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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勇 李天榮

自己的子女才可貴 中國貨幣政策的轉向：
共促全球繁榮的催化劑中 國 人 有 一 句 話 叫 做

「虎毒不食子」，狹義是
說，老虎固然是兇猛的野
獸，但是無論牠有多狠毒，
也不會傷害自己的孩子，廣
義則是指凡人皆有愛子之
心。有鑒於此，大家都認為

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然而，無論是虎毒不
食子抑或是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都是一般
而言，還是有不少為人父母者為了自己的自
私目的，甘願犧牲子女的利益。

馬尼拉警察局近日逮捕了一名售賣兒
童淫穢視頻的女子，淫穢視頻中的兒童，分
別為7歲和10歲的兩名男孩，以及一名14歲
的女孩。更離譜的是，這些受害兒童竟然全
是嫌疑人的兒子和女兒！該名婦女日前拍攝
了其孩子們的露骨性視頻，並將其出售給外
國人，一名外國人付給他一萬披索！

為了一萬披索的酬勞而拍攝自己親生
骨肉的淫穢視頻，大家或許會認為嫌疑人一
定是家徒四壁，所以才會犧牲自己的子女。
然而，她這次售賣自己兒女的淫穢視頻，並
不是家裡等著錢開飯，抑或是有家人生病，
急需錢去看醫生或者買藥，據她自己表示，
拍攝這些視頻，是為了攢錢買房子。即使是
沒錢交房租，也不能為免於一家大小流落街
頭，而禍害自己的孩子，何況是想買房子。

當然，意欲擁有自己的房子的想法是
正確的，有了自己的房子，就不會居無定
所，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膽，擔心一旦沒有錢
繳納房租，將會被房東趕走，一家人只能四
處流浪；擁有自己的房子，生活才能有保
障。但若是沒有足夠的錢，則不能夠想一步
登天，立刻擁有自己的房子，而應腳踏實
地，努力工作賺錢，一步一腳印，等賺夠本
了，再來購置房屋也不遲。如果平常時連購

買每天的日常基本必需品的能力都成問題，
還想要在短期內買房子，那就未免太不自量
力了。

若是不夠錢買房子，千萬不要四處向
人借錢，尤其是向高利貸舉債，否則到時每
天躲債的情況將會痛苦不堪。欠下巨債而沒
有能力償還，整天東躲西藏的慘狀，將比四
處向人舉債有過之而無不及 。嫌疑人為了
買房而禍及自己的子女，是自私的表現。

 或許有人會認為，她只是拍攝兒女的
淫穢視頻並將之售賣於他人，而非強迫他們
去出賣自己的肉體，已經是夠仁慈了。其實
不然，把未成年人的淫穢視頻出售給別人，
令到他們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自我「暴露」，
並受人指指點點，將在他們的內心留下陰
影，往後將對他們的幼小心靈造成重創。

嫌 疑 犯 把 子 女 的 淫 穢 視 頻 賣 給 外 國
人，只獲得一萬披索的酬勞，要拿去買房
子，根本就微不足道，難道說她將千次萬次
地拍攝並售賣兒女的淫穢視頻？三個子女的
不雅觀視頻在公眾面前曝光，將來心理一定
會不平衡。

嫌疑人還堅稱自己是被外國人誘騙，
才拍了這些視頻，她明明說是為了買房子才
拍攝並出售這些視頻，又怎麼會是受到誘騙
呢？她還澄清說只拍了自己其中一個兒子而
非三個孩子，其實無差，除非是她根本就沒
有拍攝他們，否則不管是一個抑或是三個，
都有自己的親骨肉受到或禍及。

所謂虎毒不食子，這位母親如此對待
自己的親骨肉，可是比將他們吃掉更加殘
忍。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若是沒有錢買房
子，就應該暫時跟人租房子住，再富麗堂皇
的花園別墅，也不會比自己的親骨肉更可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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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面臨經濟不確定
性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背
景下，中國最近的貨幣政策
轉向為世界帶來了一股亟需
的希望。中國政府決定採取
“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取代14年來長期奉行的“穩

健”路線，這一轉變顯示出北京穩定國內經
濟、推動全球增長的堅定決心。配合習近
平主席提出的5% GDP增長目標，這一政策
轉向彰顯了中國對促進國內外經濟復甦的承
諾。

明確的政策信號
這一政策調整是在中國年度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召開前夕宣布的，時機極為關鍵。
面對房地產市場疲軟、通縮壓力和消費需求
不足等挑戰，北京正重新調整財政和貨幣政
策，以激發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活力。
這一舉措迅速引發全球反應：中國股市上
漲，債券市場趨於樂觀，石油、鐵礦石及銅
等大宗商品價格也因預期需求回升而上漲。

中國提振國內經濟的果斷行動，對貿易
夥伴起到了穩定作用，顯示出其作為全球貿
易支柱的持續角色。這對亞洲、非洲及拉丁
美洲等依賴中國巨大進口需求的商品出口國
尤為關鍵。

對全球市場的連鎖效應
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深遠。中國經濟

的復甦將有助於恢復供應鏈的穩定性，刺激
發達國家高價值產品的需求，並為發展中國
家創造新機遇。

此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持續展示出其作為全球經濟聯通推動者的潛
力。透過對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北
京促進了經濟活動，並在國與國之間建立了
實際和象徵性的橋樑。同時，中國內部通過
擴大中產階級、提升內需的改革，為全球出
口商，特別是消費品、奢侈品和農產品行
業，開啟了巨大的市場潛力。

多極化世界中的領導力
中國的最新舉措體現了其在多極化世界

中建設性領導的宏大願景。在孤立主義與保

護主義威脅全球穩定之際，北京的開放姿態
提供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替代方案。習近
平主席對“關稅戰、貿易戰及科技戰”的批
評，強調了合作而非對抗的重要性。

儘管與美國的緊張局勢仍在持續，但中
國正釋放出緩和衝突、優先互利增長的積極
信號。習主席對對話和包容性的強調，提醒
人們經濟脫鉤對所有國家都有害，而中國則
描繪了一個共同繁榮、促進穩定與進步的世
界願景。

挑戰與機遇並存
任何對中國經濟的分析都不能忽視其面

臨的挑戰。人口結構轉變、地方政府債務及
結構性低效問題依然存在。然而，北京務實
的政策制定、持續的改革和適應能力讓人充
滿信心。從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混
合體系，到向消費驅動型經濟轉型及推動創
新，中國一再展現出應對複雜挑戰並實現自
我重塑的強大能力。

對全球而言，中國的這些特質為在不確
定性中促進增長提供了寶貴經驗。發展中國
家尤其可以從中國的投資、貿易夥伴關係以
及其在動盪時期作為經濟穩定器的角色中獲
益。

攜手合作的呼籲
中國承諾繼續充當全球“增長引擎”，

這不僅僅是一次國內政策轉向，更是向全球
發出的攜手合作的呼籲。在這個互聯互通的
世界中，任何國家都無法孤立行動。北京所
提出的共同繁榮願景，表明中國的崛起並非
威脅，而是全球各國共同發展的機遇。

在各國面對通膨、能源危機及供應鏈中
斷等共同挑戰之際，中國的積極政策為集體
行動提供了一個藍圖。如果全球社會以開放
與合作的態度回應，這一時刻或將成為經濟
穩定與共享成功新時代的起點。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國對增
長與包容性的承諾提醒了我們：當各國將自
身的抱負與全球進步的需求相結合時，一切
皆有可能。北京貨幣政策轉向的連鎖效應遠
超其國界，為世界描繪了一個由合作而非競
爭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美好願景。

莊文成

《記者生活的回憶》（九）
事 實 上 ， 葉 雙 珠 每 天

在時報的時間不長，她注意
的事項還是報紙的報份和廣
告，對編輯部的事很少過
問。

作為一個科班出身的新
聞從業員，她也曾親自外出

採訪過消息，有一次是範侖那街某大廈迫
遷華人居戶，她帶著記者張里惹到現場採
訪。又一次是馬科斯總統的女兒出嫁，她
親自到佬瓦市採訪，並寫了一篇特寫。這
些消息和特寫在報紙上要如何處理，她交
給編輯，從不過問。

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一日，參議員尼雷·
亞謹諾在機場慘遭槍殺，這是轟動世界的
大新聞，葉雙珠從總統府來了電話，說報
導這消息要謹慎一點，最好參考總統府發
的新聞稿，但過了十幾分鐘後，她又來電
話，說總統府新聞稿用不用，我可自己決
定，不過有關機場兇殺現場的照片，可向
《人民論壇報》要。

因此，在處理亞謹諾殺案，群眾示威
遊行，亞謹諾出殯的消息，新聞照片，時
報跟其他英文報比較，並不遜色。

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菲國舉行臨
時選舉，高莉·亞謹諾對馬科斯總統，高
莉的華人朋友，為她準備選舉海報，要在
華文報刊登，結果這廣告遭受到兩家華文
報的婉拒，當這廣告稿拿到《菲華時報》
來時，我跟葉雙珠通了個電話，問她要不
要接受，她回答：接受。我又提醒她你可
想像廣告的內容不會說馬科斯的好話，她
說：還是接受，不過有個條件，什麼條
件？她說先付清廣告費。就這樣，《菲華
時報》為高莉在華文報作了一項突破，連
續一個星期，她的競選宣傳全版廣告，出
現在華文報上。

局勢急轉直下，厄沙人民力量革命
爆發了，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五日，馬科斯
一家人坐上美國軍機逃亡夏威夷，馬科斯
「走路」了，葉雙珠呢，她已舉家移居美
國，《菲華時報》怎麼辦呢？繼續出版。

有一天，論壇（JOURNAL GROUP）集
團的總裁奧利描禮示夫人，要我陪她一同
到華人區來，拜會建南銀行的總經理吳沛
然，談的就是《菲華時報》的命運，她希
望有一個妥當華人來接辦這報紙。吳氏很
坦率地表態，他沒有這意願。

過了不久，陳義耀先生帶著他的家
人，到時報來「參觀」，聽說他有意買下
這報館。這同時，我的老同學蔡延貴（已

故）出現了，他閃電式地代他的姐夫莊清
泉買下這報館，想得到這報館的殷商李南
文遲來一步，於是他找清泉去，於是他們
兩人同意合夥，過後，李氏認為只需付出
三百萬，少數目，他自己來，清泉同意
了。

於是，《菲華時報》有了新主人，我
繼續當任總編輯。

南文購買了《菲華時報》後，「簡
直是變了一個人」，根據他的妹妹李培瑜
說,，「以前，過了下午四時，他就跟朋友
一起外出豪賭去，現在，到七八點，他辦
公室的燈光還亮著，一個人不知道在寫些
什麼東西。」

他在寫時報的時評。可是由於離校
久了，中國字生疏了，寫不出來，所以，
經過我幾次為他修改後他感到不好意思，
乾脆把他對某種現象的一些看法意見告訴
我，要我代寫。

時報頭版專欄，「我們的話」就是
我們合作的成果。那時候，對台灣當局的
「黑名單」的做法，南文非常憤慨，大力
進行批評，菲華人群正義社在祝賀時就稱
讚她「為民喉舌，言人所不敢言，論壇筆
尖，寫人所不敢寫。」

在南文的主持下，時報的報份直線上
升，幾乎追上了當時的《世界日報》。

【誰送來的花圈？】
有一天下午，有個非人受人差遣，送

了一個花圈到報館來，初時我們以為他是
走錯路，但花圈上明明寫著「XXX先生千
古」，很明顯是要送給我的。

這如果不是惡作劇，就是種「死亡
威脅」。但我想一想，最近沒有得失任何
人，也沒有跟人家「筆戰」，西線無戰
事。

對生死這問題，我很泰然，採訪警局
時，經常在死人當中來往，商報案發生時
我也曾坐過牢。最後，同事們報了警，把
它當為一宗「死亡威脅」來處理，就這樣
不了了之。

正當南文要在時報大展身手時，為了
時報在經濟上沒有後顧之憂，他已說服了
股東，要把時報歸入SOLID MILLS集團，很
可惜1987年11月30日晚，他在華人區沙拉撒
街遭人暗殺了。華人社會頓時失去了一個
敢作敢為的華報發行人，《菲華時報》失
去了擎天的支柱！是誰謀殺了南文？

是誰謀殺了南文？社會上議論紛紜，
治安當局說要調查，但至今還沒有下文。

（未完待續）

鄭亞鴻 

草木皆兵
美 國 國 會 聯 邦 參 議 員

斯科特日前發佈聲明稱，中
國產大蒜對美國食品安全構
成「極大威脅」，要求發起
301調查。美國國會眾議院
已經審議通過的2025財年國
防授權法案中，也包括要求

美軍商店禁止銷售中國大蒜的條款。
這位美國議員的「指控理由」很簡

單，因為中國種植的大蒜的過程中採用的
「肥料」是人體排泄物，這是一種不衛生
的「生產方式」。同時在美國大蒜是一種
被廣泛應用的食品，所以對美國國家安
全、經濟繁榮構成威脅。其在公開信中指
出：如果我們的食物（大蒜）不安全，我
們就不能指望我們的軍人，能夠捍衛我們
國家的利益。

大蒜，原產亞洲西部或歐洲，西漢武
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前後，被張
騫帶到了中國，幾乎每個國家的飲食文化
裡都有大蒜。除了食用價值，大蒜還是一
味用途廣泛的藥材，具有食積消滯、殺菌
滅蟲的作用。這廚房裡再普通不過的調味
品，如今成了美國政客攻擊中國飪際政治
的借口，變成對美國的「威脅」 ，真是
讓人匪夷所思、唏噓不已。中國人幾乎家
家戶戶都有大蒜，祖祖輩輩把它作為調味
品，難道是自己「威脅」自己? 世界之大，
無奇不有，但像美國這樣，因為大蒜而引
發國家安全擔憂的，恐怕也是獨此一家
了，這不禁讓人感歎，美國一些政客的反
智，真是無以復加。

在中國外交部12月13日舉行的例行記
者會上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記者

提問時說道「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美
國有關政客的謊言謬論引發了中國網民的
群嘲。相信大蒜做夢都想不到，竟能對美
國產生『極大威脅』。」毛寧說，從無人
機到起重機，從冰箱到大蒜，被美國扣上
「國家安全風險」帽子的中國產品越來越
多，但美方所謂的證據和理由哪一條能經
得起檢驗？毛寧表示，世人看得很清楚，
這些不過是美國大搞保護主義，濫用國家
力量遏制打壓中國發展，強推「脫鉤斷
鏈」的幌子罷了。

其實，美國一些政客為了其政治目
的，製造恐慌，轉移視線，這才是真相。
他們利用民眾對食品安全的擔憂，製造貿
易壁壘，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種
行為，不僅損害了中美貿易關係，也損害
了美國消費者的利益。美國今後，是不是
還要禁止進口中國醬油、中國醋等，理由
是這些調味品也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這並非危言聳聽，以美國某些政客的邏
輯，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他們為了達到
反華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捏造謊言。

美國一些政客將中國的產品都視為對
美國的「威脅」，真是到了草木皆兵的地
步，大到起重機、電動三輪車，小到大蒜
也能對美國產生『極大威脅』，這反映出
他們的心虛不自信。但有一樣中國的材料
美國不禁止，那就是稀土。中國最近發佈
了《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清單》，禁止出囗
稀土等稀有軍用材料。美國不是要中國管
制軍民兩用物資出口嗎？中國現在做了，
美國還有什麼話說？這是搬起石頭砸了自
己的腳!

(2024年12月15日)

謝如意

為愛鳥聲多種樹因貪月色門常開
八 月 的 最 後 一 天 ， 已

將寅時，獨在家居小院，微
微的夜風送爽，想起過去有
鄉人為他人寫的一對春聯之
句：為愛鳥聲多種樹，因貪
月色門常開。

對此聯句，自有仁者見
仁智者見智。而對於我來說，我略知做對子
的人的為人和承寫聯者當時的部分家境，自
然會有我把這兩者結合考慮的揣摩和感悟。
而至於幾十年後的今夜能夠重新勾起回憶，
那就與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一些舒適愜意有
關了。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類之聚
未必皆樂，蓋類中有類千差萬別。

而同氣相投，自然容易心有靈犀，交
流容易且愜意。

如果是一個長談三小時而如經半小時
短暫而已的相會，儘管沒有猜拳行令吃吃喝
喝，更沒有蠅營狗苟的密謀算計。

但是也有酒逢知己千杯少和歡愉嫌日
短的味道。或許，這就是生活中的一種通感
現象。

又所謂學有專攻，心無二用，有捨才
有得。

樂得率性長談推心置腹，自然先把一
些正事暫緩，於是另外有些事自然因此被耽
擱得姍姍來遲，且由此產生一系列連鎖反
應，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周公吐哺能使天下歸心，我一般俗人
容易如貪月色而門常開一樣，就可能讓延遲
吃飯的小毛賊自門而入。

而不習慣吃飽就馬上睡覺的我，自然
容易因勢利導而於信手坐功課上和平舒適自
己的天性。

也算是對「跌倒也要捧起一把沙」的
身體力行，讓樓板下的那窩燕子和天上閃爍
的群星與空中的耀眼的路燈光，都見證和祝
福我珍惜韶光自求多福！

為愛鳥聲多種樹，因貪月色門常開。
這不僅抒發了作者當時某些情趣，而且可資
如今我們為人做事及時造福做參考。至於大
家如何有感於心而驗之於行，那就任各顯神
通百花齊放吧！

2024年8月31日凌晨寫於福建南安
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小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