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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淳 鄭亞鴻

讀書是一場心靈的旅行 探訪義和古寨
陽 台 上 養 了 一 盆 茉 莉

花，不知其品種，總是在初
夏時節就開花，花香隨著初
夏的輕風吹進書房，使整個
書 房 都 瀰 漫 在 茉 莉 花 香 之
中。坐在瀰漫著茉莉花香的
書房，選一本書，泡一壺清

茶，靜心地閱讀，書香、茶香、茉莉花香混
合出的美感沁入到靈魂深處。我喜歡坐在書
房閱讀紙質書，手上捧著紙質的書本，總能
感受心靈深處的一份充實，用手翻開書本每
一頁扉頁的時候，那份真實的感覺能讓我感
受到生命的律動；每當讀到精彩處，可以用
筆在精彩的文字下面畫條水平線，還可以在
扉頁上寫句讀後感，那些文字散發出來的墨
香，充滿了情感的誘惑，讓人沉醉其中。近
日再次閱讀宗白華的《美學散步》，每次翻
開《美學散步》的扉頁，總會被作者那行雲
流水般的筆觸，引領去體味生活中無處不在
的藝術美，作者在書中展示了一個人生和宇
宙充滿和諧的美的境界。美，是人類所要追
求的最高境界，生活中的一花、一木、一
鳥、一石，都能讓人感受到美的律動。美，
無處不在，只要你心中有美，自然中、生活
中到處都能發現美，善是美的載體，只要你
善待萬物，便能得到萬物美的回報。

讀書是一場心靈的旅行，在斑駁的文
字裡暢遊，可以走進唐詩裡跟隨唐代詩人李
白去看廬山瀑布，感受「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那氣勢恢宏的壯觀景
象；再跟隨詩人去游白帝城，體驗「朝辭白
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那一日千里
游的痛快。也可穿越到宋詞裡，與蘇軾去赤
壁懷古，在那直聳雲天陡峭的石壁，如雷的
驚濤拍擊的江岸，懷想周瑜與曹操的赤壁之
戰的激烈，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
流人物。」的雄姿英豪。跟隨宋詞去沈園，
邂逅陸游與唐婉那場淒美的愛情故事，「紅
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
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古往今
來，多少世態炎涼人情淡薄的社會現實，讓
人噓噓。人生本來就是起起落落，只要守住
自己良善溫暖的心，人生之路自然是會有溫
度的加持。

走出歲月的繾綣，翻開宋代趙汝適的
《諸番志》，從那斑駁的文字裡，我似乎看
到閩南的大帆船上載著絲綢、茶餅、陶瓷等
乘著五月的季風從泉州港出海，一路驚濤駭
浪地到達菲律賓群島進行貿易。宋元時期，
閩南大帆船開啟了中菲貿易的的航線，到明
朝隆慶開關，馬尼拉大港建成，使中菲貿易
進入了鼎盛時期。閩南大帆船從宋朝開始從
泉州港出海到達菲律賓群島互市，要經歷
數月的航程，到現今的萬噸貨輪從廈門港
出海到達菲律賓馬尼拉港僅需要三天航程，
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歷經了千年。打開《石獅
市志》來到了屹立在石獅市寶蓋山建於宋代
的「萬壽塔」又稱「關鎖塔」，而石獅閩南
人則稱「姑嫂塔」（姑嫂塔），這座建於南
宋紹興年間的八角五層的宋代的航標燈塔，

見證了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千年的興盛。「萬
壽塔」還有個淒美的傳說，史料記載，明代
何喬遠的《閩書》載：「昔有姑嫂為商人
婦，商販海，久不至，姑嫂塔而望之，若望
夫石然。塔中刻二女像……」；另傳古有姑
嫂二人，切盼飄洋過海的親人，竟日壘石登
高遠眺，傷心而死，時人哀而築塔祀之，故
名姑嫂塔。如今的「萬壽塔」（姑嫂塔）早
已完成了它作為航標燈塔的使命，而成了世
界菲文化遺產------「萬壽塔」（姑嫂塔），
「萬壽塔」（姑嫂塔）周邊建有「花海谷公
園」、「石窟公園」等四A級景區，連接十
里黃金海岸旅遊公路，站在「萬壽塔」（姑
嫂塔）上，石獅市「三灣一城」的山海景觀
盡收眼底。

本好書能豐富人的內心世界、增加人
生見識。閱讀需要分類，分類讀書可以系統
化地掌握知識，有針對性的讀書能更容易獲
取知識的積累和內化。閱讀哲學類的書，不
是要讀完，而是要讀深，在辯證情景中讀，
要進入文本，與文本對話，理解人作為認知
者與宇宙的關係；閱讀歷史文獻類書籍要細
讀，讀懂歷史文本的信息，才能理解文本形
成的歷史語境；閱讀文學類書籍要品讀，透
過文字瞭解作者要表達的思想和內容背後的
深意，品味文字的魅力；閱讀美學類的書籍
最大的好處，就是能真正地進入文學藝術的
審美中，建立一定的審美標準，提升個人的
美學修養。中國文化崇尚含蓄，表達思想往
往不在言中，而是在言外，正所謂言有盡而
意無窮。

書 房 是 心 靈 的 港 灣 ， 更 是 精 神 的 殿
堂。每天在書房閱讀，思想卻總是隨著書本
去旅行，身體和靈魂總要有一個在路上。書
是知識的海洋，在書海中遨遊，讓思想穿
越時空，與古今中外的先哲們對話；與書為
友，讓心靈永遠在情感中前行。高爾基說：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讀書是積累知
識的基礎，讀書有益於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書籍給我們帶來精神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養成閱讀習慣，充實思想和提升思考能力，
閱讀能陶冶情操、豐富情感、提高生活的情
趣。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不僅
閱讀的內容更加豐富，閱讀的方式也呈現多
元化，數字時代，有聲閱讀、數字閱讀、紙
質閱讀。現代線上數字閱讀普及化，曾經有
一段時間我也嘗試著線上數字閱讀和有聲閱
讀，用電子設備閱讀很是方便，而且內容很
是豐富，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去閱讀，但
總覺得在線上數字閱讀和有聲閱讀時無法讓
我深讀，甚至讀出來的效果是碎片化的，所
以還是回到紙質書閱讀。紙質書有一種傳統
的讀書儀式，閱讀到重點處可在書上圈圈點
點方便反覆閱讀。

然而，不管是哪種閱讀方式，都是隨
各人的讀書習慣，書是知識的海洋，愛讀書
的人無論選擇何種閱讀方式，都能在書的海
洋裡遨遊。 

2023年5月28日

錢昆

早春二月回老家，
佇立巷口拍雙塔。
闊別三載火出圈，
遊子心情分外佳。

 
在 一 些 急 事 和 要 事 都

一一辦妥後，才坐下來寫了返
鄉後的第一首打油詩。正在自娛其樂時，接
到了老同學燕華的微音說：「明日即將前往
香港探親的子吾，在得知你已返鄉，約在塗
門街的秋源樓裡不見不散！」

如約而至時，子吾85歲高齡的媽媽拉
著我的手說：「你差一點見不到我了。去年
歲末被送進了icu病房後不省人事，搶救了
不知多少天才重返人間……」；而燕華的
妯娌和閨蜜卻沒能躲過此劫，這讓她悲痛萬
分，也讓我們深感生命的無常和短暫，感到
得倍加珍惜當下！久別重逢的暢談是熱烈而
酣暢淋漓。特別是已經升級為祖母的她倆有
了更多趣味橫生的話題。讓人羨慕她們倆各
自有了機靈調皮的孫子。礙於明天子吾即將
往香港了，在依依不捨地告辭時，我們來到
了露台油菜花地旁，相擁而立地拍下疫後相
聚的首張照片。臨別之際，子吾對燕華說了
句讓我意料之外的話：「你得帶燕菲去買幾
件衣服！」話音一落，我才知悉在老同學的
眼裡，我的著衣打扮是嚴重地跟不上時代
了。但子吾的話像春風般吹過了耳旁，只當
作善意的提醒。一回家，我沒有上街「淘
衣」，而是不其然而然地攤開白紙打油一首
《喜相會》： 

疫後喜聚秋源樓，
敞開心扉話別後。
三年光陰如流水，
白富美嬤夾山猴。

寫畢，發給燕華並請其聊幾句。不愧

是文人之後，老同學很快靈光一現寫下了她
的打油詩附和道： 

飛越千里喜相逢，
秋源樓頂話離情。
大疫過後慶無恙，
美麗健康長安寧。

 
欣喜之餘，趕緊發給了就要往港的子

吾。到底是我們中學時代的範文生，無縫鏈
接地接到了她有感而發的打油詩：

疫後喜聚秋源樓，
兩大才女先出手。
字裡行間親情露，

唯願安康常聚首。 

展誦之餘，心情大好。在我們仨的打
油詩裡，相逢的喜悅和衷心的祝福以及相互
間直率而露骨的吹捧一覽無餘。此次互動，
讓彼此間的心情像那絢麗綻放的煙花熱烈而
璀璨。燕華在微音中說：打油詩的寫成讓她
高興了一整天！ 

善待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讓自己
活得更優秀、更快活，更自我，不正是當下
我們正在孜孜以求的一件事嗎？！

疫後返鄉打油詩

那次我們幾位朋友到位
於南安市官橋鎮嶺兜的石室
岩遊覽，聽說附近有個義和
寨，歷史悠久，對古寨感興
趣的我們，便驅車前往。

義 和 寨 就 在 嶺 兜 村 的
寨腳山上，山不高。很快，

我們就來到義和寨，只見新建寨門上寫著
「義和寨」3個大字，一棵高大的榕樹攀
上寨牆，其根鬚如同無數爪子牢牢抓緊牆
石，給人以生命堅韌的感覺。而在西側的
古寨門上，古樸的「義和門」 3字據說鐫於
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

義和寨又名關公寨、崎山寨，始建於
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年），係依山體
巨石而建，寨牆為石結構，全長約250米，
寬1米，高5米。由於寨內有關帝廟，因此該
寨又稱為關公寨。

從寨門拾階而上，映入眼簾的是氣勢
雄偉的關帝廟主殿。站在殿前，嶺兜村的
景色盡收眼底。關帝廟西側立有一尊高達5
米的關公神像，只見他長須飄逸、氣宇軒
昂、神情莊嚴、頭戴武士冠、手持青龍偃
月刀、兩眼放光。

對於義和寨名稱來歷，民間傳說此寨
原稱崎山寨，與鄰近的寨仔山、連理山為
三大賊寨，李世民登基不久，派遣了大將
程咬金到此平叛。程咬金擒得三賊首領，
鑑於他們沒傷害過人命，程咬金以和為
貴，只嚴厲訓責令他們痛改前非，便予以
釋放。三賊首領感恩，率眾加入唐軍。程
咬金在寨腳山豎起「明大義、和為貴」大

旗,把此山寨名改為義和寨，並派兵扎守。
義和寨為何又叫關公寨？據說明朝

嘉靖年間，倭寇入侵我東南沿海，燒殺掠
奪，直逼嶺兜。嶺兜一帶13個村的村民撤
到義和寨，並加固寨牆，準備抗擊倭寇。
鄉鄰推選出的頭領叫張維新，其夫人金慎
徽，是抗倭名將俞大猷夫人的學生，琴棋
書畫樣樣精通。她拿出從娘家帶來的關公
繡像，掛在寨牆上，鼓勵鄉親的鬥志，要
像關公那樣忠勇殺敵。還特從泉州通準關
帝廟迎來關公坐鎮顯威。山寨易守難攻，
倭寇久圍不敢攻，無奈只好退走。鄉親們
認為是關公顯靈退敵，於是在寨上建廟奉
祀關公，故義和寨又叫關公寨。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閩中特委在此建
立抗日救亡運動基地，組織晉南地區進步
青年投身於抗日運動。義和寨憑藉地理條
件的優勢，一直作為中共地下鬥爭的暸望
哨所和重要據點，同時也作為晉南同地區
抗日戰爭的謀劃決策地。

義和寨由於年久失修，顯得破舊不
堪，2010年，在南安市政府、當地民眾及海
內外信眾的大力支持下，義和寨在保留原
有古蹟的基礎上進行重修和擴建，並被南
安市政府公佈為南安市文物保護單位。如
今寨裡的關帝廟飛閣流丹，金碧輝煌。

只是寨牆上斑斕的石頭訴說著歲月的
滄桑，見證了中國人民勇於抗擊外國侵略
者的歷史。南安市的古山寨有幾十處，但
較有歷史意義且保存修建較好的，當屬義
和寨。

（2023年5月8日）

塗一般

《黎剎的中國外衣》一書出版
代序：攀親與造假（六）

黎 剎 的 兩 本 小 說 《 社
會毒瘤》和《貪婪的統治》
因揭發西班牙當局的無能腐
敗，並且對神棍們的偽善好
色毫無留情地尖刻嘲諷，故
引起被壓迫的人民的共鳴，
點燃了革命的星火，也使黎

剎蒙上莫需有的煽動革命的罪名。他的絕
命詩《我的訣別》，充份流露出對祖國菲
律濱的熱愛，對這塊土地的一花一木的無
限眷戀，句句扣人心弦，催人淚下，為各
國爭相翻譯！然而，他的偉大是屬於菲律
濱的，和中國沒有半點關係！他至死不認
同中國，對中國根本沒有絲毫感情，他對
華人又是鄙視加侮辱。前面已說過，我們
菲華社會應該正視並面對他極端排華的史
實，而不是把他的光環強加于自己身上而
自我感覺偉大，那是大漢血統沙文主義膨
脹及變相的沾親帶故的病態體現！

當年在香港《文匯報》的馬承鈞先生
在《與聯合國秘書長攀親戚》一文的結語
寫得一針見血：

「..........攀親攀到這個份上，是可笑，
可悲或可憐，讀者諸君自然一目瞭然了！

做人是需要有一點精神的，這精神便
是自尊，自愛，自立，自強。一廂情願強
拉硬拽的攀親，除了說明當事者的無知、
無聊、無謂、無能外，只能落得無稽之談
的下場！」

最後，本博土想補充一句：單靠翻
出族譜追溯中國血緣來攀親是最滑稽的做
法，而以攀親作為政治籌碼更是愚昧十
足，早已失效行不通了！（全文完）

寫 于 2 0 2 0 年 1 1 月 3 0 日  文 尼 法 壽 日
Bonifacio Day

最後修改于2021年12月30日
扶西‧黎剎殉難日

附註：
1. 易中天，《閒話中國人》，1996 年

版，第三章《面子》，第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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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文匯報菲律濱版》，轉載于本書
第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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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攀親弔唁」，本書第2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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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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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于本書第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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