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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逸峰

談談華人區新街燈
今年春節前夕，馬尼拉

市政府「心血來潮」，在華
人區洲仔岸至王彬銅像一帶
安裝了許多紅色街燈，上面
更有一條金黃色的盤龍，似
乎要衝向蒼穹。

網友們對此展開激烈辯
論，有的大讚好看，在疫情中為華人區增
添了不少喜慶顏色，而且龍是中華民族的
象徵云云……。

另一名網友則痛批這些街燈越看越
醜，佔據了一條車道增加擁擠不說，簡直
像極了清明節和亡人節，帶去華僑義山祭
拜先人用的紅色龍燭，若晚上亮起燈來，
簡直就像仙山燃燒的蠟燭，陰森恐怖云
云……。

因此，劍客不吐不快，雖然形容這

些新燈柱如同仙山蠟燭有點過頭，但燈柱
造型缺乏美觀，只是一味要打造唐人街的
「中國味」，完全忽略了優雅和審美觀。
這也讓我想起「畫蛇添足」這句成語。

馬尼拉華人區是號稱世界上最古老的
唐人街。

要想維護華埠形象，市政府首先要做
的是清理那些礙眼的蜘蛛網般電線，再來
是清潔街道，將那些要錢的街童和露宿者
移到收容所，而不是任由他們在街頭四處
騷擾遊人要錢。第三是修正唐人街街道，
高低不平的街面加上車水馬龍，讓路人步
行更加艱難。

疫情遠遠未結束，市府的錢可用在其
他較有用的地方，而不是去搞不切實際的
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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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配組詞
一、《江南春‧庚子禍殃》

                                       星默默，夜悠悠。
                                       花旗疏抗疫，傷害蔓全球。
                                       流傳彌廣千秋厲，殃禍滔滔淹世憂。

二、《江南春慢‧辛丑祈安》

                                       輪換耕牛，根除孽鼠。人寰掙抗苛病。
                                       狂夫肆虐，理念邪，生死由命！
                                       貧富區分定。紅脖子，自私氣盛。
                                       傲慢妄，哀鴻遍野；禍患天涯，良知道義誰訂？

                                       防傳染，方向正。萬眾一條心，救亡神聖。
                                       消災賑困，共奮鬥、馳援加勁。
                                       辛丑晨曦映。蒼黎盼，禍殃滅罄。
                                       前景好，高效疫苗，醫護維新，晴天耀輝彪炳。

返步奉和
逸峰兄[快慢配組詞]/醺人

一、《江南春‧庚子禍殃》

                                       瘟疫佈，世人憂。
                                       微型星點火，燒燎遍環球。
                                       由來凶酖連庚子，雖醒猶醺餘勁悠。

二、《江南春慢‧辛丑祈安》

                                       庚子臨行，秋波黯澀，終年殊少遺炳。
                                       瘟神作怪，釀變酸、詩意溜罄。
                                       因果紅塵映。昏鷹墜、暴熊失勁。
                                       羨故國、醫痊惡疾，數探蟾宮，昇空徹地通聖。

                                       迎辛丑，祈允正。福祐倍添增，減輕科訂。
                                       昏君既鏟，速剪暴、還民熙盛。
                                       仁政清流定。康療隊、四時待命。
                                       驅歹念、唯德是從，杯酒交心，逾恆弭消窮病。

劉先衛

老家台上屋場的年味
蠟燭亮堂堂，紅燈籠高

高掛；鞭炮響連天，歡喜過
大年。整個台上屋場因為年
的到來漸漸熱鬧起來。掛燈
籠、掛年畫、貼春聯、貼窗
花、放爆竹、發紅包、穿新
衣、吃餃子、舞獅耍龍，賀

年、團年、拜年，老家台上屋場連空氣也
飄散著一股濃濃的香甜味。年是用來回味
的，年就躲在那幾角錢的紅紙包裡，藏在
那身藍粗布新棉袱上，還有臘魚臘肉的香
味，誘惑著物質貧乏的童年，溫暖著我兒
時珍藏的記憶。

過了臘八就是年，一年一歲一團圓。
那時台上只有劉、李兩戶姓氏。李姓是大
戶，鄰居李家有兩位大伯在外當工人吃皇
糧，老鄉回家過年，自然必帶回大包小包
的年貨，將年過得豐富而有儀式感。從臘
月二十四過小年開始，祭灶祭祖、祭天祭
地，給祖宗供奉豐盛的祭品、上香，非常
隆重又非常講究。大年三十達到高潮，且
爆竹又放得格外多，大地紅鞭炮響個不
停，晚上衝天的禮花照亮了半個夜空。一
盞礦燈掛在李家神堂屋的階基橫樑上，照
著台上的角角落落，整個屋場亮如白晝，
直到十五元霄節散節後才會漸漸熄滅。

鄰居如此風光地過新年，幾乎把嘴饞
眼熱的我羨慕得要死。我家餐餐拿紅薯當
飯，湯水裡沒有一絲油腥，要等到過年才
能打一次牙祭。在青黃不接的初夏，我們
經常餓得頭發暈兩眼發花。所以，每逢過
年節我總有一個小小心願，盼望著也能吃
上大魚大肉。更盼望鄰居李培喜大哥回家
過年，並且從郴州帶回來很多故事書、連
環畫。我最喜歡故事書刊《365夜》，我借
了一次又一次，數九寒冬我可以坐在凳子
上看一整天而不覺飢餓。

俗話說得好「風水輪流轉，明年到
我家」。1980年撥亂反正全面展開改革開
放後，我家喜事臨門，父親恢復公職走上
行政工作崗位，不久二兄招工進了村辦皮
鞋廠。由於父親工資少薪水低，家庭人口
多負擔重，家裡的經濟狀況還是外甥打燈
籠---照舅（舊），生活依然好不到哪兒去。
日子略有好轉，是二兄先增在村辦皮鞋廠
搞供銷跑業務的那幾年，過年時二哥會買
回來成捆成箱的炮竹和禮花，但我已是個
上學的大小孩了，只能羨慕地看著小侄子
玩花炮，什麼二踢腳、竄天猴、麻雷子、
大地紅、飛天鼠、寶寶樂、魔術彈、地老
鼠、電焊條、震天響、摔炮等，這些花樣
繁多令人眼花繚亂的炮竹，幾乎都是我小
時候從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我忘不了農曆臘月三十晚上，勤快的
母親在灶房裡起早摸黑地忙碌，磨完豆腐
後又做釀豆腐，熟練地炒瓜子炒薯片炸年
糕。在微弱煤油燈亮光映照下，她的鼻尖
上閃著汗珠，煞是晶瑩光亮。雖然天氣寒
冷，我們圍坐在熊熊燃燒的灶火旁，感覺

渾身從內到外冒著熱氣。半夜後，我聽著
父親收音機裡沙沙響的歌曲聲，迷糊睡到
第二天金雞報曉金吠報春。大年初一，父
親打開柴門接財納福，早上在家裡吃過紅
棗茶，然後到鄰居家竄門向長輩拜年。一
般說些「新年好」、「恭喜發財」、「身
體健康」等客氣祝福的話，嘴甜的小孩子
多半能討到幾粒糖果、幾塊餅乾之類。先
年還有些人際關係緊張的鄉親在新年的祝
福聲中「相逢一笑泯恩仇」，雙方大多冰
釋前嫌、握手言和。

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年忙。
我們台上有一個好客的傳統，春節期間凡
是誰家來了貴客，主人都會請本屋場的長
輩作陪、敬酒。初三初四後我可以跟隨大
人一起外去拜年，東家留吃飯、西家排酒
筵。

春節期間還有舞獅子、耍龍燈的來台
上屋場，大人們忙著放鞭炮、敬香煙、遞
茶水，樂呵呵地接待。盼望來年農業更大
豐收，戶納瑞氣，子孫發達，家業昌興，
人丁興旺。

我們小孩子只顧玩草龍。草龍又叫
草把龍，據說草龍是正龍，不管是什麼場
合，什麼地方見到它，大龍和小彩龍都得
讓道。草龍是由稻草紮成的龍，選擇干稻
草紮成龍頭，又以稻草捆成一束一束，分
三至五節連成龍身，再以一段由粗到細稻
草束作龍尾，每段之間用繩繫著，每人持
木棍手擎一段，配以鑼鼓，上下滾動，飛
舞翻騰，非常壯觀。我個子矮力氣少，跟
著大哥哥大姐姐耍龍尾，跑得氣喘噓噓。
可惜後來沒人再願意組織耍草龍，我只玩
了一回根本不過癮。

時光飛逝，歲月不饒人。轉眼已至古
稀之年的父母親，老態龍鍾身體需要兒女
照顧，行動遲緩不能再操辦年貨了。在當
地，父親以前寫得一首結構穩健、筆畫剛
毅的毛筆字，大凡村裡每當有紅白喜事的
時候，也是父親最忙的時候，都請他去寫
字，春節也會請他去寫對聯。求字的人踏
破了門檻，免費送人深受四鄉八鄰喜歡。
不過，現在的春聯被印刷品代替後，既美
觀又便宜，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從市面上買
對聯和年畫。

過年是小孩子最快樂的時候，回憶兒
時窮過年窮開心，不禁讓人感慨萬千。現
在市場上的過年物資應有盡有，日子滋潤
多了生活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可是我卻再
也找不到那種快樂和精神的愉悅。每年回
老家台上與父母團聚，幾乎很難見到同齡
人。

年還是那個年，只是我們老了。兒時
的玩伴有的已經是爺字輩的人了，他們大
多是忙忙碌碌，坐下來鄉音未改鬢毛衰，
見面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只有在大年夜，
燈火闌珊處，在老家徹夜的鞭炮聲裡和祝
福聲中，我會感到世上鄉情、親情、友情
是那樣的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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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如竹如龍能大能小
人跡多多，人品茫茫。

統計人口說某國有幾口人，
誰知真正配得上稱為真人的
才有多少？

啥叫真人？真人是要有
高人品、通人情的。人品是
啥？不害人是底線，能自愛

和愛人是上品；知自愛也要愛人，但是不
善於做好是中品；只管自愛，不管愛人，
「各人自掃門前雪，那個他人瓦上霜」是
下品。而那些不僅不愛人，連自愛都不知
道或不肯的簡直就是次品，難以稱為真人
或人了。

人情是啥？上品的人是大愛大智的真
人之情，中品的人是大愛中智庸人之情，
下品的人雖是小愛小智的俗人之情，但還
算是人。如果是好逸惡勞，專想不擇手段
損人利己的人，那簡直是連畜生都不如
了！

真人的思想境界高、腳踏實地行止
妙。真人如竹如龍能大能小，隨機應變層
出不窮，所以能通達自安。真人無論世態
怎樣瞬息萬變，總能不失去自我而安之若
素。正如鄭板橋先生的詠竹詞描述的「咬
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
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

竹是什麼？未出生而先有節，至凌雲
處還虛心。

竹能怎樣？竹如龍可以潛伏於九地之
下醞釀生根，忍得地下的黑暗的壓迫和寂
寞的煎熬，「咬定青山」打「持久戰」式
的不躁不驕在地下下功夫，其根伸展如排
兵佈陣不卑不亢，雖然進展緩慢而半途而
廢，終能循序漸進事緩則圓。真人如竹如
龍。

竹還能怎樣？竹能如龍一樣出人頭地
翻江倒海翻江。一旦破土冒芽之後，一反
在地下的狀態而蹭蹭蹭飛速往上長，無懼
生活的風雨浪頭而叱吒風雲風光無限，四
季常青笑傲群芳！這是由於竹的厚積薄發
使然，一旦出土冒尖之後，就把長期「厚
積」的能量自如勃發，一如火山迸發不可

遏制和冒犯！真人如竹如龍。
竹又能怎樣？竹在一日千里般飛速成

長中迎風起舞凌霄翩躚，又如龍飛翔於九
天之上，富於千變萬化而「神龍見首不見
尾」令人高深莫測歎為觀止，自有令俗人
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和飄逸風範。竹之獨
樹一幟別具一格的英姿，是來於自然又美
化了自然。真人如竹如龍。

真人如竹如龍，以其大愛的真心扎根
生活的土地，一如既往與自然相依相親。
既經得起在地下寂寞和孤獨的考驗、受得
起黑暗中掙扎和抗爭的熬煎，又擔當得了
問世後的經風沐雨的洗禮、嚴寒酷暑的鍛
煉，所以能像青松一般，儘管「傷痕纍纍
血跡斑斑」，但是虯枝松針鐵骨錚錚，四
季常青瀟灑倜儻成不可替代的一道自然風
景。正因如此，才既有鄭板橋的竹石詩，
但也有別的文人的贊松詞：「小小青松
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今朝只可低頭
看，他日參天仰面難」。

畢竟，真人如竹而非如松「仰面
難」。因為，竹子長到越來越高參天入雲
的時候，總是自然而然地自覺地如同嬌柔
的楊柳一樣，謙恭低垂下婀娜的身姿，
睜開那充滿生機活力成長的竹心的「眼
睛」，深情凝眸仍然在培養著它、在給它
輸送無窮的營養的大地母親。在這無言迎
風垂條、多姿舞風的成才的竹的倩影裡，
昭然挺立的是一幅感恩天地的圖騰；而在
任由主人砍伐付諸應用的一車車青青翠竹
中，我們又是在欣賞著竹子為了主人無私
奉獻的精神、感受著竹子知恩答恩，代天
行「好生之德」的一幅生活「最新最美的
圖畫」，這就像我們感受者真龍行雲播雨
於天上人間、真人們積德行善於生活大地
上的好風光，讓我們因此更深深地相信：
真人真人如竹如龍能大能小！平時聽說做
人要「有大有小」還似懂非懂、說到事物
有「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更是懵懵懂
懂，如今略微玩味真人如竹如龍能大能小
的蛛絲馬跡，我好像略有所悟了！

寫於2020年9月6日晨

蔣光平

難忘的匯款單
1985年，哥哥高中畢業

了，當時哥哥的學習成績非
常好，常常是考全校的一二
名，許多人都認為哥哥能夠
跳出農門，從此過著幸福的
日子。沒想到平時成績非常
出色的哥哥卻由於考試前一

天突發高燒而意外地落榜了。由於家境貧
窮，父親再也無力供哥哥去復讀了。萬般無
奈之下，差幾分考上大學的哥哥不得不放棄
了自己多年來的大學夢，回到農村，當起了
農民，繼承了祖祖輩輩從事的行業。

那時農村經濟還沒搞活，雖然哥哥非
常勤勞，又肯吃苦，但辛辛苦苦一年下來，
除了勉強能夠餬口度日外，基本上家裡沒什
麼節餘，那時父親常年有病，日子過得很是
清貧。轉眼好幾年過去了，眼看著村裡那些
和哥哥同年出生一起長大的小夥伴們一個個
都紛紛娶妻生子了，而哥哥卻仍然遲遲沒找
到適合自己的人。雖然哥哥長得一表人才，
而且又讀過高中，在當時算得上知識分子
了，但無奈由於家境貧寒，媒婆給介紹了幾
門親都是因為別人嫌棄家裡窮而沒有成功，
不知不覺，哥哥已經成了當時農村的大齡青
年了。這可急壞了一心想抱孫子的父親和母
親，後來他們又托人給介紹了幾門親事，但
終究都是被對方以其他種種理由給拒絕了。
其實我們都知道，歸根結底的原因還是因為
一個字：「窮」。

然而突然有一天，家裡很意外地收到
了郵遞員送來的500元匯款單，一時之間在
全村都引起了轟動，要知道，在上個世紀80
年代的農村，500元可不是個小數目啊，這
可是好多人家一年的收入呢，更奇怪的是，

以後每隔兩三個月，家裡都會收到一張500
元的匯款單，於是人們不禁好奇地問父親是
怎麼回事，父親笑呵呵地說「家裡有個遠房
親戚，前幾年在外面做生意，如今在城裡發
了財，現在想幫扶下我們，所以隔幾個月就
會寄點錢來。」

聽了父親的話，村裡的人羨慕得不得
了，都說父親運氣真好，有這麼一個親戚幫
襯，以後吃穿就不用愁了，漸漸地，家裡再
也不愁媒婆的身影了，隔三差五的就會領著
一個姑娘上門來，幾乎把家裡的門檻都要給
踏破了，後來，哥哥終於和一個漂亮的姑娘
喜結連理，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幸福家庭。

後來，靠著國家好的政策，農村的經
濟漸漸活了起來，哥哥憑著自己的聰明和勤
奮，和嫂子在家先後辦起了養殖場、農家
樂，日子越過越好，率先在村裡富了起來。
率先富裕起來的我們有一天突然想到了那年
的匯款單，於是問父親這麼多年來為什麼不
和那年給我們寄匯款來的遠房親戚聯繫下。
真得好好的感謝下人家，要不是他當年的幫
助，我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啊！父親點燃一
支煙，猶豫了半天，不無感歎地說道：「我
們哪有什麼遠房親戚啊，其實那年寄匯款單
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我啊！那500元錢也是
我跑了好幾戶親戚家才借到的，你們知道
嗎，後來家裡收到的幾次匯款單也是我把錢
取出來後隔幾個月又到郵局去寄回來的。當
年沒辦法啊，家裡窮，人家瞧不起，我那錢
是寄給別人看的啊！」聽了父親的講述，我
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父親當年寄的豈止是
幾張匯款單啊，那分明是全家人的希望啊，
真得感謝父親，那年的匯款單也將永遠留在
家裡每個人的記憶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