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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歐遊打油詩
佛羅倫斯大教堂5

佛羅倫斯大教堂，
穹頂造型氣輝煌。
布翁創舉載史冊，
激勵晚輩追星光。

簡介陳淳淳的《原鄉走廊》
施文志

菲律賓莊茂榮基金會的【心誌叢書】系

列已經出版：之1：李泉山《山澗泉聲》。

之2：鍾藝《朗園·千島·神州》。之3：施文

志著、施華謹菲譯、Marne L.Kilates英譯《解

放童年》中菲英三語詩集。之4：：王仲煌

《拈花微笑》。之5：蔡介川《八連孩子的心

聲。之6：老油條《笑罵江湖》。之7：莊紫

棟《寸草心》。之8：蘇榮超《遺失》。之

9：劉少宏《人海百態》。之10：老油條《塵

緣蒼茫》。之11：南山鶴詩選、陳默詩選。

之12：施文志詩集《是我》。之13：施華謹

翻譯《詩在千島上》中菲雙語詩集。之14：

鍾藝《歲月記憶》。之15：吳梓瑜《岷灣絮

語》。之16：醺人《譯諸子百家》。之17：

阿占詩文集《雲淡風輕》。之18：弄潮兒小

詩三百首。之19：小鈞詩集《想想》。之

20：浩青詩選《音》。之21：蘇榮超著   曾

文明譯中英文詩集《詩寫菲律賓》。之22：

許今棟《壺裏乾坤》。之23：施文志八行詩

集《抱抱》。之24：溫陵氏詩文選《那年那

天》。之25：陳淳淳《原鄉走廊》。

莊金耀在【心誌叢書序】說：菲華文藝

開始萌芽于菲律濱華人社會形成初期。《公

理報》在其正式出版那年的十一月開始設有

副刊後，隨後，相繼創辦的華文報都設有副

刊，因此，推進了菲華文藝迅速發展。二次

世界大戰前，有許多熱愛寫作的青年人，投

稿到各華文報副刊去發表。抗戰勝利後，文

藝社有如雨後春筍，菲華文藝相當活躍，持

續了近三十年。馬可斯總統實行軍事統治，

各華文報刊被迫停刊，因而菲華文藝活動冬

眠了十多年。   

馬可斯總統在一九八一年解除軍統，

《世界日報》創刊，設有文藝副刊，吹起文

藝春耕的號角。隨後，《聯合日報》和《菲

華時報》也跟上，菲華文藝復興時期開始

了。一九八六年二月，人民革命成功，柯

莉‧亞謹諾總統恢復民主政制，新聞出版恢

復自由。菲華文藝的活動，一片欣欣向榮。

當時的《聯合日報》、《菲華時報》、《世

界日報》及《商報》，都為菲華文藝活動的

蓬勃發展，發揮促進作用。這些報刊分別提

供園地及版位，讓各文藝團體及眾多寫作人

士發表他們的作品。《商報》的「大眾論

壇」是廣受歡迎與珍愛的園地，隨後，《世

界日報》開闢了「大小廣場」副刊，擁有廣

大讀者。

幾十年來，菲華文壇先後湧現了一批又

一批優秀的作家，各文藝社、各報社，各基

金會及作者個人，曾先後出版了數以百計的

作家選集或個人文集，流行于世，使菲華文

壇呈現一片頗繁榮的景象。這對弘揚中華文

化，及提高菲華社會的生活素質，都有積極

的作用。 

莊茂榮基金會是為紀念先嚴茂榮公而

設立的，先嚴生于清光緒末年，早歲在家鄉

上過幾年書塾，受過中華文化的薰陶。十來

歲南渡菲島，在先祖汪勝公和同鄉族人合夥

之永和珍糖餅店工作。戰後家族事業有所發

展，先嚴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創協裕紙業

公司，經營紙料。至今已六十多年，仍然健

康地營運，由第三代負責管理，第四代已經

參加工作。他一生勤儉，敬業樂業，大公無

私，克己待人。事業漸趨穩固後，他熱心公

益事業，對宗族事務尤其熱衷，經常為族人

排難解紛，深受族親擁戴，曾任菲律濱錦繡

莊氏宗親總會理事長。 

一九五九年，在家兄杰樹的倡議下，

先嚴邀集友人合創立高紙業公司，擔任董事

長。我于一九六一年九月自香港來菲，翌年

四月開始在公司學習工作。因為股東眾多，

人事複雜，經歷許多波折，幾番改組，至

七六年秋，公司業務開始由我負責主持。

四十年來，兢兢業業，艱苦拚搏，在諸同事

及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穩步成長，立高

集團成為菲律濱市場主要的紙品供應商之

一。這都是在先嚴辛苦創建的事業基礎發展

起來的，在先嚴逝世三十週年的今天，更感

念他一生對家族輝煌的貢獻。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

詩聖杜甫的名言。誠然，寫作人長期的精神

勞動，若能把自己的力作結集成書，乃是他

們的夙願。有感于此，此番莊茂榮基金會出

版《心誌叢書》系列，意在讓具有菲華特色

的文學作品得以結集傳世，為菲華作家的心

血結晶略盡棉力。我們認為這項工作有益社

會，富有意義，何樂而不為。

《原鄉走廊》列為【心誌叢書】之25。

共收拾112篇文章。

陳淳淳在《自序》文中說：《原鄉走

廊》是我彙集了幾年來的作品，書中的主要

內容部分是我在菲律賓經過了多年來對華人

華僑最初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來到菲律賓經商

貿易的探訪，以及對菲華社會民族思想和民

俗文化的研究，以及從異國到故鄉的見聞和

心靈感悟。書名之所以起名《原鄉走廊》，

那是我雖然移居菲律賓多年，而縱然漂洋過

海移居這美麗的千島之國，可心靈依然留有

原鄉情結，不是難以融入異國的社會生活，

而是故鄉的根植深入骨髓。作為「番客」的

後代，我沿著祖父的足跡來到菲律賓，在這

個有著熱帶風光的美麗島國，我感受到菲律

賓人的友誼，領略了千島之國蕉風椰雨的美

麗，而菲華社會呈現出來濃厚的閩南文化，

以及唐人街的鄉音，讓遊子有了心靈原鄉的

歸宿感。每逢歲時節日，菲華社團紛紛舉辦

的閩南民俗文化活動，填補了遊子思鄉的情

懷。

我曾站在馬尼拉灣的岸邊，望著波光粼

粼的海面，穿過斑斕的霞光，在時光的碎片

裡，看到的是先輩們駕著大帆船，滿載著絲

綢、瓷器、茶餅等，從宋元時期的泉州刺桐

港乘著季風來到了呂宋島，進行商貿活動，

為中菲貿易開創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我曾走進華裔博物館，沿著歷史的足

跡，尋訪華人華僑在菲律賓克服萬難、艱苦

勞作、靠汗水安身立業、憑奮鬥勤勞致富的

故事，千百年來，華人華僑秉持吃苦耐勞、

敢拚才會贏的精神，在這千島之國艱苦創

業、繁衍生息。

我曾站在「菲律賓華僑烈士紀念碑」

前，望著那一排排華人華僑英烈的名字，看

到了在抗日戰爭戰火紛飛的戰場上，華人華

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組織「華支」等武

裝力量與敵人展開城市和農村的遊擊戰，為

戰勝侵略者而獻出寶貴的生命。只有懷著一

顆感恩的心，才能看到我們現在之能歲月靜

好，那是有人替我們負重前行。

我曾站在華校的講臺上教授中文，那是

千百年來先輩們用血淚和艱苦奮鬥換來的，

為新生代華裔能在異國學習

祖籍國的母語，創辦了華文學校、華文

報刊，為了傳播中華文化，華人華僑前仆後

繼不遺餘力地維護了這些華文學

校、華文報刊，因為華人華僑知道中華

文化是維護菲華社會民族團結的核心力量。

我曾站在故鄉的「番仔樓」上，浮想

聯翩，這棟融合閩南傳統紅磚古厝與南洋建

築風格的「番仔樓」是祖父從菲律賓寄來的

「僑批」建成的，「番仔樓」見證了先人漂

洋過海在海外奮鬥的歷史，站在「番仔樓」

想著華人華僑海外創業的艱難歲月和衣錦還

鄉的光輝場面。故鄉是著名的僑鄉，故鄉的

那一棟棟中西合璧建築風格和豐富的僑文化

內涵的「番仔樓」，是海外華人華僑用一批

批的「僑批」築建起來的，「番仔樓」是海

外華人華僑的一部海外奮鬥史的活化石。當

我走進故鄉的「僑史館」，看到那一幅幅華

人華僑為家鄉建設做出貢獻的圖文時，我心

胸澎湃，故鄉如今的繁榮昌盛也有華人華僑

的一份功勳，情系桑梓、愛國情懷是海外華

人華僑的重要特點，在海外艱苦奮鬥然後衣

錦還鄉，在家鄉建造一棟「番仔樓」是海外

華人華僑守住「根」的共同願望。

【作者簡介】：陳淳淳(筆名:雨柔)，原

籍福建省石獅市，畢業于廈門大學漢語言文

學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移居菲律賓，現

任菲律賓《商報》文藝副刊主編。菲律賓華

文作家協會理事，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泉

州市作家協會會員，石獅市作家協會會員。 

2010年用筆名雨柔出版詩集《心之韻》。 

2014年用筆名雨柔出版散文集《心靈的原

鄉》。

陳淳淳的《跋》文：在文學的浩瀚星

空中，每一本書都是一顆獨特的星辰，閃耀

著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光芒，而在這璀璨星光

的背後，有一位默默奉獻的贊助者，他用自

己的力量，為書籍的誕生注入了關鍵的活

力，他就是菲律賓《商報》副董事長莊金耀

先生。當《原鄉走廊》這本書即將呈現在讀

者面前時，我的心中滿是感慨與感恩，雖然

這是我出版的第三本書，心中還是滿懷歡喜

與期待，多年來的努力與付出，無數個日夜

的筆耕不輟，終于要結出碩果，想像著《原

鄉走廊》帶著墨香擺在書架上，被更多的人

翻閱、欣賞、評論，我深深的感恩。此時，

我懷著虔誠與敬意，向給予我出版《原鄉走

廊》極大支持和贊助的莊金耀先生表達我最

誠摯的謝意！

一直以來，能夠把專欄文章結集出版

是我內心深處最熾熱的夢想，那一本本散發

著墨香的書籍，彷彿是一條條通往世界的走

廊，讓我心馳神往，莊金耀先生慷慨贊助

《原鄉走廊》出版，不僅僅是對我的支持，

更是對知識的尊重和對中華文化的傳承。

《原鄉走廊》這本書不僅僅是我個人思想的

表達，更是贊助者愛心奉獻的見證，它承載

著我們共同的期望，那就是通過文字的力

量，傳遞溫暖、啟迪心靈、引發思考。同時

我也希望《原鄉走廊》能夠不辜負贊助者的

期望，能夠給讀者帶來一些收穫和感悟，願

我們都能在文字的世界裏找到屬於自己的那

份寧靜與美好。

我期待著《原鄉走廊》能在這個世界

上留下屬於自己的印記，我相信，只要用心

去書寫，用情去筆耕、用愛去傳遞，《原鄉

走廊》能夠像一顆種子，在讀者心中生根發

芽，綻放出絢麗的花朵。

晚上9點，就可以不寫作業了？ 
近日，江蘇蘇州工業園區教育局發佈

的《致家長的一封信》引發關注。信中提及

園區內學校實行「作業熔斷機制」。根據要

求，小學生至21:20（初中生至22:00/高中生

至23:00）仍未完成作業的，請讓孩子停止作

業，及時就寢，保證充足睡眠。第二天向老

師說明情況即可，未完成部分無需補做。

到點就停，無需補做。在「雙減」三年

目標任務實施的收官之年，蘇州工業園區教

育局此舉無疑再次釋放了積極的信號。事實

上，類似機制此前已在多地推行。早在2021

年9月，安徽阜陽清河小學就實施了作業「超

時熔斷制度」，超過晚上9點或總用時超過60

分鐘，必須停止作業，且同樣無需補做。

然而，這一做法並非沒有爭議。中國教

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陳志文向表示，對

家庭作業一刀切「熔斷」，存在討好一部分

學生和家長之嫌。他認為，「減負」不能放

棄對教育的基本要求。

另一關鍵問題是如何調動學生寫作業的

積極性。還有觀點稱，很少有家長主動提出

「作業熔斷」。「現實中真正卷孩子的還是

家長。」有教育界人士向提到。

到時停止作業
「此外，我們倡導不給孩子增加額外作

業負擔，注重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和後勁潛

力」「老師會根據教學情況做出教學調整，

促進孩子學習更加有效。」上述《致家長的

一封信》中還提到。在信的最後一部分，當

地教育局呼籲家長們幫助學校更好地開展

「雙減」工作。

通過致信披露新規，這一做法並不常

見。蘇州工業園區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員提

到，發佈《致園區家長的一封信》，是希望

家校攜手、協力合作。

作業熔斷機制，簡而言之，是在特定時

間後，如果學生仍未完成作業，可以停止作

業，及時就寢，確保充足睡眠。

2021年，教育部曾發佈《教育部辦公

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睡眠管理工作的

通知》，明確小學生就寢時間一般不晚于

21:20、初中生一般不晚于22:00、高中生一般

不晚于23:00。

事實上，類似機制此前已在多地推行。

多地學校根據實際情況，設定了不同的熔斷

時間或條件。

2021年9月，阜陽清河小學實施作業「超

時熔斷制度」，超過晚上9點或總用時超過60

分鐘，必須停止作業，且無需補做。

2022年4月，江蘇省教育廳辦公室曾發佈

簡報推廣常州市全面建構中小學作業管理的

「三三四」常州模式，其中提到建立「作業

熔斷」機制 。2023年2月，常州市博愛小學發

佈通知啟用作業「九點熔斷機制」，超過晚

上9點無條件停止作業，隔天不用補做。

據報道，常州市博愛小學相關負責人表

示，作為學校方，啟用這個機制，意在讓老

師們提高課堂效率，注重提優補差，尤其要

在課堂上關注後進生的學習，讓問題在課內

解決。課後作業要精選，注重基礎之上的思

維深度，以此提升學生的核心素養。減少重

複、機械性作業，抓好課後服務主陣地，在

第一時段爭取完成作業，才能為準時睡眠、

確保睡眠時間和睡眠質量提供支持。

2023年4月，寧波市衛健委、教育局印發

《寧波市中小學生「睡眠改善行動」工作方

案》，規定試行「作業熔斷」，保障小學生

就寢不晚于21:20，初中生不晚于22:00，高中

生不晚于23:00。

作業「熔斷」，之後呢？
《中國睡眠研究報告2023》顯示，我國

中小學生群體每晚平均睡眠時長僅為7.74小

時。一些初高中生，挑燈夜戰已成常態。

案例比比皆是。2021年9月，有網友在人

民網「領導留言板」反映稱合肥某中學七年

級作業太多。該網友稱，孩子每天寫作業到

晚上11點左右。不是寫字速度慢，而是作業

確實多。週末寫滿滿兩天的作業。早上5：40

起床，7:03之前必須到校。這名網友還稱，

國慶7天，數學360道多項式計算題，還不算

其他科目。

對此，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回復，通過

家長、學生訪談瞭解到七年級學生在課後延

時服務時間段就能完成當天的大部分作業。

以字會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