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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豆豆

中國勸小馬「多讀書勿玩火」 憂與思
「台獨」王子賴清德當

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全面倒
向美國的菲律濱總統小馬科
斯為了繼續舔美，迫不及待
「祝賀」賴清德當選，而更
諷刺的是，就在他發表「祝
賀」的前一天，菲律濱外交

部剛重申將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顯然，小馬這個「扶不起的阿斗」
並不知道外交部已經發出「一中」聲明，
又或者是接到了其美國乾爹的指示發表「祝
賀」。要知道，小馬是全世界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交的180多個國家中，唯一一個「祝
賀」賴清德的國家元首，而且還稱賴是「台
灣當選總統」（President-elect），這讓中國
大為惱火，這個詞連拜登都不敢使用。台海
問題是中國紅線中的紅線，而小馬踩到的已
經不是紅線而是核彈了。

或 許 有 人 會 說 ， 美 國 、 加 拿 大 、 日
本、新加坡等國不是也發表祝賀了嗎？確實
如此，但這些國家是通過各自的外交部發出
祝賀，而非用國家元首的名義，而且沒有
一個提到「台灣當選總統」，都是稱呼賴
先生（Mr. Lai）或賴清德博士（Dr. William 
Lai）。

中方有人告訴筆者，「發個賀信祝賀
贏得選舉，這都可以理解，主要是小馬用的
稱呼太過頭了，他會被全世界當成個笑話，
其他領導人估計像看弱智一樣看小馬了。」

有人甚至懷疑，小馬的社交媒體帳號
並非本人在發，而是交給下面的人，他自己
連看都沒看，但若是如此，在發現嚴重錯誤
後，可以立即刪帖補救，但總統府並沒有
這麼做，而是在隔天由外交部發表一則「說
明」，為小馬的推文百般狡辯，說是為了在

台灣工作的近20萬名菲勞。不管怎麼說，都
是他個人賬號發出來的，他再解釋也沒用，
北京不會信他一個字。

要知道，台灣需要菲勞多過菲律濱需
要台灣，而菲勞的工作能力世人皆知，就算
失去台灣這個市場也不愁找不到其他國家和
地區的工作，小馬完全沒必要個人去發這個
「祝賀」詞，完全可交給我們在台灣的機構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去發
表。

果不其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隔
天就發表了措辭相當不客氣，引用菲許多政
客的話說，是「粗俗無禮」的聲明，奉勸小
馬「多讀讀書」，以及「不要在台灣問題上
玩火」。北京方面更傳召菲駐華大使吉米，
要求就小馬的行為作出解釋。可憐我這位好
友，他甚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如何為小馬
的無知或有意為之的行為辯解？估計也只能
拼命哈腰道歉，好言勸中國不要跟無知小孩
一般計較。

在發生嚴重外交風波後，小馬沒有發
表任何聲明，反倒是一些反華政客一窩蜂跳
出來指責中國「霸凌」小國，更說菲律濱不
是中國的附庸國，菲律濱人不是中國的臣
民，中國無權干涉菲律濱總統的任何言論，
甚至有參議員要求檢討我國的「一個中國」
政策。

筆者想反駁這些反華份子，若中國公
開承認棉蘭佬是一個國家，摩洛伊斯蘭解放
陣線（MILF）或者前些年攻佔馬拉威市的
馬烏地組織是棉蘭佬伊斯蘭國的合法政府，
他們是不是又會說中國在干涉菲律濱內政，
挑起菲律濱內亂？

難道小馬「祝賀」賴清德的行為不是
干涉中國內政嗎？

願天公保佑菲律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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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兩 年 ， 菲 律 濱 慈 濟
在慈善方面有一個方向的轉
變，就是在「安心就學」方
面加大力度，把以前只在馬
尼拉的助學生擴展到全菲各
地。不同於以前的方案，慈
濟將逐漸減少中小學助學生

的名額，而專注在大學生的資助。這幾年，
慈濟與一些公立大學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這
些大學生畢業之後，不少人可以自強自立，
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鑒於在華校有華人血統的貧寒學生不
至於流失，慈濟還是在就讀華文學校的貧寒
學生中抽選助學生。對於所有的助學生的家
訪，是慈濟必需的流程。

我 曾 經 在 負 責 助 學 生 的 師 姐 的 分 享
中，得知有兩個就讀華文學校的姐妹花，雖
然得到了慈濟的救助，卻由於中學畢業時還
欠下學校的學雜費，而不能拿到成績單和畢
業證書，無法上大學，只能輟學。

新年伊始，我到慈濟園區參加岷東區
茶會，在會務討論環節，聽到執行長楊師兄
說慈濟已經從去年年底開始，在每個月的助
學生人文課中，針對有華人血統的助學生加
入學中文的課程。作為曾經學過教育，不滿
18歲便走上講台的我，雖然移居菲律濱後，
沒有把教書當成我的職業，由於對曾經的那
一份職業的熱忱，我愉快地報名要當一名中
文老師了。

元月13日，亦萍，舜棉與我一大早便
來到慈濟園區，細心的亦萍發現了匆匆離家
的我沒帶上水壺，便從車上拿出了一瓶水給
我。與此同時，我意外地獲得了亦萍自家院
子栽的今年第一次收穫的兩個大芒果。我對
芒果過敏，只有對每年亦萍送的珍貴的芒果
具有免疫力，或許是真摯友情的原因吧！

當天我們的訪視對象是兩個分別在中
正學院與育仁中學就讀的九年級學生。

陳 同 學 應 該 是 第 三 代 或 者 第 四 代 華
裔，家有四個兄弟姐妹，從小學二年級開始
成為慈濟的助學生，可是在交談中，只能聽
懂很簡單的福建閩南話，國語基本聽不懂，
他能聽得懂與說的寥寥無幾的閩南話來自小
時候與阿嬤生活在一起的一段時間。令我心

痛的是他們家兄弟姐妹四個人到目前為止，
歷年來欠下學校將近70萬的學費。其中兩個
已經中學畢業的欠的學費有40萬，因而不能
拿到畢業證書，打算幫想讀醫科的大姐付欠
款的醫生舅舅還沒辦法籌到錢，日子卻已經
過去了快三年。

交談中，我們問家長，既然交不起學
費，為什麼還要進華文學校讀書？家長的回
答是：因為是華人，想讀華語，才進華文學
校。

丁同學是一個純菲律濱人，因為喜歡
中文，在家長的支持下在小學三年級的時
候，轉入育仁中學讀書，五年級成為慈濟的
助學生，當年慈濟幫忙醫治的連體雙胞胎姐
妹也在育仁中學讀書，是她學習的榜樣。在
完全沒有家庭華文背景的條件下，丁同學的
學業成績優秀，可以與我們用國語進行溝
通。

訪視歸來，我的心情憂喜參半。鮮有
幾次參加華人社團的就職典禮，只要有看到
商總理事長施東方博士參加的場合，都看到
他在極力地強調華人在家裡要說閩南話。對
此，我深有同感，作為曾經的教育工作者，
我從來在家裡只與我的孩子們說閩南話，吃
中餐，教她們懂得中國人的傳統，即使當時
她們的國語說得一塌糊塗，而現在長大後的
她們，懂得了國語的重要，一口流利的普通
話自然不在話下了。

學生交不起學費，卻讓他們年年報名
進學校讀書，我看到了中正學院的仁慈，學
生畢業證書的扣留，我理解學校的無奈。元
月15日，在慈濟志業園區咖啡屋參加慈濟的
一個公益會議，有幸認識中正的一個校友，
他當即打電話給院長，院長讓我把有關學生
的情況資料給這位中正校友。會議結束後，
臨分別時，我才知道這位中正校友竟是大名
鼎鼎的許俊榮先生。

我不禁陷入沉思：N年後，富麗堂皇的
「中國文化宮」建成之後，背後的角落裡從
各個華文學校畢業，卻拿不到畢業證書的名
單卻越來越長，上不起華校的流失生越來越
多。一邊是錢淹腳目，一邊卻仰天長嘯，兩
相對應，悲欣交集。

（01/21/2024）

謝天義

「泉南佛國」（上）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台煙雨中」。
「此地古稱佛國，滿街

都是聖人」。這是泉州開元
寺天王殿內石柱上的一副對
聯，出自宋朝大理學家朱熹
所撰，現代高僧弘一法師所

書。二位大師一唱一和、珠聯璧合，假以精
妙的佛教禪意詮釋泉南神奇的人文景觀——
「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

泉州開元寺始創於唐初垂拱二年（公
元686年）。初名蓮花寺，開元二十六年
（公元738年）更名為現在名稱開元寺。是
福建境內規模最大的佛寺，氣勢恢宏、莊嚴
肅穆。其建築佈局，座北朝南，中軸線自南
而北依次：紫雲屏、山門（天王殿）、拜
亭、大雄寶殿、甘露戒壇、藏經閣、左方有
檀越祠、弘一法師紀念館、准提禪院；右方
有安養院、功德堂、水陸寺；大雄寶殿前拜
亭的東西兩側分別矗立著聞名於世的「鎮國
塔」、「仁壽塔」，俗稱東西塔。

開元寺的大雄寶殿（俗稱紫雲大殿）
是該寺院的主體建築，其木雕技藝堪稱一
絕。巧奪天工的精湛手藝，在梁槽與斗拱間
創作廿四尊栩栩如生的飛天樂伎，在國內古
建築中實屬罕見。寶殿前面的月台須彌座
上，展示著古埃及式的七十二幅獅身人面青
草石浮雕，頗有異域風情。大殿內採用近百
支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撐著整座殿堂，俗稱
「百柱殿」。大殿正中供奉的是御賜佛像：
毗盧遮那佛（漢譯大日如來佛），是佛教密
宗的最高神祇。其兩側依次為東方香積世界
阿閦佛；南方歡喜世界寶生佛；西方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北方蓮花世界成就佛。合稱五
方佛像，亦稱五智如來佛。神容慈祥、法相
莊嚴，是國內鮮見的密宗規制。開元寺的甘
露戒壇與北京戒台寺、杭州的昭慶寺並稱中
國三大戒檀。泉州開元寺的聲名顯赫不僅僅
是它的影響力之大、信徒之多，而是它的豐
功碩德莫過於留住雲遊四海的曠世奇才弘一
法師，窮其一生、為泉南芸芸眾生傳經布
道、扶危濟困、廣播善緣。

晉江安海龍山寺，始建於隋朝皇泰
年間（618—619），初名普現寺、又名天
竺寺，俗稱觀音殿。

龍 山 寺 ， 由 放 生 池 、 山 門 、 鐘 鼓
樓、天壇、前殿、拜亭、大雄寶殿等組
成。東西兩側有祠廟、齋廚、禪房。

龍山寺遺存諸多令人耀眼的亮點：
歷朝官宦高僧、名人雅士墨寶、真跡。
首先進入眼罕的山門上方雕刻「極樂國
土」四個大字，往前移步，山門的石牌
坊上雕刻「天竺鐘梵」為清朝將領顏克
英手跡，門前牆壁上鑲嵌一塊大石碑，
上面題刻著明朝萬曆進士蘇琰的真跡

「龍山寶地」。前殿門額上方懸掛住持僧開
慈撰寫的「一片慈雲」鎏金匾額。正殿乃是
龍山寺的中樞，正中門上懸掛「佛法無邊」
匾額。殿內供奉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的佛龕上
方懸掛明朝書法大家張瑞圖的真跡「通身手
眼」匾額。大殿左側簷下有巨匾「紹隆佛
種」為弘一法師墨寶。天壇上有中國前佛教
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墨寶「龍山寺」。宋朝
大理學家朱熹敬奉真跡「普現殿」牌匾懸掛
在二道門的中門楹椽上方。尚有宰相李光地
撰題，舉人柯琮璜書寫的「鎮國佛」匾額。
不一而足。

龍山寺，主要供奉觀音菩薩、釋迦牟
尼佛。大殿莊嚴肅穆、幢幡垂札、宮燈懸
掛、香氣繚繞、清靜典雅。為確保一方淨土
的神聖與純潔，婉拒無關人士涉足其中。偌
大的殿堂像磁場一樣，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
的香客、遊人前來頂禮膜拜！

福 將 程 咬 金 誠 然 是 一 位 虔 誠 的 佛 教
徒，曾為龍山寺的創建慷慨解囊，大殿第一
支楹梁底下，書寫著這樣文字：「大唐貞觀
十三年魯國公程知節捐奉壹仟兩銀督修」。

龍 山 寺 珍 藏 著 多 件 鮮 為 人 知 稀 世 珍
寶：首件寶，寺中供奉的千手千眼觀音，據
傳由原本寺院前整株巨樟雕刻而成。頭戴花
冠、冠中雕一坐佛，周圍刻有眾多的小佛
首，迭作帽狀、主手合十、兩側支出一千零
八手，掌中各均雕一眼，列如蒲扇、形容各
異；第二寶，殿前一對青草石柱相峙而立，
上面雕刻巨龍環繞，形如騰雲。雙柱龍爪，
分別捧出一磬一鼓，如用細鐵條輕微敲打，
磬顯磬聲、鼓傳鼓聲；第三寶，大殿的第一
道山門的兩扇門板均為整塊樟木雕琢而成；
第四寶，鼓樓上面置放的暮鼓，採用整塊樟
木鑿空而成。上述寶物系隋朝製作。

晉江金井西資岩寺座落於岩峰村卓望
山上，又稱大佛寺。有關佛廟的創建年代
有兩種說法：佛寺大門左邊的《重建西資岩
紀德碑》曰：「相傳始建於隋唐間，歲莫可
考」。另一種說法：始建於南宋紹興十八
年（公元1148年）。《福建通志》《泉州府
志》均有記載，此佛寺建造於宋紹興十八
年。

林鴻東

池王爺
廈 門 的 民 間 信 仰 ， 不

算土地公與佛教神靈（如觀
音、佛祖等），主要有兩大
類。一類是佑護生命的神
靈，如醫神（保生大帝、清
水祖師）與驅瘟之神（各府
王爺，主要是池王爺）；一

類是佑護航海的神靈，如海神媽祖與水神
玄天上帝。這反映了昔日的廈門人內心世
界的兩大願景，活著與活路。

活著的願望遠比活路更為熾烈。漂洋
過海的最大原因是為了更好地活著。漂洋
過海不容易，活著更不容易。當活著的難
度超過了漂洋過海，大海就成了活路的方
向，這是廈門成為航海之門的歷史真相。

老廈門人活著的三根精神支柱中，保
生大帝與池王爺是本土神，清水祖師是外
來神。清水祖師信仰在廈門的傳播強度，
體現了安溪與廈門之間曾經極為密切的經
濟文化聯繫。就保生大帝與池王爺兩者而
言，保生大帝的影響力略強於池王爺，就

整體性的信仰而言，王爺信仰的影響力反
過來遠遠超過了保生大帝。因此，王爺信
仰堪稱是廈門第一信仰。

鑒於不少王爺廟是以包括池王爺在內
的多府王爺的形式出現，與池王爺相關的
廟宇數量或許會比統計數據多出不少。更
為重要的是，較之保生大帝在廈漳各有一
祖廟的複雜背景，我們知道：池王爺的祖
廟在翔安區的馬巷街道，池王爺是唯一一
種純粹發源於廈門本土的影響巨大的民間
信仰，是廈門第一信仰中的第一信仰。

王爺信仰在台灣同樣是第一信仰（土
地公不計），池王爺信仰同樣是台灣王爺
信仰中的第一信仰。在台灣與廈門的神靈
世界中，有一座橫跨兩岸的共同的精神支
柱，那就是池王爺。

當池王爺走向台灣，走向東南亞時，
他已經不再只是原鄉的驅瘟之神，他與媽
祖、玄天上帝一樣，成為了尋找活路的航
海之神，以及開拓新家園時的原鄉守護
神。

王安安

我的春節故事
你可知道菲律濱的春節

可以「紅」成什麼樣子嗎？
咚咚咚！咚咚咚！早早

的，我就被這敲鑼打鼓的聲
音吵醒，不用多想這肯定是
街那邊傳來的舞獅的聲音。
空氣中已經瀰漫著滿滿的年

味了，於是我卸去渾身的懶散勁，急忙從
床上爬了下來，迫不及待地想去融入這熱
鬧的春節氛圍中去了。

「今天是春節，記得早點回來吃我包
的餃子！」

「好的媽！」
我身著紅色新衣，穿上紅色新鞋，

匆匆跑出家門。一身紅色的裝扮格外喜
慶，可這次並不顯眼，因為街上幾乎所有
人穿的都是紅色，就連每家每戶的房子也
都「穿戴」起了這一喜慶的顏色。門上貼
的福字，兩邊貼的對聯，再加上掛著的燈
籠，簡直不輸人們的裝扮。如果只有這
些，那還不能夠體現這春節的年味，於是
整條街便都穿戴起了紅色。街上掛著的橫
幅，路邊賣春節裝飾的攤子，還有攤位上
一包包擺放整齊的紅包。真是讓眼睛感到
格外舒適的紅啊！

當我正感歎這一大片的耀眼的紅，一
聲聲打鼓的聲音夾雜人們的歡呼聲吸引了
我的注意。我開始尋找著，於是在這一轉
頭的瞬間，我看到了不遠處的又一抹紅。
我加快步伐，朝那邊走去，然後又踮起腳
尖，從一堆人群中看到了兩隻栩栩如生的

醒獅。在陣陣鑼鼓聲中，它們一滾一躍，
眨巴著眼睛，大張著嘴巴，晃動著腦袋，
搖擺著尾巴。這一番活潑有趣的景象為春
節增添了不少的風味。隨著最後一聲鼓聲
落下，舞獅也落下了帷幕。我開始在這街
上遊蕩著，因為這春節的年味讓我不想離
開。我所到之處，眼睛所捕捉到的都是溫
暖的紅色，可春節似乎還有一種紅色是眼
睛無法觀察到的，我稱之為隱形的紅色。

「恭喜發財啊！」我想這應該是遇見
了我的哪一位親戚，可一轉頭看到的卻是
一張我並不熟悉的臉龐。他是一位菲律濱
本地人，在笑嘻嘻地道完賀之後便走了。
收到陌生人的祝福，心裡還真是暖暖的。
之後，又有接二連三的「恭喜發財」傳入
我的耳中，而這些都是出自我並不認識的
菲律濱人。他們的發音雖然不標準，但不
難感覺到這一聲聲「恭喜發財」是發自內
心的祝福。可當我正詫異為什麼所有人道
賀時說的都是"恭喜發財"時，我突然抬頭看
見了一張寫著「恭喜發財」的橫幅。於是
我又四處打量，發現周圍幾乎所有橫幅寫
的都是「恭喜發財」。我這才恍然大悟，
原來菲律濱人已經把「恭喜發財」當做
「新年快樂」用了。

「回來了啊！快去吃餃子吧，剛煮
好的。」我夾起一塊熱乎的餃子，細細咀
嚼，滿口的美味讓我感到幸福無比，就如
同這紅紅火火的春節一樣，沁人心脾，溫
暖人心。

（作者為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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