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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鄭亞鴻

三叔 冬節丸
在堂哥阿游的喪禮上，

健在的大部分叔伯堂兄弟姐
妹們都來了，我見到了三叔
的小女兒麗婷。記得上一次
回到老家，是四叔去世的時
候，那時，我剛留起長髮，
就已經很多人認不出我了。

又是幾年過去，我與父親老家的親戚都斷了
聯繫，再見他們，如果我沒有自報名字的
話，在他們記憶中，那個又小又瘦的豆豆跟
眼前這個中年發福的女子是對不上號的，麗
婷姐也不例外。

喪禮間隙，我與麗婷姐回憶起我孩童
時，每次三叔見到我的時候，總會給我一塊
錢的往事，因為我跟三叔的兩個女兒很像，
三個女孩就像同胞姐妹，麗婷姐說那個時
候，三叔還特意讓我們三姐妹去合影留念
呢！

我爺爺是私塾老師，當他去世的時候，
我爸只有九歲，我爸在男孩子中排行第二，
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孤兒寡母受盡欺負，奶
奶憤而信基督，大伯與三叔沒有讀書，在家
種田，我爸堅持要讀書才有出頭天，抗戰勝
利後，我爸想跟著回鄉的姐夫下南洋，臨走
時因為公雞踢翻了放在水缸上盛著麵線雞蛋
的碗，奶奶認為不是好兆頭而斷了我爸的呂
宋路。而後換成了不到二十歲的三叔去了當
年叫安南的越南。不久之後，三叔因為生病
的緣故，又返回家鄉種田了。農作之餘，三
叔的副業是賣狗，他騎著自行車，馱著兩個
大竹籃，帶著一根套狗的工具，走村串戶。
每次只要村裡的狗叫聲集體響起的時候，一
定是三叔來了。狗的嗅覺靈敏，三叔常年與
狗打交道，他身上的味道總會遠遠地被狗們
嗅出。每次三叔經過我家的時候，只要家裡
有人，他都會停留片刻，只要我在家的話，
三叔一定會給我一塊錢讓我買糖果吃，我也
必定把那珍貴的一塊錢塞進藏在門後的竹筒
裡存起來。

每當三叔來我家的時候，因為三叔的一
些所作所為，我爸總是對三叔不理不睬，即

使如此，三叔依然還會在我家停靠。記得我
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年暑假，我媽還同意三
叔把我帶回鄉下的老家去做客呢。

老家的房子是閩南特色的古厝，在那裡
居住的是大伯與三叔兩家人。分給我爸的一
間房借給三叔他們住，在我叔伯這一輩中，
只有三叔一家隨奶奶信仰基督，當年奶奶讓
兒媳婦們信仰自由。三嬸愛整潔，總是把家
收拾得非常乾淨，我在那個叫著塘後的村子
度過了幾天新奇的農村生活。

我二姐在有一次政府把村裡的狗都抓起
來要統一除掉的時候，她家的狗也被抓去，
她便去找三叔幫忙解救她家的狗，三叔帶我
二姐去關押狗的地方找狗，狗堆中，二姐家
的狗衝出來對著二姐搖尾巴，三叔立刻記住
了那條狗，果然第二天就把二姐的狗送過
來。

後來，我三叔建了新房子，搬離了老
屋，嫁女娶媳婦，變成了一大家子。每年的
暑假，我都會去華僑大學四叔家住上幾天，
突然，有一天三叔來找四叔，說是胃疼，要
來華僑大學的醫院看醫生，結果檢查化驗的
結果，三叔得了胃癌。隨後，三叔與我回到
石獅，三叔說要到我家。那天，當我爸回家
時，三叔第一次叫我爸二哥，讓我爸救他。
我爸與四叔想盡辦法要救治三叔，卻因為三
叔的病被發現時，已經是晚期，在動手術
時，切開傷口，因為癌細胞已經擴散，又被
縫上，很快地，三叔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
我爸在下班後，休息天會用自行車載我去看
三叔，爸說，如果能救三叔，他願意用盡全
力，可惜回天乏術，天不遂人願，不到兩個
月三叔就離開了人間。

三叔去世的時候，還不到六十歲，當年
沒有讀過書的三叔的外孫與孫婿是我們這個
教育世家目前還在當老師的。

血緣這種東西真的是不可思議，我們幾
個堂兄弟姐妹間，有幾個人的孩子的面相就
像親生兄弟姐妹一樣，這就是所謂的血濃於
水吧。

(12/23/2024)

12月21日，農曆十一月
廿一日，一年一度的冬至又
到了，泉州人稱冬至為「冬
節」。今年的冬節有些特
殊，今年冬節屬於早冬至，
128年一遇；農曆與陽曆時
間同步，60年難遇。古人認

為，冬至節氣是計算我國二十四節氣的起
點。因為冬至一到，新年就在眼前了。所
以，古人認為冬至的重要程度，並不亞於
新年。在民間廣泛流傳著「冬至大如年」
的說法。在中國北方許多地區，每年冬至
日，有吃餃子的習俗。而在南方，則比較
盛行吃冬節丸，取其團圓的意思。

冬節這天還有一個祭祖的習俗，今天
上午，我和老伴、弟妹等就到崇福寺奠祭
爺爺奶奶和父母親的靈位。我不禁想起童
年在老家和奶奶搓丸子的往事。那時，我
五、六歲，爺爺在菲律賓，父母在外地工
作。

冬至前幾天，奶奶就忙著準備做冬節
丸的糯米粉。冬至前一天，開始搓丸子。
糯米粉加入開水揉搓成面絮，然後再加一

些油和糖，最後再加熱水揉成團，用手揉
搓成了一顆顆圓潤的小圓球即可。奶奶還
將一部分糯米粉拌入紅粉，使得丸子有紅
白兩色，並教我將麵團捏成小雞、小狗、
金魚等模樣，稱這是做「雞母仔」。 奶奶
一邊搓一邊教我童謠: 咱厝人，冬節時，碨
米絞粞搓紅丸。搓糖粿，無稀奇，捏豬捏
狗捏金魚。做雞仔，雞袂啼，落水要撈舉
笊籬……

冬節早晨，奶奶總會盛上一碗丸子讓
我吃。丸子不包餡，其實我喜歡搓丸子的
過程，但不大喜歡吃丸子。小孩愛吃糖，
我更喜歡吃七夕時做的糖稞，糖稞煮熟後
加入糖和花生末，比丸子甜、好吃。但奶
奶總是說: 這是團圓丸，要吃。吃過冬節
丸，你就多一歲。

我十歲時，爺爺終於從菲律賓告老回
鄉。我也第一次見到爺爺，爺爺也第一次
見到我和弟弟妹妹。那年冬節，我們全家
團聚，奶奶格外高興，做了很多丸子。我
也明白奶奶為什麼要我吃冬節丸，吃得津
津有味。

(2024年12月21日)

付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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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文成

《記者生活的回憶》（十二）
【體總的誕生】
1988年2月24日，楊南

山不辱使命，拿著西寧致記

者會的一封公函回來。

函 中 ， 菲 奧 會 向 記 者

會建議，把所有菲華體育團

體組織成個互相聯繫的聯合

會。這個組織可在菲國所有體育項目中有

個代表和發言權，甚至可向政府體育機關

和菲奧委員會提供各種應興應革的建議。

對這項建議，記者會不是體育組織，

沒有能力勝任，那麼誰來帶頭呢？於是我

們就想到都市田徑會這一群活躍份子來，

莊炳生、黃文獻、陳著遠等，於是，記者

會的安排下，第一次籌備會就在大橋頭香

草酒家召開。

五十多個菲華體育團體參加，會中除

了傳達西寧的意見外，還要醞釀找出一個

人來帶頭，那時候田徑會的李賜爵在眾人

的推動下，有意出來帶領。

但這消息傳到蔡文曲那裡，李賜爵

立刻受到「勸告」而退卻。在台灣的中國

女跑手紀政也傳言給她這邊體育界的朋友

說，蔡文曲已在台北採取行動，要讓這組

織胎死腹中。

但歷史的巨輪是誰也阻擋不了的。第

二次籌委會又在香草酒家召開，莊炳生同

意接受這重任。

那時候，熱心、關心菲華體運的田徑

好手陳著遠在台灣，他回來的時候正好是

都市田徑會這群人。

在餐館設宴歡慶西寧的弟弟中選樹

里爻省長，陳著遠趕到，得知體育界正在

籌畫組織一個體育總會時，他興奮之餘，

立刻當場倡捐菲幣一百萬作為經費，在場

的莊炳生於是也乘機把他所承擔的帶頭人

職位，禮讓給陳著遠，就這樣，體總定型

了。

1988年10月29日，第一屆體總理事，在

李永年大使的監誓下，宣誓就職。陳著遠

出任首屆理事長。

這二十多年來，體總在促進菲華體運

的蓬勃，在培養菲國國家選手，對武術，

為非國爭光，所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

的。

【教師、校長獎和華教的危機】
華文教育自教育菲化後就一直在衰

微。雖然華文學校的校舍堂皇壯觀，但只

是虛有其表而已。一般人都把這責任推到

華文師資的問題上。

華文教師教學水準抵落是有原因的，

華校漢文授課的點鐘被收縮，當然教師的

收入也大大縮水了。

他們的收入只能作為是一種生活津

貼，沒法維持基本生活，因而從教的人大

量減少了，師資不僅無從選擇，而是奇

缺。

為挽救這危運，首都銀行基金會於是

就開始每年舉辦「華文傑出教師獎。」想

挽回這危運。

1987年，首都銀行基金會邀請林玉

崑、劉宗翰、李賜爵和李永年為評審委

員，選出六名傑出華文教師，給予嘉獎。

這是首都銀行基金會的傑出華文教師獎的

開始。

馬尼拉華文記者會是1988年度第二屆

傑出教師獎，才被邀參加這評審工作的，

當時被邀參加的有代表《世界日報》的陳

華嶽，記者會的名譽會長莊文成，當屆會

長吳友裕及副會長陳齊治。

陳景雲是1989才參加這項工作，這些

人連續不斷作為十一年的評審委員，直到

一九九八年。

在首都銀行基金會十二年的傑出華文

教師獎中，共七十三人受獎。

首都銀行給予現任教師們的鼓勵起了

一定的作用，在一次跟各校校長的座談會

中，鄭少堅徵詢校長們是否應繼續舉辦這

個獎，答案是肯定的。

校長們說，這個獎已經成了教師們

「追求的目標」。

事實上，這個獎已激發華人社會對式

微的華文教育的重視，給予獎勵和津貼。

齊陽柯蔡宗親會、江夏黃氏宗親會、臨濮

堂施氏宗親會，先後組織族中的教師聯誼

會，關心他們的生活福利，給予獎勵和津

貼。

宿務無名氏（引叔）就在這個時候，

提供一筆現金，要華文記者代為甄選和主

持頒發給優秀華文教師。

雖然，記者會幾位元老高層的領導因

參加首都銀行的優秀教師獎有點經驗，但

究竟說，我們還是不在行。

對華文教育界很生疏，經討論研究

後，記者會於是決定組織一個甄選小組，

聘請教育界知名人士，來共同進行甄選工

作。

為保證挑選時不偏不倚，我們於是邀

請中正學院退休院長蘇榮章、聖公會中學

退休校長汪土星、僑中學院退休院長顏長

江等人來主持大局，請對華文教育界情況

熟識的新疆書店的老闆陳國全先生來當顧

問。

（未完待續）

謝如意

天然好中藥 陪君睡好覺
不期而遇邂逅了一次感

冒，兩次三番地在睡前服用
了由紫蘇薄荷糖豐蔥和部分
冰糖燒開的水，昨晚是還加
了幾片姜。

今晨倒數第二次起夜是
在五點多鐘，再次睡去，又

是到了近九點才醒來。這是比平時顯得好
睡的現象了！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
睡晚，冬夜日遲遲」。

這首詩我沒全記清，但是，一個山居
人在冬夜好眠後的迎朝日醒來，卻是殊代
同功的。

 本是一個好吃好睡好幹活的人，偶爾
顛簸於生活滄桑的襲擊，染上了高血壓吃
上了藥，又在自知自謀與他人施助施遼中
化解病患，避免了藥物的副作用而別開蹊
徑，如今又在天然好中藥，陪君好睡覺中
起了生活中良性循環。

這才讓我尤其深刻地體會到:有情人施
藥藥到病除，對症下藥草木也有情，世間
只有情情相通才能一身氣血平和，萬事恰
到好處！

再 次 十 分 感 恩 起 不 久 前 那 個 與 我 素
昧平生的姐妹對我的坦誠忠告的肺腑之言
了，她看到我在載老人於摩托車之後座上
後，就直言勸我再也不要載老人了，因為
老人本就行動較不便，一旦碰到意外情況
也難以敏捷之身避難，萬一因此出事，自
己怎麼跟她們的下輩說得清？豈不是惹了
冤枉的麻煩！？

自 從 那 一 次 我 聽 勸 恍 然 大 悟 後 ， 我

反省自己像幾十年前故態復萌，甚至對素
昧平生的老人也照樣毫無顧忌地載之的錯
誤，因為那其實是含著一種冒險，尤其
是，老人的那些子孫們本來就沒有托我載
他們呢，我為什麼要載他們呢？在此時沒
有學雷鋒做好事的風氣的時候更是如此令
人費解。

我 感 恩 那 個 素 昧 平 生 的 同 在 做 艾 灸
體驗的姐妹的忠言警示我，我很聽話不僅
是聽她的話，也是服從了如今一般人的認
知，從那以後我毫不猶豫地不載老人了。
為此我自己也獲得了想做好事好事難做的
解脫。

 亂世都已經如此世風不古了，我又何
宜一直如此古意樂於義務載老人呢？這點
「識時務」我應該有！

 當然嘍，可能有人會因為我這變化而
與我一反常態形同陌路，但不要緊，這恰
恰能看出對方平時對我的好意是真實可信
的，還是僅僅一種算計營謀伎倆而已。我
畢竟不是某人可以借助小聰明就可以玩弄
我於股掌間的玩物，因為我們一身正氣，
不貪分外之名利色。當然嘍，見識到有幾
分荒誕殘忍的事實後的某些不適，也將在
「識時務」的這一味好「中草藥」治療中
治癒。大家都當好真實的最好的自己是再
好不過的事了！

天然好中藥，陪君好睡覺。何止是好
睡覺呢？

應天順人過日子為人做事情，不止是
封建皇帝的事，而且是我們敬天愛人的子
民的日復一日實踐的本分啊！

2024年12月11日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