每週一
篇《公英閣小札》，只當做綠葉，來點綴
一下菲華文壇做片綠葉，余願足矣！

2024年11月13日

過去的30年蘇聯解體
後，美國一直以來就是全世
界最強國家。美國霸權是由
軍事支撐的霸權。但這個狀
況正在迅速改變，因為美國
在1991年後是它一個重要的
分水嶺。從1991年以後，美

國充分享受著和平的紅利，所以在科技，
軍事領域都幾乎是原地踏步無所進展。而
中國卻在1991年深受海灣戰爭影響，驚醒
了中國人在科技軍事與美國的差距太大，
於是全國國防軍工人員和所以科研人員都
及時深刻覺醒到自己的落後。所以全國國
防軍工和科研人員奮起苦幹直追了三十多
年。

這就是中美兩國三十年來走在不同征
程上。導致了今天，美國以往壓倒性優勢
正在全面喪失……。首先我們來談談1991
年初結束了第一次海灣戰爭，那次戰爭充
份展示了美國軍事實力最顛峰的狀態，
那麼緊接著是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所以
1991年美國是個重要的年輪，鬆邂導致了
美國人民在軍事領域發生著根本性轉向，
麻痺了美國向前發展的神經，它們盡情地
享受「和平紅利」。美國認為是世界第一
強國，打盡天下無敵手，所以不需要再太
在意發展軍事科技。但是每年軍費他不光
是照花，而且花得比過去更多。像海軍它
就不需要提升制海權，只是考慮如何欺負
其它國家的陸軍就可以了。美海軍裝備不
是為了海戰，而是當一個海上基地只要在
離海岸100海里以內的位置去攻擊陸上敵
人。那麼空軍呢？它不需要進一步提升制
空權，而只須考慮欺負其它國家陸軍就可
了。那麼美國陸軍又如何？更不需要進一
步發展，一旦發生戰爭，陸軍是靠海、空
軍把敵方徹底炸垮為平地以後，陸軍再考
慮開進如何清掃戰場就完事了。至於戰略
性核武器，它本身就是用於嚇唬人的，若
談起美軍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毀滅上百次。
自傲的常規武器也是世界都沒有對手，那
核武器就更不需要再增強了。

這就是美軍在和平紅利下，根本就是
衝昏了頭腦放棄發展的思路。先看看美國
的海軍，1991年之前，美海軍早有正常發
展計劃的節奏，如1983年在阿利伯克驅逐
艦的設計方案確定後，美海軍就開始研究
下一代戰艦了。然而到1992年美國海軍公
佈了「從海上來」戰略白皮書，美國海軍
不用海戰，主要任務就在離開敵對國家海
岸線185公里內，欺負敵人就可以了。從這
戰略發展出來的就是DDG-1000的朱姆沃爾
特級驅逐艦，另外一個就是LCS瀕海戰鬥
艦。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非常科幻技術看

似非常先進，全電推進有SPY-3X波段多功
能相控雷達，還有雙波段雷達先進聲納系
統，MK-57先進艦炮62口徑的155毫米先進
系統。可是美軍聲聲叫先進的技術，最後
這個設計都很難實現，最後都放棄了。那
麼那個具有電子戰價值的SPY-3和SPY-4雙
波段雷達，最後承包商居然實力有問題，
宣佈流產了。最終安裝了隱身SPY-3波段雷
達，兩座隱身艦炮叫AGS先進艦炮系統，射
程可達70到80海里，就是在100海里以內對
陸上敵人攻擊，問題在於昂貴的一發炮彈
就需要70到80萬美元，最後只做些地上的測
試實驗，始終沒有真正地被列裝……。美
國許多造船軍工業皆因昂貴工資形成半停
頓，熟練工人年老流失，特朗普要重振雄
風使美國再偉大起來，談何容易讓中國人
拭目以待……。

至於中國發展思路比較清晰。1991年
海灣戰爭給中國軍方和領導人帶來非常大
的衝擊，當時伊拉克陸軍和空軍的武器裝
備，都比中國解放軍先進，都被美國為首
的北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所以l992年初
鄧小平南巡時，不能只給經濟發展讓路，
必須緊急使中國軍工重新上馬開工研究，
所以這三十年來中國軍工都在日夜拚命追
趕。那麼美海空軍呢？這三十年考慮是如
何對陸地敵軍攻擊……。但中國海軍戰略
思路不同於美國，中國戰略導彈部隊關注
的是對付海上和空中來的先進美軍各樣的
軍事裝備。所以中國致力於發展055武庫型
驅逐艦，今天中國055武庫驅逐艦可扺禦美
國整個航母戰鬥群……。今年5月23日賴清
德發表台獨講話，東部戰區進行聯合利劍
2024A演習，美航母在日本九州和四國附近
海域，早就已經躲得老遠。

然而，還有人說中國武器裝備和軍
隊，沒有在實戰中受到檢驗過，其實不然
在和平時期，中美海空軍有過各種非戰爭
的方式交手，舉個例子美國F-35戰機，部
署在東亞很多時候，中方隱身殲20與美F-35
戰鬥機伴隨飛行多時了，美飛行員才在視
線裡面見到殲-20，它的機上雷達都沒有發
現。這樣情況還需要真打嗎？還有2022年
時候單刀赴會中國第一艘055型驅逐艦「南
昌號」帶有112個垂直發射的導彈逼退美
國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中國海軍是以實
力為基礎，美國的軍事優勢已經全面在喪
失……。

特朗普要給美國從經濟，軍事，科
技再走上偉大，可以說是一個難以臆測幻
想挽回的未知數……。在這個弱肉強食詭
譎世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美
國，妳已白白地錯失了30年……。

稿於2024年11月15日

楊文田

特朗普新任命的國防部長提名：
荒唐之舉還是噩夢開端？

近期，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提名了一位新的國防部
長，此舉引發了美軍內部高
官的強烈反應，許多人甚至
稱其為「一場噩夢」。這種
反應不僅表明了對特定人事
安排的失望，更是對特朗普

在國防決策上長期以來的爭議行為的再次
警示。此事件背後涉及美國軍事安全、國
家戰略及對外政策等多方面的複雜影響，
值得深入探討。

特朗普在任期間始終以「破除常規」
作為選人標準之一，頻繁在重要職位上安
排與傳統政治、軍事精英不太相符的人
選。例如，他多次更換國防部長，經常因
人事變動引發公眾爭議。他偏愛提拔一些
非傳統體制內的候選人，挑戰甚至削弱軍
方在決策中的傳統權威。此次新國防部長
的提名延續了這種風格，但該提名人缺乏
足夠的軍事背景和相關決策經驗，令美軍
高官對其執掌國防部的前景深感憂慮。

從歷史來看，美國總統的選人行為
直接影響軍事體系的穩定性和決策效率。
國防部長不僅是軍隊的直接管理者，還承
擔著國家戰略制定的重要職責。特朗普的
選人風格使許多軍事官員感到不安，認為
這種「不拘一格」的用人模式有損美軍的
作戰效率和團結力。美軍高官稱其提名為
「噩夢」，其實是對這種破壞性模式的擔
憂。

新提名的國防部長在戰略意識和指揮
能力上的不足，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潛在
隱患。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下，國
防部長不僅需要駕馭國防部的龐大體系，
還需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做出快速、準確
的決策。缺乏相關經驗的候選人上任後，
容易導致指揮鏈斷裂和決策失誤，這在美
軍高官眼中正是「噩夢」的根源之一。

經驗表明，美國國防部長在應對複雜
國際事務時需要深厚的政治和軍事智慧。
特朗普的此番提名引發美軍高官擔憂，懷
疑缺乏經驗的國防部長是否有能力在危機
時刻做出快速判斷、精準決策。特別是在
應對涉及中國、俄羅斯等大國的複雜關係
時，任何輕率的決策都可能導致全球安全
形勢的惡化。

新提名者的政治立場與特朗普接近，
且傾向於「加強」對外軍事干預，這一立
場與拜登政府當前的外交政策存在顯著衝
突。特朗普及其團隊中不乏主
張「美國優先」的人物，傾向
於通過軍事手段維護美國國際
地位，而非以外交手段解決爭
端。美軍高官對特朗普的新提
名表達不滿，反映了軍方對這
種政策轉向的深層不安。

當前國際環境異常複雜，
烏克蘭戰爭尚未平息，中東局
勢持續動盪，亞太地區中美競
爭帶來的地緣政治緊張也不容
忽視。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
新提名可能意味著未來更偏向
「軍事化」的外交政策。美軍
高官擔心頻繁使用軍事手段不
僅無法解決國際矛盾，反而可

能將美國拖入新的衝突漩渦中。
對於美軍內部而言，頻繁更換國防部

長且任命缺乏軍事經驗的領導人，可能引
發指揮層與基層官兵之間的信任危機。軍
隊作為一支紀律嚴明的集體，其內部穩定
性和團結是保持高效運作的關鍵。然而，
特朗普此類提名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一些軍
方高官質疑這種領導安排能否有效帶領軍
隊完成任務。

美軍官兵長期依賴清晰明確的指揮結
構，特別在危急時刻對上級的信任是任務
成功的保障。然而，在國防部長頻繁更換
且候選人資歷遭質疑的情況下，軍隊的凝
聚力和士氣可能會受損。對於軍方高層而
言，任命缺乏資歷的人擔任如此重要的職
務，如同將軍隊置於不穩定的環境中，士
氣低落、人心浮動的局面或不可避免。

特朗普的提名還揭示了美國國內政治
極化和黨派分歧的加劇。特朗普和拜登兩
黨在政策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不僅局限於
經濟、社會領域，也滲透到國防與安全事
務。拜登政府致力於通過外交和多邊主義
解決國際問題，而特朗普更傾向於單邊主
義和軍事干預，這種矛盾在此次國防部長
提名事件中尤為突出。

黨派分歧不僅導致政策反覆搖擺，還
使美國軍方面臨不同的政治壓力。作為國
家安全核心，軍隊本應保持中立，不受黨
派紛爭干擾。然而，特朗普的提名似乎將
軍隊置於政治鬥爭前沿，容易引發軍方內
部的失衡和不滿。這種局面若繼續發展，
不僅會損害軍隊的獨立性，還可能影響美
國的國際形象和信譽。

特朗普提名的新國防部長引發美軍高
官的激烈反應，其背後是對這一任命的深
深不安。美軍高官稱之為「荒謬」與「噩
夢」，不僅是對候選人資歷的質疑，更是
對特朗普選人風格、國防政策走向及美國
未來安全形勢的擔憂。

這一提名暴露了美國國防體系內在的
矛盾和分歧，以及當前國內政治極化對軍
隊穩定性的潛在威脅。在全球安全形勢日
益複雜的今天，國防部長的選人不僅關乎
軍隊內部的團結與指揮，更直接影響著美
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或許正因如此，
美軍高官們才對特朗普的提名如此警惕和
抗拒。這一事件不僅是特朗普與美軍高層
之間的「噩夢」，更是美國國家安全領域
的一次警鐘。

言少

青山不見我 
我自向雪山

歲月如矢不從心，未
老先衰已蒼顏。近年常念逍
遙事，得暇且將河山游。行
囊背起隨風去，不負時光天
地間。何來窮游富游，終不
似少年游。

此 次 趁 著 亡 人 節 假
期，原本計劃前往川西，尋覓秋景雪山相
交映。可惜，11月1日起四姑娘山因故封
山。這突如其來，好生無奈。於是覺得雲
南之旅，去那個闊別了20年的地方。

可生活總愛開玩笑，颱風「康妮」從
菲律賓一路席捲至廈門，恰好都是我航班
的路程，這一波折讓我的臨時起意，充滿
未知。

如今想來，卻也釋然，甚至想要感謝
這一路的遭遇。若不是諸多變動，我又怎
會邂逅那些別樣的風景？又怎會遇到難得
的旅伴，知己的「搭子」。

人到中年，心境悄然改變。比起熱
鬧喧囂，越發鍾情於獨處；相較於跟團采
風的尷尬，更熱衷於背包獨行。在這一時
刻，彷彿在尋覓被世俗瑣事掩埋的風景和
自我。

當然，我也早已厭煩了透過別人的鏡
頭、別人的朋友圈來認識世界，也不願再
被焦慮的生活情緒所困擾，更不想陷入內
耗的工作漩渦中。

言歸正傳，這次的雲南之行，也算豐
富多彩。我瞻仰玉龍雪山，徒步虎跳峽，
還在昆明的暖陽下，享受了愜意的下午
茶。

至於沿途的風景，山山水水，形形
色色，花花綠綠等等交相輝映。不再去贅
述。

只不過，當我見著那滿山雲霧，青山
含羞，一片迷迷茫茫、霧靄沉沉的景象。
奇怪的是，心裡並未湧起惋惜。反而覺
得，這是命運安排的獨特見聞，自有其深

意。
當我在虎跳峽徒步近10個小時，或許

一路風景太多，那種視覺上的震撼之感，
已然不再強烈。更多的是對自身的深思，
一路上，時而爬坡上山，每一步充滿艱
辛；時而順坡而下，腳步輕鬆。時而有輕
風瀑布帶來的清涼慰藉，時而又要忍受烈
日的無情暴曬。

就在這起起伏伏之間，覺得人生不也
正是如此嗎？有清新宜人的時刻，也有煩
悶難耐的瞬間。

而且，我終發現了，下坡其實更累，
沒了成就感，也沒了期待感，且風靜人也
散了。

我在此崇山間，看那金沙江水從玉
龍雪山和哈巴雪山間奔騰而過，真可謂腰
間截斷，聲勢好不浩蕩。可我蜿蜒一路，
崎嶇繞繞，但雲霧終究不散，難見青山真
貌。

至於後來的玉龍雪山，它就像是我
夢中的仙境，白雪皚皚，可愛至極。恰好
前一晚下了雪，才讓我有幸目睹這美景。
不然，就日前遊玩的旅友所說，遠看大石
頭，近看石頭大。說明我的運氣也是極
佳。

我著實不喜寫遊記，雖風景如畫，卻
也入我心。

但我心裡面的東西又沒風景好看，寫
出來也是矯情。

或許此次出行，是人生的一個片段，
但幸有感悟。

青山不見我，我自向雪山。人生又
何嘗不是這樣呢？哪有處處風景都能如你
所願，哪有事事都能順遂如意呢？只不過
繼續走下去，不一定會更糟糕，亦或有驚
喜。綜上，筆者我還是要多外出取材，久
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或許自然就是自我。旅遊是找風景
嗎？還是找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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