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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末端
趙強

 
                     一個人
                     站在夜的末端
                     靜靜地站立
                     等著
                     時光機器
                     把孤獨的夜，
                     切割成細小碎片
 
                     微弱星光
                     不時打在額頭
                     顯得原本
                     就柔弱的身子，
                     更加單薄

                     深夜，
                     冷風
                     離我很近，
                     很近
                     但它體味
                     不到我騰空了
                     思想的讀白

                     我捨棄
                     一座空城
                     帶著一顆
                     熾熱的心，
                     到遠方流浪

聽取蛙聲一片
游黃河

　　住在小城，最大的好處便是能感受鄉

野的氣息。三月天裡，在寂靜的夜晚，忽

然就聽到一兩聲鼓噪的蛙聲。

　　那蛙聲好像從山洞裡傳出來的，那樣

空靈，又那樣環旋。先只是一兩聲，好像

是試探，又像是在耐心等待著什麼。我知

道，此時已是春深似海草木稠，特別是一

朗新月，朦朧地掛在天上，放眼望去，四

處春潮湧動，那蛙真不知在何處，感覺就

在自己的面前，卻又是那樣的遙遠。

　　一層渾濁的泥水，鋪滿了新耕出的水

田，濃濃而厚重的泥土氣息，瀰漫在整個

村子裡。春會去哪裡呢？

　　其實春只是如蛹化蝶，蛻變成了一枚

枚的小青果。如蚌一般，從一粒小小的種

子的蚌裡，鑽出了一瓣兩瓣綠色的小葉

莖。如蛋一樣，孕育出一隻金燦燦的小絨

毛雞。你抓在手上，它溫順地蹲著，時不

時用那小小的尖嘴啄你一下，癢癢的，酥

酥的，十分愜意。

　　等了幾天，一到晚上，天地間忽然有

千萬個鼓手，不斷地敲打著大鼓。此起彼

伏，不絕如縷。那是一支最動聽的歌曲，

個個都是民歌手。

        你躺在床上，那床好像就浮在天地間

的山水中，你坐在場子裡，場子好像在不

斷地旋轉著。

　　小時候我就問過家裡人，怎麼就有那

麼多的青蛙在叫。家裡人笑了笑說，一到

春天，它們就要生小青蛙了。

　　我見過池塘邊上的那些小蝌蚪，一個

個如黑色的逗號，拖著一個小小的尾巴，

慢慢地長大了，它的尾巴就沒有了。

　　那時候我把小蝌蚪抓到一個小玻璃瓶

子裡，我想看到它們怎麼長成青蛙，可是

過不了幾天，那些小蝌蚪卻不知怎麼就跑

到不見了，它們是不是跟著春天一起遠行

去了，它們是不是去了那些晚上一起鳴叫

的蛙隊裡，它們是不是如春化蝶一樣，變

成了果樹上的那一枚小青果？

　　我喜歡蛙鳴的夜晚。那些一個個鼓手

的蛙，正如盼春來一樣送春歸。在那些蛙

鳴中，村子才真正像村子，村子裡才真正

湧動出生命的潮水。禾苗會長出來，稻穗

會抽出來，黃瓜的枝蔓會爬上小枯芽，倒

掛上一溜溜帶刺的小瓜條，那頂端還頂著

一朵不謝的花。

　　如水的蛙鳴浸染了鄉村整個的夜晚。

農人淌著露水，踩著鬆軟的泥土和蛙鳴，

下田播種，上山打青，去山坡上種豆，去

山澗裡挖瓜窩子。蛙鳴，開啟了鄉村忙碌

的號聲。

　　「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

家。」張若虛的詩句竟然那樣感傷，我是

聽著蛙鳴長大的，可是卻只能在這小縣城

裡，聽遠處隱約的蛙鳴，好像是隔了一層

薄紗，難以感受到鄉野裡的快樂。

　　我打春季走過，那如潮的春蛙聲，好

像還在耳邊鳴響，可是一個行走到深秋之

人，卻總想聽聽那蛙鳴，想想，原來我心

裡有春的一片天地，花開花落兩由之，自

是春天能喚回。這樣想來，人生之春，處

處皆是。

　　小時候我也如蛙一般，在整個山野的

天地間號叫，長嘶，繼而忘情地嬉戲。赤

腳在田埂上，泥田里，甚至荊棘叢裡穿

梭，只要跟泥土親近，我就如此快樂。那

些鳴叫著的蛙，在深春裡，不也是如我在

鄉野一樣快樂嗎？

　　蛙鳴其實是在吼春，它們是春的守護

者。那些小蝌蚪等到稻穀抽穗，它們站在

稻田里，田埂上，或者草叢裡，看著一個

個飛蟲，勇敢地撲了上去，那也是它們的

快樂吧。

　　蛙聲如鼓，我很喜歡這個詞。這不僅

僅是一個詞，這是一個季節的歡樂，一個

季節的風流。聽，蛙聲又響起來了，迎春

的隊伍正從我們的身邊走過，落花如禮花

一樣漫天飛舞，蛙鳴夜更靜，我想，夜

晚，鄉下這時候，正浸漬在一幅古典的中

國畫裡吧。

最是歡喜煙火色
胡美雲

 看書至夜深，有雨忽至，淅淅瀝瀝的

小雨，輕輕地撲在案前的窗上，再靜靜地滑

落，不像是雨，倒像是夜色與窗戶的一次溫

柔的互動，讓窗內看書的我，不自覺地停了

翻書的手，不自覺地凝了神，心情愉悅，獨

自莞爾。

很自然地想起了陸游的「小樓一夜聽

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明明是夜深人

靜，明明是歲已暮春，夏之將至之時，卻有

著如春天般的熱鬧忽然湧上心頭。想起那些

藏在記憶深處的春日正盛的街市，閒閒的逛

街客，悠悠的賣花人，還有長街深巷裡，那

些清澈如水的叫賣聲。歲月悠長，時光生

動，人間美好，皆至眼前。

那樣的街頭，有著我最喜歡的人間煙

火氣，最生動的人間煙火色。

想起兒時在家，最是喜歡種花，每到

春天，必會將之前搜羅珍藏的各種花籽拿

出來，小心而慎重地灑在門前鬆軟的院牆

跟下，然後冒著一場又一場的細雨，去在

鬆軟的泥土裡一點一點地尋找它們新的蹤

跡，眼看著它們衝破薄薄的黑色外衣，看

著它們綻出青青的芽，再看著它們生根，

茁壯地成長，慢慢地散了葉，打苞，開花，

日子緩緩慢慢地流淌。可是，于花，于我，

于那些日日上學放學必晨昏相望的院牆的小

小角落，我們的日子又是何其的熱鬧而充

實。在所有我種過的花裡面，最是喜歡梔子

花，因為在鄉間梔子花極好養，不挑地兒，

隨隨便便折下一根花枝往泥土裡一插，便能

帶來許多驚喜。我喜歡梔子打苞時的青翠如

玉，也喜歡它們半開時悄悄露出的半白，如

月牙，更喜歡的是花開後那沁入心尖的花

香。梔子花是鄉間最大方的花，開得熱烈，

香得隨意。那花香，香了我的整個童年少

年，也溫暖著我與故鄉分別後的所有尋常日

子。

我也記得，那時候的春天，鄉間的小

路上會出現很多的小雞，它們就像春天來到

時，那些一夜之間長滿路邊的小草一樣，出

現得那麼自然，那麼的應時應景。那些散養

的小雞，會被各自的主人染成獨具一格的顏

色，以作區別。它們自由地走在鄉間的小

路，嘰嘰嘰的聲音軟軟地叫著，叫得那些鄉

間揚塵的小路，都變得熱鬧生動有了溫度起

來。

後來讀書，讀到陶淵明的詩：曖曖遠

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

顛。那些在記憶裡沉寂了很久的裊裊炊煙，

那些熟悉的鄉間小路和低矮的舊舊的房子，

那些許多年未見的，用親切的鄉音叫過我小

名的人，便一起隨著記憶，那麼自然地走過

來，走到我的眼前，那些沉溺在久遠的記憶

裡，被時光過濾得只剩下黑白色的畫面，依

然是那麼的暖心，那麼的鮮活。它們有著平

淡日子裡觸目可極的詩情畫意，帶著熟悉的

煙火氣。而這樣的煙火色，隨著年紀的增

長，只會越發的叫人心生迷戀。

假日的時候，偶爾我會起早去附近的

菜市場買菜，最是喜歡找路邊的小攤買些水

靈靈的青菜。賣青菜的大多是一些周邊村子

裡閒下來的阿婆們，自己種的青菜吃不完便

拿到市場找個空著的地方擺一擺，連稱都不

用，只捆成一把把地齊齊放在那兒，也不用

吆喝叫賣，那些沾著晨露的青菜會很自然地

吸引著路過的一雙雙眼睛。

賣菜的阿婆早已熟悉，有一次我去買

菜，她熟練地遞來一把青翠欲滴的香菜，一

起送來的還有一臉親切的慈慈的笑。提著青

菜回去，走在熱鬧的菜市場，看著來來往往

手提車載，如我般逛于菜市場的人。汪曾祺

的「四方食事，不過一碗人間煙火」躍然心

尖。一路好心情，朝著家的方向喜悅而行。

   四方小院，流年安穩，煙火尋常，皆

是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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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李謀東(晉江科任鄉）

逝世於五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林鄭錦娥
(泉州浮橋鎮高山村）

逝世於六月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戴宏達家屬捐福利金予
菲律濱摩托車零件同業公會

菲律濱摩托車零件同業公會訊：本會永
遠名譽理事長戴宏達先生不幸於客月逝世，
哲人其萎，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飾終令典，禮殯儀式，白馬素車，極盡
哀榮！

戴宏達先生十分關心本會會務，關懷華
社慈善事業，其哲嗣牢記先尊遺志，並為發
揚其從善如流之崇高精神，守制之期亦不忘
支持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十萬元，
仁風義舉，殊堪欽佩，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林志禮丁母憂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本會總務

主任志禮宗長令萱堂林府鄭太夫人諡錦娥(原
籍泉州浮橋鎮高山村)，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六
月五日下午三時四十二分壽終於崇仁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亚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213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已致電慰唁其家屬，節哀順
變，勿為過情。

高銘乙（銘壹）丁母憂
菲律濱渤海高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副

理事長高銘乙（銘壹）宗長令萱堂，高府盧

箴治太夫人（原籍石獅市永寧鎮外高村），
不幸於二○二三年六月四日晚上八時壽終內
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家鄉殯儀館。擇訂於二○二三
年六月九日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家
屬節哀順變。

高銘乙（銘壹）丁母憂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顧

問、亦即本會班乃分會名譽理事長高銘乙
（銘壹）宗長令萱堂，高府盧箴治太夫人
（原籍石獅市永寧鎮外高村），不幸於二○
二三年六月四日晚上八時壽終內寢，享壽
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
柩於家鄉殯儀館。擇訂於二○二三年六月九
日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家
屬節哀順變。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班乃分會訊：
本會名譽理事長高銘乙（銘壹）宗長令萱
堂，高府盧箴治太夫人（原籍石獅市永寧鎮
外高村），不幸於二○二三年六月四日晚上
八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家鄉殯儀館。擇訂於二○二三
年六月九日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家

屬節哀順變。

林志端丁母憂
菲華各校友會聯誼總會訊：本會林諮

詢委員志端令堂林府鄭太夫人諡錦娥，不幸
於二○二三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時四十二分壽
終於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尼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一三﹝213-Orchid ﹞靈堂，出殯日期另
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林志端丁母憂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三十屆、初中第

卅五屆級友聯誼會訊：本會林諮詢委員志端

令堂林府鄭太夫人諡錦娥，不幸於二○二三

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時四十二分壽終於中華崇

仁總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尼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二一三﹝213-Orchid ﹞靈堂，出

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會誼。特訂於

六月八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在其靈前舉行

獻花致奠，凡吾理事屆時務希出席，以表哀

思，而盡會誼。

「僑力量」如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專訪華中師範大學國際移民與海外華人研究中心教授李其榮

　　中新社北京6月6日電　中共二十大報告
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華僑
華人的角色不可或缺。華僑華人為何能成為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資源？海外僑胞如
何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又具備哪些獨特
優勢？華中師範大學國際移民與海外華人研
究中心教授、國務院僑辦僑務理論研究武漢
基地創辦主任李其榮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
「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說華僑華人是中國
式現代化的建設者？
　　李其榮：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中共
二十大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既有各國現代
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
色。華僑華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者，主
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華商既熟悉住在
國的貿易情況、發展模式和投資動向，又和
祖（籍）國有著天然的親緣聯繫和語言溝通
能力，是推動中外貿易往來的主要力量之

一。其次，海外僑胞素來有熱愛祖（籍）
國、情繫桑梓的家國情懷，在繁榮地方經
濟、促進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發展文化公益
事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最後，不少留
學人員學成歸國，不僅豐富了國內各行各業
的人才隊伍，他們所帶來的知識、技能和經
驗更是為中國的發展注入新活力。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海外僑情發生了
哪些變化？華僑華人在助推中國式現代化進
程中具備哪些獨特優勢？
　　李其榮：近年來，海外僑情發生較大變
化：華僑華人社團增多，國際化、網絡化趨
勢增強，和諧僑社建設逐步成為共識並不斷
推進；華僑華人綜合素質明顯提高，經濟科
技實力增強，社會地位不斷提昇，參政意識
日益增強。
　　海外僑胞具有商業網絡廣泛、經濟實力
雄厚、聯通中外等多方面優勢。把握僑情新
趨勢，釐清僑胞的多樣化需求，有利于進一
步發揮僑胞的橋樑作用，讓華僑華人成為推
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資源。例如，溫

州是浙江省海外華僑華人最多的城市，敢闖
敢拚的溫州人早年靠著三把刀（剃刀、剪
刀、菜刀）闖世界，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拓
展發展空間，壯大經濟實力。在打響溫商
「金字招牌」的同時，也把根深深紮在故
土，「以僑搭橋」反哺家鄉發展，促進內外
融通。
 　　中新社記者：恰逢「一帶一路」倡議提
出十週年，華僑華人在共建「一帶一路」中
展現出哪些作為？
　　李其榮：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深受
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台。十年
間，華僑華人一直活躍在共建「一帶一路」
和對外友好交往的前沿，是見證者、參與
者，也是受益者。
　　目前海外有6000多萬華僑華人，其中
4000多萬居住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他
們長期居住在國外，精通當地語言，活躍在
當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
此外，超過70%的華僑華人從事商業經營工
作，經過多年打拼，為住在國經濟發展作出

貢獻。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內
容之一，也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必不
可少的社會和人文基礎。華僑華人身處中外
兩個社會，既瞭解中國，也熟悉海外的語言
文化、風土人情，在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等方面，有著獨特優勢。未來，更應該重點
關注華僑華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
面臨的新挑戰，回應他們的訴求，動員更多
僑胞共享發展機遇，在國際合作交往中助推
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
       中新社記者：加強華裔新生代的文化認
同感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有何重要意
義？
　　李其榮：華僑華人與祖（籍）國的關係
可概括為「根、魂、夢」。華僑華人分佈在
世界各地，其本身的言語行為、風俗禮儀、
服飾文化、商業活動等，都對外國民眾瞭解
中華文化產生直接影響。儘管面臨代際差異
和地域差異，華僑華人仍積極參與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