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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占 豆豆

廉政風暴
五月風暴平息之後，香

港所受到的衝擊，給社會各
界帶來了深刻的反思，也令
英國當局及港英政府作出深
度的檢討，並開始調整其管
治方式。

政 府 認 為 社 會 發 生 動
盪是在於與民眾溝通不足，年輕人缺少活
動項目，對於貧困的低層民眾缺乏福利救
助措施等，於是決定採取懷柔政策，修改
勞工法例，加強對勞工的保障，在各區設
立民政司署，深入了解社會脈動，成立公
益金等慈善組織，增加對青少年活動的輔
助，贊助各項文娛康樂活動。一九六九年
開始舉辦香港節，包含各種娛樂及文化藝
術表演，藉以吸引年輕人加強他們對香港
的向心力，七零年開始更在教育，醫療，
廉政，房屋等各方面進行改革，冀望社會
在和諧中穩定發展。

政府提出的亷政，是監於當時社會
上各階層的貪污情況十分普遍，令貧窮的
低層人士深受其害，警察包庇黃賭毒，消
防員「有水放水冇水散水」（收到錢才灌
救），醫院索取紅包小費，小販擺攤要交
保護費等等，各行各業，皆要「茶錢」，
「黑錢」，「派鬼」，無不怨聲載道。對
此，政府開始準備摘除這個為害社會的毒
瘤，而貪污腐敗的情況在警隊中尤為嚴
重，曾經暴力鎮壓五月風暴而晉升到總警
司的葛栢，後來被查出貪污四百三十萬港
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天文數字，社會上一
片嘩然，那時候幾萬元已經可以買樓！葛
栢知道罪證確鑿無可抵賴，於一九七三年
在調查期間潛逃返回英國，這下子更引起
社會輿論極大反彈，全港民眾廣泛關注，
民間並且發起「反貪汚、捉葛栢」運動，
事件搞得沸沸揚揚。

當時的港督是在一九七一年接任的麥
理浩爵士，他立即委派專人就香港的貪污
問題及葛栢潛逃事件作出深入的調查並作

出報告，最後決定成立廉政公署，並負責
抓捕葛栢歸案。廉政公署成立於一九七四
年二月，公署首長廉政專員直轄於港督，
所有工作只向港督一人負責，公署的職員
不隸屬政府公務員架構，因此在工作上可
以完全自由行動，不受制肘。廉政公署成
立後，同年四月在英國的寓所將葛栢抓
獲，之後將他引渡回港審判，入獄服刑。

葛栢被引渡回港之時，全港市民為
之興奮不已，輿論亦大肆報導，大家都相
信，政府是動真格的，廉政公署確實是要
對付貪污賄賂的！但是由警察的貪污積垢
已久，而且是整體系統性的，因而抵觸非
常大，個個自危，終致發生警隊大罷工的
場面，政府與警隊的關係非常緊張，經過
談判之後，最後港督答應既往不究，風波
才告平息，從此廉政工作雷勵風行，全港
連私營工商機構也不敢輕視廉署的威權，
一旦犯案被調查證實的，莫不被告上法
院，身陷囹圄。其實葛栢所貪的四百三十
萬，比起後來被廉署通緝的「五億探長」
呂樂，真是小巫見大巫，當時呂樂與顏
雄、韓森、藍剛四人被稱為香港的四大探
長，暗地裡包庇了所有的犯罪活動，收取
龐大的金錢利益，就一個呂樂已被號稱
五億，地下黑錢數額之大，可想而知。

呂樂在廉署成立之前知道勢色不對，
先行移民加拿大，逃避抓捕，後來移居台
灣，終生作為寓公，不敢回港。由劉德華
主演的《雷洛傳》，即是演出呂樂的事
蹟。當時潛逃台灣的警察高官不少，其中
有一名華人探長曾啟榮，便是影星曾志偉
的父親。

由於雷霆萬鈞的反貪力度，廉正公署
的成績令世界刮目相看，之後更獲得『國
際透明組織』評為最廉潔的國家和地區之
一，令香港的形象得到正面的提升，在世
界各地發出光彩，成為名聞遐邇的東方之
珠。

（ 回首歲月之二十三 ）

問心
《問心》
我曾一個人在探尋何處

是慈濟的大門
經過那靜思的指點發現

精舍就是芳鄰
我曾反反覆覆的在追問  

什麼是慈濟的誘因
經過那靜思的查證  一切善念來自善心
……
如今的我也已然走進了  走進了慈濟的

大門
我願意在靜思中勤學習  學習著問自己

的心
 第一次聽到《問心》這首歌 ，是2016

年去台灣慈濟參加實業家生活營的時候，優
美的旋律，讓我第一次聽它的時候，就能跟
著唱起來，唱著唱著，心底的那根弦被輕輕
的撥起，不禁淚流滿面。

第二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是兩年後，
經歷了慈濟志工的見習與培訓課程之後，我
可以成為慈濟人了，而我卻在得到正式通知
的那一刻決定不去受證，我想繼續在慈濟
參加培訓。2018年10月底的那一個週日的下
午，那天慈濟師兄姐在給培訓志工做受證之
前的叮嚀，我再一次聽到《問心》，依然淚
流滿面，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今後心的前進
的方向。

人的一生有過很多的選擇：讀書、職
業、成家……，不一樣選擇就有不一樣的
結果，很多時候，人生的選擇常常是身不由
己。確切地說，走進慈濟，是我第一次問心
做出的的決定。

那一年的年底，納卯的華人自發組織
發給菲律濱原住民聖誕禮物，在分發禮物的
時候，一個穿著原住民服飾的菲律濱原住民
兄弟竟然問我們是不是慈濟人，他們告訴我
是慈濟把獨魯萬這個曾經政府想放棄的「死
城」救「活」了回來。由於這個緣由，引起
我的興趣想去瞭解慈濟，進而成為慈濟志工
隊伍中的一員。

從那個時候起，我無論做什麼事情，

需要選擇的時候，我總會問自己的心，與自
己對話，理清自己的思路，再作出自己的決
定。

而《問心》這首歌的作詞者，是莊奴
先生。他與喬羽，黃霑先生並稱「詞壇三
傑」，他留下佳作三千餘首，六十載筆耕不
輟，被稱為「與時間賽跑的老人」。

在 莊 奴 先 生 的 一 生 中 ， 創 作 了 無 數
膾炙人口的歌曲。《小城故事》、《甜蜜
蜜》、《又見炊煙》、《踏浪》、《原鄉
人》、《小村之戀》、《走過咖啡屋》、
《冬天裏的一把火》等等，以前曾經流行過
這樣一句話：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
聲。而華語樂壇更是流行著這樣一句話：沒
有莊奴就沒有鄧麗君。據說鄧麗君演唱的經
典歌曲，有一半以上出自莊奴先生之筆。

1993年，莊奴先生受邀為「慈濟三十
年」創作《心願》，開始了以音樂弘揚佛
法，以佛法來淨化人心的人間菩薩道。為
慈濟創作了《心願》、《問心》、《想師
豆》、《感恩》、《度化人間》、《小菩
薩》、《擁抱蒼生》、《柔和忍辱衣》等70
多首慈濟歌曲，《想師豆》這首歌更是成為
每年全球慈濟委員慈誠回台灣受證時的單曲
循環背景歌曲，這首歌的創作時間足足歷經
兩年的時間。

他說他是「跟時間賽跑的人，圓慈悲
為懷的心」，慈濟以出世的精神從事入世的
志業，他則將佛法的深度及內涵，用平實的
語言、感情與美善呈現給世人。儘管自認一
生從未有宗教信仰，2008年，莊奴先生皈依
證嚴上人，並於2010年受證成為慈誠委員，
法號「濟樂」。

2016年，莊奴先生以95歲高齡辭世，今
年是他的誕辰100週年。

《問心》一曲，是莊奴先生「從佛法
中尋根，在慈濟裏探路」的心路歷程，也是
許多人共同的心路：曾經浮沉人世間，遍尋
諸道門，覓覓佛住地，終於在慈濟找到心靈
依止處。

（06/18/2021）

陳扶助

獨獅苦鬥群狼
                                  職業外交官陸征祥慨歎：
                                  國際無公義，弱國無外交！
                                  道破今日真實的政治環境。
                                  無論西方領袖，講得怎樣冠冕堂皇，
                                  沿用的仍然是黑幫的策略，
                                  行使的仍然是黑幫的手段。
                                  他們豢養大批打手死士，
                                  掌握了兇猛的殺人武器，
                                  四處脅迫良民交捐納稅，收保護費。
                                  二戰後，美國成為地球村最強勢的幫主，
                                  在北美、西歐、東亞、南亞、大洋洲，
                                  建立了許多衛星組織，跟班扈從遍天下。
                                  當時和它爭奪地盤的蘇聯，
                                  同樣擁有華沙公約國數十個小兄弟，
                                  與美英為核心的北大西洋公約國分庭抗禮。
                                  新中國堅持走獨立自主，不結盟的路線，
                                  數十年來，風雨淒迷，歷盡坎坷驚險！
                                  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役中，
                                  蘇聯曾威脅對華實施核打擊。
                                  在抗美援朝戰役中，
                                  五角大樓據說也多次考慮使用核武器。
                                  都因為中國塊頭太大，又有打不死的精神，
                                  怕鯨吞不下，消化不掉，
                                  制止了美蘇兩大陣營的野心。
                                  中小型國家，夾縫中生存不易，
                                  英德日澳投靠西方，做了地區堂主，
                                  扮演了鷹犬的角色，倒也國泰民安。
                                  我們不計犧牲，對新疆西藏等邊陲，
                                  投放了大量資金和人力，
                                  高速發展交通和生產事業，
                                  讓這些少數民族過上現代化繁榮的好日子。
                                  但七國集團和歐盟領袖，
                                  卻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提出了種族滅絕的指控！
                                  在黑道當權的國際，那裡有公義的聲音？
                                  面對群狼的圍攻，獨獅的處境令人憂心忡忡呀!

                  2021年6月17日寫於澳洲

方華

江南好
「杏花春雨江南，駿馬

秋風冀北。」如果把北方比
作一位彪健的漢子，那麼江
南就是一位婉約的女子。

俗話說，女兒是水做的
骨肉。

江 南 之 美 ， 首 先 在 於
水。水，是江南的一大特色。你看，那一條
條河流蜿蜒飄逸，宛如女子身上纏繞飄舞的
裙系，勾勒出江南窈窕的身姿；那一面面亮
麗如鏡的湖塘，彷彿女子腰際懸掛的玉珮，
妝點出江南溫雅的風情。

去江南，最好是坐船去。這樣，你才
能深入地領略江南水鄉的韻味。漿櫓欸乃，
水波蕩漾，一葉小舟會載你到想要去的地
方。

江南水鄉是原始和古樸的。當我們從
擁擠的現代生活裡逃離出來，江南彷彿一位
清雅極致的女子，在水一方為我們守候千
年，讓一顆顆滄桑之心時空穿越。

你可以在一所深宅大院的門前泊船，
聽一聽富甲一方的傳奇，或是與鴻儒交談，
洗滌蒙塵的心智。

你也可以在一戶柴扉輕掩的農家小舍
停舟，看紅杏出牆，或是與粗布農樵話桑
麻，敘述農曆裡的鄉事。

輕搖的漿櫓也會將你泊在一家紅燈高
掛的酒樓前，那金字招牌上斑駁的油漆，有
一種歲月的魅力，它吸引著你抬步跨上青石
的門階。

八仙桌，太師椅，白瓷杯，藍花盞。
一落座，雖西裝革履，心中也有長衫的飄

逸。紅酥手，黃籐酒。即使是一杯愁緒，也
飲成俠客騷人的萬古情幽。

當然，你也可以夜泊客船，看江楓漁
火，聽夜半鐘聲，枕著唐詩宋詞的意境入
眠。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面對白牆
黛瓦，遠眺青山綠水，你會有一種宿世的感
覺。那桃紅柳綠掩映下的瓦捨，彷彿留下
過我們童年的履痕；那小橋流水連接著的門
扉，彷彿就是曾經生活的家園。

「 人 人 盡 說 江 南 好 ， 遊 人 只 合 江 南
老。」在那禽戲平塘、鶯鳴嫩柳的河岸，在
那籐蔓攀纏、丁香飄蕩的幽深小巷，在那一
抹夕陽染紅的馬頭牆下，在那吳儂軟語的俚
歌聲裡……

即便明知是一介匆匆的過客，也有多
少善感的心懷直把它鄉作故鄉。

江南佳麗之地，自然也是溫柔富貴之
鄉。秦淮河的夜色，西湖的歌舞，揚州城的
瓊花，姑蘇的園林……

堆金砌玉之地，不僅讓一個個風流才
子失魂顛倒，也讓一個個聲色的王朝迷失傾
倒。

青 山 依 舊 在 ， 幾 度 夕 陽 紅 。 歲 月 變
遷，時間流轉，那些古老的記憶在翹首的簷
脊上穿越。

依然是小橋流水人家，依然是亭台樓
閣廟宇，依然是桃李笑春風，依然是月上柳
梢頭。歷史像一江春水，沿著血脈一般的河
道，浸潤著江南。

歲月如一團水墨，在江南這張宣紙上
渲染、漫延……

林鴻東

話說閩南人（上）
儘 管 內 部 分 化 成 諸 多

的亞文化，閩南文化在整體
上依然可以說是一種個性鮮
明、影響巨大、起因多元、
內涵豐富、流播深遠的地域
文化類型。由於其與台灣所
謂本省人的福佬文化有著極

為密切的親緣關係，所以一直都是地域文化
研究中的熱點。那麼，作為閩南文化的傳承
者，閩南人的身上又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想，要認識閩南人，首先要擺脫中
原中心論的干擾，這種中原中心論的干擾自
古而今，已經根深蒂固，主要體現為強調閩
南人是純粹的衣冠南遷或披甲南征的中原人
後裔，閩南文化是純粹的漢族文化。這種陳
腔老調反覆說，彷彿說一萬遍就會成為真
理。顯然，不排除這個干擾，很難真正讀懂
閩南人。這種說法，嚴重忽略了漢人來到閩
南地區時，閩南已經有眾多原住民的事實。

即使閩南人的父系可能確實有較多來自北方
的血緣成份，即使閩南文化的核心要素當中
確實保留了較多中原文化的成分，如語言、
民居、宗教信仰等。作為一種地域文化，閩
南文化和中原文化還是明顯具有質的不同，
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思維上的對立關係。

大家知道，台灣的文化土壤主要有四
層，最表層的是近現代的西方文化，中層是
儒家文化（包括變異的儒家文化——日本文
化），底層是福佬文化（百越文化與中原文
化結合而成的閩南文化，也有人稱為河佬文
化、河洛文化、鶴佬文化），深層是百越文
化（原住民文化）。由於百越文化已經式
微，所以對台灣社會比較有影響的主要是前
三種文化。其中，浮在台灣文化表層的近現
代西方文化數百年來一直都是全球最富有活
力的文化形態，其對台灣的影響，始於葡萄
牙人對台灣的發現，主要體現在政治體制和
物質生活上。

我個人認為，真正在台灣人內心起到
精神支柱作用的，很可能不是前述浮在表
面的西方文化，而是固著在台灣精英人士思
維深處的「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文化與「愛
拼才會贏」的福佬文化，或者說，在西方民
選的政治體制下，台灣社會真正對決的是其
實是儒家文化與福佬文化，這是一種典型的
「文明的衝突」。作為大陸漢民族精神文化
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算是
姍姍來遲，一直到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才大
舉介入這座孤懸海外的寶島；清廷征服鄭氏
政權後，才全面進入台灣社會；日據期間有
所中斷。抗戰成功後，以中國國民黨收復台
灣為標誌，大陸的儒家文化再次統治台灣，
並一度與西式的自由主義發生了衝突，如雷
震的入獄，《自由中國》的被封。極為推崇
王陽明學說的蔣介石顯然無法容忍自由主義
這種產自非儒教社會的思想在自己眼皮底下
發榮滋長。。前面我已經講過，閩南文化的
核心要素中保留了較多中原文化成分，與儒
家文化具有同源的一面。而之所以會出現與
儒家文化不協調的地方，恰恰正是閩南人生
活習性中的海洋文化成分。

近現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制度引進台
灣前，台灣的儒教文化與閩南本土文化的
交鋒是以鎮壓和起義的方式交替進行的。這

種交鋒已經在台灣上演了幾百年。大陸的王
道統治勢力與台灣閩南本土勢力之間一直在
台灣地區此長彼消，此起彼伏，至今未休，
其結果是，許多閩南人漸漸被吸納入了儒教
圈，而一些久居台灣的外省後裔卻因種種原
因沉淪至本土草根世界，以至於如今的台
灣政客還是涇渭分明地分為兩極，要麼是儒
家，要麼是本土，其政治代表分別為國民黨
和民進黨，當然國民黨裡也會有少量真正的
自由主義者，民進黨創黨初期也有一些義薄
雲天的黨外人士。

可大家可以觀察到，國民黨內真正的
自由主義者和民進黨創黨初期的「黨外人
士」，這些理想主義者，都是弱勢，前者因
其落落難合而舉步維艱，後者則動輒被台灣
本土的勢力所取代，陸續退場。這是為什麼
呢？無它，民眾文化基礎所致。

即使是在民主選舉制度已較為完備的
今日台灣，至今亦不能領悟，政治體制是要
有思想文化基礎的，是要有一個漫長的啟蒙
過程的，否則只能是西裝套在泥腿上。當然
制度的實踐也可以算是一種啟蒙，只是這種
啟蒙，大多是表象的形式的機械的啟蒙，不
是心靈深處的深耕與體悟。而台灣社會的福
佬文化與大陸的閩南文化，雖兩岸分峙，隔
海相望，卻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