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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陳淳淳

悼念好友李逢梧宗長 清箋素語，靜書年華
當我聽到李逢梧博士撒

手人寰，乘鶴西歸的消息之
後，好似是晴天霹靂，如雷
震耳，一時覺得身心難安，
痛定思痛之後，我頓然覺得
非常的無奈空虛及孤獨。算
起來，以年齡來計算，他大

我十二歲，所以他不但是我的宗長，鄰居，
還是親如長兄的大哥。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是菲律濱善舉公所
的替身，善舉公所是明末清初，由陳謙善大
官人所建立的。他的官位是什麼？我沒有詳
細去瞭解，在日治時代是李清泉擔任主席。
那個時候尚有《華僑商報》之報紙，由于長
城及長庚之長輩于以同義士所組織，所以一
般來說，後來對善舉貢獻最大的人士應首推
李清泉，于以同，李峻峰及李逢梧等人。如
是要進一步瞭解善舉的來龍去脈，可以參考
善舉的年鑑。

善舉總會屬下有五個機構，其一是華僑
崇仁醫院，其二是華僑義山，其三是崇仁醫
學院，設有全醫科生的課程，再來是護理學
院，為菲國栽培了無數的醫生及護理師，這
些醫生及護理師分別到我國菲律濱全國服務
或到國外深造或服務。

逢梧兄每每於週末在其公寓設讌招待中
菲貴賓，但主要是以廈門潤餅為主，他常常
邀請我以主賓的身份來一同招待貴客。

逢梧兄對我十二分的尊重，每每有些重
要的事故，無論是公事或私事，普通會請我
到其府上磋商研究，所以很多人會誤解逢梧
兄只聽我一個人的意見，我們幾乎每星期都
有見面的機會，我也習以為常。

我們坦白地說，逢梧兄從峻峰伯父接手
後，善舉並沒有今天的規模，病房醫療器材
大半已陳舊失修，呈現著有些趕不上時代的
步伐。但經過逢梧兄的努力，善舉屬下的各
種機構就有明顯的進步，但是逢梧兄最難能
可貴的，就是他將指揮善舉的運作，就以傳
賢不傳親，他將其指揮棒交給大公無私，清
廉公正的謝銘洲先生，他會這麼作，就是他
聰明之處。

謝銘洲當ADMINISTRATOR行政總理，
而SAMUEL ANG當院長，可以說最好的夥

伴。如今如果你再去崇仁視察，你會覺得他
們的醫療器材，是全菲病院最先進的，而很
多醫院的病房也煥然一新，呈現了青春的活
力。第三醫療院，護師院也增加了醫生的專
科，成為菲律濱華裔主辦的完全醫學院，這
種種的成就非逢梧兄莫屬。而第四華僑義山
在逢梧兄督導之下，崇福堂被重新修改，不
失原來的形色，而陳謙善的銅像照舊被安排
原來的模樣。

這些安排都是與我磋商後在下定論。李
峻峰的銅像也是照原來的位置來安置，我是
站在社會的第一線，對大眾的反應也比較清
楚。

第四老人養老院在我的學長曾國鵬的主
持多年，現在的養老院不同凡響，樓宇業已
重建，內部的設備應有盡有，並與崇仁醫院
掛勾，形同醫院的一部份。另第五是還有醫
院免費的工作，包括醫院免費部及到各地施
診的服務。這種種的改觀是逢梧兄多年來的
任勞任怨的功績。

華僑義山的各地野草都被清潔干淨，而
那些佔地無業的人民也被完全的趕走。使華
僑義山多出了很多的土地。

最近故逢梧兄想再建造兩座的醫院大
廈，一座是比較高尚的旅館醫療大廈，專門
給來菲的東南亞人士，一面可以旅遊，另一
方面還可以做全身的檢驗，跟我們到新加坡
旅遊及全身檢驗一樣。

我們華社痛失英才，是我菲大社會巨大
的損失，一失不復回。但是我想，菲律濱華
僑善舉總會這一次當選的人選，在謝銘洲先
生和李賢冊宗長領導之下，全心協力，眾志
成城，必定有好的成績出現。

我以為逢梧最大的成績，就是和菲各政
界，各軍界及全菲各教育機構簽了入院治療
補貼的合約，這種義舉使我們在中菲的友誼
有很大的幫助。

我寫這篇文章之時，我是剛從醫院出
來，身心有點身不由己，想到寫到，有點亂
七八糟，請各位讀者見諒。我想對故李逢梧
的懷念及思念，樣樣都有說到。故李逢梧博
士對社會的付出，社會自有公論，逢梧兄：
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我必盡力而為。安息
吧！

今 天 去 了 花 市 ， 猶 如
去赴一場美的盛宴，花廊
裡繁花似錦，各種花卉爭奇
鬥艷，香氣襲人的鮮花宛如
那風情萬種的佳人，讓人
心生柔情，沉醉其中；花
市裡的蝴蝶蘭、君子蘭、

長壽花、百合花、杜鵑花、玫瑰花、水仙
花、菊花、紅掌花等五顏六色競相開放，
花朵盛開時，是大自然最燦爛的笑容，是
在向人類傳遞著生命的美好和希望，色彩
斑斕的鮮花點綴了生活的浪漫。花卉在中
國的「年文化」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
中國傳統文化中，年花是春節期間不可或
缺的，各地區對各種的年花有著不同的美
好寓意，蘭花是春節期間很受歡迎的年
花，蘭花高貴典雅、幽香純潔，在中國傳
統文化中，把蘭花喻為君子之花，如蝴蝶
蘭寓意花開富貴，象徵著事業成功、家庭
美滿；水仙花是中國傳統年花之一，有著
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水仙花花瓣溫潤如
玉，淡黃色的花蕾清香淡雅，裊娜的花姿
神韻攝人心魄，閩南人把水仙花視為避邪
之花，寓意吉祥如意、歲歲平安；又如紅
掌花，寓意紅紅火火，象徵著事業興旺；
百合花是代表純潔美好和幸福的年花，寓
意百年好合，象徵著家庭幸福，年花承載
著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和願望。每
年的春節期間，花市裡的花卉比平時多了
許多品種，叫不完的花名，數不清的花
品，琳琅滿目的朵朵鮮花千嬌百媚讓人眼
花繚亂，閩南人喜歡在春節期間買些花卉
或鮮花養在家裡，或是送給親朋好友，不
僅增添了節日的氣氛，還寄托著人們對新
年的美好願景。

漫步在花廊中，目之所觸皆是芳華，
空氣中瀰漫著花香，像一條條纏綿的絲
線，牽動著嗅覺的細胞，沁人心脾，美的
滋味油然而生；心之所思卻是人生，若是
人生如花，雖然短暫，如若盛開，精彩自
來，用感恩之心對待每一次美的邂逅，靜
心欣賞一路芳華，走到淡然處，素色如
玉，待到歲月靜好之時，心之若素，安怡
如花，人生經歷繁華歸於平淡是生命的一

種必然的結局。花與人生有相似的生命週
期，花為一季的芳華努力綻放，每一朵花
都在以自己獨特的形態和色彩，綻放出醉
人的芬芳和耀眼的光芒，無論是色彩斑斕
濃香四溢，還是清麗素雅幽香淡然，花兒
都不會辜負一季盛放的時光，等到花落成
泥碾作塵，唯留香如故；人生如花，一路
芳華也罷，一路淡雅亦然，只要在人生旅
途的每一段里程中，努力綻放出屬於自己
絢麗奪目的光華，你走過的路，留下的
光，都會跟在你的身後，讓你在回眸的那
一剎找到生命的意義。花開一季謝了明年
可以再開，而人生沒有如果，當一個人總
是在人生道路上計較得失時，光陰已無情
地把鉛華洗盡，在歲月裡沒有留下精彩，
年華里就只剩遺憾。

穿過歲月的長廊，徜徉在時光的深淺
裡，在生命的扉頁裡尋找一朵花的芳香，
每個人應該會有一朵綻放在心靈深處的花
朵，心靈之花要靠人類真善美的道德和智
慧的滋養，才能散發出醉人的芳香。人生
是有所追求的，都說人生追求要經過五個
維度，才能到達智慧的境界，但不管在哪
個維度裡，只要心靈裡有花綻放，人生就
有美的歸宿。花與人生如一條美麗的絲
帶，繫在靈魂深處，在人生前進的路上也
會遇到鮮花和荊棘，選擇永遠是人生的命
題，面對鮮花和荊棘需要智慧和勇氣，選
擇是一種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生命的尊重，
生命需要不斷地汲取智慧的力量，才能負
重前行。人生如花，或嬌艷，或淡雅，每
一朵花都蘊涵著一個色彩斑斕的故事；人
生如花，需要不懈努力去灌溉，用心去經
營，專情去呵護，才有滿園的芳華;人生如
花，花開是一場美的盛宴，驚艷了歲月，
溫潤了年華，花謝給人生一個深刻的哲
思，讓人們去領悟生命的奧妙和真諦。花
謝花開是大自然中的一道風景，人生就像
花開花謝，是生命的必然和常態。光陰荏
苒，歲月如歌，青箋素語，靜書年華，用
心去感受生命的每個瞬間的經歷，每一段
人生的里程碑上都充滿了生命的魅力，值
得我們去珍藏與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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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強

見證泉州與印度洋沿岸交流的石雕藝術
歲月沉寂，只有石頭能

夠述說歷史。回溯泉州自唐
宋元明清各個歷史時期的文
化遺產，以石刻為主，尤以
惠安石雕工藝享譽盛名。惠
安石雕的歷史可追溯至唐代
末期，起源於五代時的閩將
「青山王」張悃。張悃率領

軍隊駐紮青山，鎮守邊陲，其大部分部下來
自中原，帶來了中原的技藝。隨著時間推
移，這些技藝逐漸傳授至崇武和惠安全境。
在唐代，達官貴人注重厚葬，泉州境內留有
眾多石刻，包括歷代文官、武士、虎、馬、
羊等園雕和蓮花浮雕。其中，王潮墓的石雕
作品是惠安現存最早的石刻。至今保存的宋
代修建的洛陽橋和東西塔上的石刻也已有上
千年的歷史。這些作品展示了當時高水平的
石雕工藝，凸顯了古代石雕技藝的卓越水
平，同時反映了多元文化交流的痕跡。

距離泉州開元寺幾公里的石筍公園中
央聳立著一座數米高的石柱，當地人稱之為
「石筍」，據說它象徵著古印度生殖崇拜的
濕婆林加。這是印度商人在泉州活動留下的
最早歷史遺存之一。

中國與印度洋沿海的交流最早的文字
記錄源於印度高僧拘那羅陀（Gunarata），
漢名真諦三藏（Tipitakacariya Paramattha）。

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
拘那羅陀抵達南海（今廣州），陳天嘉二年
（561年）在泉州梁安古港上岸。他原計劃
從泉州梁安港乘坐大船返回故鄉，但在泉州
太守和眾弟子的挽留下，暫時留在泉州，住
在港口旁的一寺廟中（當時名為梁安郡建造
寺，宋代改名為延福寺）。在此間的一塊石
頭上，他完成了《金剛經》初稿。天嘉三
年（562年）九月，他啟程自梁安，泛舟西
引，行至廣州，在廣州譯經講法，歷時八
載，直至陳朝太建元年（569年）圓寂。此
外，中世紀旅行家如馬可•波羅和伊本•白
圖泰也生動描述了泉州與印度南部繁盛的貿
易場景。

印 度 南 部 的 泰 米 爾 納 德 邦 （ T a m i l 
Nadu）舊名為「馬德拉斯邦」，位於印度
德干半島東南部，南臨印度洋，東接孟加拉
灣，西與卡納塔克邦和喀拉拉邦接壤，隔保
克海峽和馬納爾灣與斯里蘭卡相望。它在古
代印度洋商業貿易中扮演著關鍵的中轉站角
色，吸引了中國海商和阿拉伯海商進行遠航
貿易，經常在此停留進行船舶維修、轉乘和
貨物採購。

在宋元時期，印度東南沿海先後屬於
注輦王朝和潘迪亞王朝的轄區，與泉州保持
著頻繁的貿易往來。

納加帕蒂南，又譯納格伯蒂納姆，是

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一個港口城市。《大唐
西域求法高僧傳》中譯作那伽缽亶那，元代
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將這裡稱為「八丹」
和「土塔」，因為當時這裡有一座中國磚
塔。在1350年，汪大淵記錄了南印度帕坦平
原上的一座泥磚混合結構佛塔，塔下尚存一
石刻，用漢字記錄了中國海商建塔的年代：
「居八丹之平原，赤石圍繞，有土磚甃塔，
高數丈。漢字書云：鹹淳三年（1267年），
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販彼，為書於
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土瘠，田少。氣
候半熱，秋冬微冷。」

這座塔在注輦王朝（公元前3世紀至
公元1279年）統治期間，於南宋鹹淳三年
（1267年）由在納加帕蒂南居住的中國商人
社團捐資建造。

1725年，歐洲旅行家瓦倫丁參觀並記錄
了這座佛塔。瓦倫丁稱之為「中國寶塔」的
這座磚結構建築。根據研究記錄，1846年，
英國官員沃爾特•艾略特請求對該塔進行測
繪，測得殘高30米。1856年3月，該塔旁磚
房的地窖出土了五尊佛像，其中四尊是青銅
製品，一尊是陶瓷材質的。1867年，耶穌會
傳教士報請英國政府批准拆毀了該塔。

元代時，泉州與南印度的貿易達到了
巔峰，《元史》記錄：「自泉州至其國（馬
八兒國）約十萬里。」 元代的使節和航海

家多次往來於泉州和馬八兒國之間，密切的
政治往來為海上貿易提供了保障，促進了泉
州與泰米爾商人之間的商業關係。這一時
期，世界各地的人們匯聚泉州，帶著各自的
信仰，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印
度教。他們在泉州建造了富麗堂皇的清淨
寺、教堂和祭壇，成為這座國際大都會的一
部分。

元末的大變亂讓不少族群和宗教徹底
離開了泉州，只留下些許遺存。雖然印度商
人元代在泉州建築的番佛寺早已毀於歲月，
但在南教場等地出土的大量精美石刻表明其
可能是番佛寺的遺址。這些石刻被移至佛教
寺廟，如開元寺和天後宮，成為寺院裝飾石
刻的一部分。

這些元代泉州印度教寺廟和祭壇的建
築構件具有精湛的雕藝，以毗濕奴和濕婆的
故事為主題。這些構件通過融合泰米爾地區
的紋飾和中國傳統的吉祥圖案，展現了泉州
與泰米爾地區在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依
據。

在 對 泉 州 中 世 紀 印 度 教 石 刻 的 研 究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泉州開元寺的大雄寶殿
後面明代萬曆年間地震後洪武年間重修時移
入的印度婆羅門教風格石柱等石刻。這些石
刻包括16幅描繪印度教傳說故事的浮雕，為
研究古代泉州印度教文化提供了寶貴線索。
這些印度教石刻與佛教寺廟和諧統一，構成
了泉州獨特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展示了各
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石刻藝術。

此外，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收藏的
印度教毗濕奴雕像，以及其他出土的泰米爾
印度教石雕，都展現了宋元時期泉州石雕藝
術與印度教元素完美融合的精妙之處。

李秀恒 

中國新房策可穩經濟
1月17日，中國國家統

計局公布了2023年經濟數
據，雖然去年第四季的GDP
增速5.2%，略遜於預期，但
全年經濟增長錄得5.2%，優
於2023年兩會前定下的5%
增速目標。

2023年在海外需求不穩及國內經濟復
甦放緩的挑戰之下，雖然國家沒有采取大
規模的刺激措施，但仍然有望對全年世界
經濟增長貢獻超過30%，殊為難得。展望
2024年，大部分金融分析機構對中國經濟
增長的預測都落在4.5%至5%區間內，認為
能夠延續去年的平穩增長態勢。

樓市處理為關鍵因素 
筆者認為，在當前外部環境複雜性、

嚴峻性、不確定性仍在上升的國際形勢之
下，國內消費和服務業尚可保持相對穩
定，而國家對房地產行業的處理是否妥

善、有效，以及由此相應頒發的貨幣和財
政政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2024年整體經
濟增長速度。

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性行業，
雖然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自2014年之後
有所下滑，但由於其影響著建築、水泥、
玻璃、鋼鐵、家裝、物管乃至金融業等行
業，其興衰仍然對GDP有著高度的決定作
用。

國家下決心整頓房地產行業的方向，
是為了營造對年輕人而言更有希望、更公
平的社會經濟環境，但與此同時亦必須
確保這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行業「軟著
陸」，否則將帶來更大的動盪。

若房地產行業的低迷能夠平穩過渡，
不對民生造成太大的影響，投資者、消費
者及廣大國民對經濟發展的信心自然能夠
得到保障，從而促進整體經濟的穩步向
上。

推動新策助行業平穩 
事實上，最近中央出台了數個房市政

策，相信會對穩房價、去庫存有一定的刺
激作用。

首先是向八個試點城市發放租賃住房
購房貸款。重慶、濟南、鄭州、長春、成
都、福州、青島、天津等8個試點城市，可
獲得來自7家全國性金融銀行的千億（人民
幣，下同）貸款，以購買城市內閒置的整
棟住宅類商品房，用作保障性租賃住房。
此舉一可緩解當地的保租房指標，讓更多
「上車難」的居民有安居之所，二
能減少商品房庫存，穩定房地產市
場。更重要的是，此筆貸款還款期
較長，在租金能夠覆蓋利息的前提
下幾乎可被視為永續債，並能較迅
速地緩解地方政府債務的「燃眉之
急」。

其次是「房票安置」開始推廣
至一線城市。1月5日，廣州作為中
國四大一線城市之一，開出了全市
首張房票，標誌著中國房地產市場
改革的又一步。作為現有貨幣補償
和原地實物安置的補充形式，房票
安置更為靈活，有助於鎖定住房需

求在本地釋放，且可定向去庫存，對整體
房地產市場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而加之房
票有使用期限，其見效期亦會相應更短。

以上提及的兩種刺激政策，相對於以
往降低利率、撤銷部分購房限制等刺激手
段，更明確地指向了現存的商品房庫存，
效果更為立竿見影，且能夠幫助房企、城
投公司等陷於債務困境中的企業獲得喘息
的空間，對地方政府債務亦有一定的緩解
作用。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