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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陳淳淳

美國爆發第二次內戰危機 春雨如詩
自從美國哥倫比亞環遊

世界發現新大陸以後，使歐
美的人士紛紛地要來到美洲
尋找美好的生活。當時美歐
的生活並不理想，於是由於
好奇心的驅使，使人們不厭
其煩，就幻想天開來新大陸

拚運氣，好花不常開，好境不常在。同樣
地，住在南美洲土族的墨西哥人生活並不理
想，所以常常發生兩民族的不和，衝突，以
及侵佔土地的事件層出不窮。近年來，美國
進步神速，一日千里，墨西哥望塵莫及，於
是很多生活不如意的民眾就想以非法的手段
入境美國淘金；另創一片天，於是美國德州
及墨邊境最近再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似有風
雨未來先有兆的不祥造化。

美國總統拜登執政三年間，至少有七百
多萬難民入境美國，且事情還在持續惡化，
預計今年首季再新增一百萬非法移民，來得
像洶湧的海水勢不可擋，使德州政府手腳無
措逆境用強權，亦是理所當然之事，無可厚
非。

阿博特在內眾多共和國政客認為這是對
美國人入侵，根據憲法的定義，賦予德州動
用州軍事力量來鎮壓，且無經國會的同意，
他又稱，拜登無視難民潮湧入的問題，我們
將自己使用我們的武器庫中的工具，一起來
保衛我們的州。

二月一日，隨著瓜達羅佩縣成為德州第
五十二個鄉鎮，宣佈「正被非法移民入侵」
的採取行政單位，名為「奪回我們邊境」的
反非法移民車隊，浩浩蕩蕩地從維珍尼亞，
佛羅里達，路易斯安娜出發往美墨邊境，反
對拜登的移民政策，協助德州助防。佛州州
長德桑蒂同日宣佈動用國警衛隊一個營的兵
力，另尚有二十多個州亦熱烈地響應。

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美國已陷入了尚
沒有硝煙的「內戰」邊緣，德州的民眾更出
現「獨立」的呼聲，美國的肥沃使墨西哥的
老百姓眼紅，看到美帝的成就，墨西哥黑社
會的黨翼就到美墨交界的城市落地生根，這
些非法移民有多半是他們的親戚朋友。

面對邊境的危機，美國出現三條戰線如
下：

一、是德州及共和黨州份和白宮圍繞著
違憲及護憲的對峙；

二、是前總統特朗普及現總統拜登邊境

的武裝對峙，承諾及角力；
三、是國會眾議院及參議院圍繞邊境立

法的角力和對國土安全部長的彈劾等。
拜登上台後，副總統賀錦麗主管邊境的

問題，非法移民大幅增加，德州苦不堪言。
德州政府曾在二〇一一年三月沿著漫

長的美墨邊境安置鋒利的刀片及鐵絲網，使
非法移民不能攀越以此來阻止非法移民的入
侵。如今防衛全失，如入無人之境，加上官
商勾結，成為了一個國際的大企業。現在拜
登要德州政府廢除圍牆，而地方政府要另作
防範，造成雙方的惡眼相待，情勢如不被控
制妥當，就可能引發不可收拾的「第二次內
戰」也說不定。

我們以第三者的眼光來看待，究其真皆
是裝飾醜陋政治角力的「軍事行動」考驗，
更有耐性對峙。

由於德州難民大量地湧入，嚴重影響衝
擊這個紅州的傳統政治生態，將會在美國大
選中略見一般。這種難民只充其配角而已，
總統的定局才是真正政治的手段。

針對德州以抗命行動，逼迫使特朗普
火上加油，不但支持阿博特的舉措，更在一
場演講中承諾，「當我擔任總統，我不會向
德州發出限制令」，「而是會向德州派出增
援部隊」，「會利用總統一切資源工具和權
力，來保護美國免受正在發生的入侵。」這
樣來說，他的言論絕對有利於來屆競選總統
的優勢。如今登記的選民只有三成八支持拜
登，以目前的姿態，拜登正在處於下方。

民意的流失，讓白宮無法響應民主黨
人，西班牙語等社區和人權組織的「德州違
憲」的呼籲，更加無法輕易啟用聯邦軍隊在
最後通牒令發出後，真的出兵壓制德州的反
抗。一月廿六日，白宮發言人針對共和黨州
長協會的聲明發出回應，稱邊境接受難民的
系統已經支離破碎，州長們如果真的想幫助
解決邊境和移民系統問題，就應該跟州議會
磋商，於是乎美國國內業已有許多聲音在警
告拜登，不要輕易將國民警衛隊收歸聯邦。

拜登如今是投鼠忌器，不敢和德州攤
牌，主要原因在於共和黨掌控的眾議院也將
援助以色列及烏克蘭千億的美元特別預算案
的談判，與修改移民政策和加強邊界控制聯
系在一起。而美國在烏克蘭戰爭及以巴戰爭
衝突重大挫折，那麼拜登選舉之路必死無
疑。

又是一年春雨時，春
雨不像冬雨那樣冷酷無情；
春雨也不像夏雨那般傾盆滂
沱；春雨更不像秋雨的冰
涼快意，春雨是絲絲縷縷的
纏綿，像一支斑斕而細膩 
的彩筆，為大地描繪出一

幅生氣勃勃的畫卷；春雨是大地的甘霖，
每一點雨滴都是音符，為大地奏出生命的
樂章；春雨是悄悄的，細膩而輕柔地滋養
著每一寸土地 ，宛如一首溫婉的詩篇，散
發出淡雅的靜美。 細細綿綿的雨絲，如雲
煙朦朧，似柳絮飄揚，伴隨著春風輕輕地
灑落，猶如一群輕盈的舞者，在春天的大
地上共赴一場色彩斑斕的生命之旅。 撐一
傘踏著春雨的節奏，感受雨韻的律動，淅
淅瀝瀝的雨聲，像一首優美的情歌在心中
迴旋。 如煙的雨織似輕紗，帶著春的氣息
在臉上輕輕地滑過，留下清新的甜美。 天
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春雨霏
霏，霧氣瀰漫，雨絲在空中飄蕩，彷彿串
成的珠簾，如雲如煙地籠罩著天地間，讓
人彷若走入歲月的深 處，遇見春天溫柔的
呢喃。

春雨在唐代詩人杜甫的筆下是「好
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雨是聰慧而善
解人意的，好雨就是知道下雨的節氣，降
臨在萬物萌生之初；春雨在宋代詩人劉子
翬 的筆下是：「暝色春朝雨，滋榮喜及
時。」春暖時節，雨水滋潤萬物，及時雨
給大地帶來生機，也帶給人們了喜悅和溫
暖；春雨在宋代詩人朱敦儒的筆下是：「 
春雨細如塵，樓外柳絲黃濕。」綿密的春
雨是最能勾起濃濃的思念之情，如絲如塵
的春雨，一點一滴地打在心上，把思念拉
成春雨般的 細軟綿長；春雨在唐代詩人王
維的筆下是「雲裡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
萬人家。」春雨變得宏大而壯麗，春雨綿

綿，掩映著長安的萬戶人家，像極了 那個
富麗而繁華的盛唐景象。 歷代文人墨客筆
下的春雨是有情的，綿綿春雨中，柳絲蕩
漾，煙波浩渺，初生的春草，淺淺淡淡，
嬌嫩鮮美，似有若無，初春的萌動，最是
撩人情思。 春雨是富有詩意的，是充滿
浪漫情懷的，在中國古代文學意像中，春
雨被賦予豐富的人文精神和深厚的象徵意
義。

半畝鋤犁春雨足，幾家籬落白雲封。 
在農耕文明時代，春雨是灌溉農田的重要
資源，是催生萬物復甦的甘露，在中國農
業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春雨被視為農
耕文明的瑰寶，因此，古人有「春雨貴如
油」之 說，強調了春雨對春耕的重要性；
雨深一尺春耕利，一場適時適量的春雨，
是春耕良好的開端，霏霏春雨是春耕最美
的期待，一夜春雨過，千畦盡成綠，細膩 
溫婉的春雨，給予生命無限的力量。

春雨落成詩，片紅梅落，纖纖綠草
生。 春雨飄灑，如絲如縷，如夢如幻，在
雨中輕輕滑落的花瓣，如同詩意的畫卷，
帶著芬芳的氣息，在空中演繹著生命的絢
麗，讓人陶醉在這畫面的唯美中。 在溫
潤的春雨裡，小草用嬌嫩柔美的姿態，展
示了生命的堅韌與不屈，從潤濕的泥土中
散發出新生的氣息，泥土混合著青草的清
香，使人心曠神怡，生命之美，在於一 種
寧靜而堅韌的力量，簡單而真實。 春雨用
如詩如畫的筆觸，把大自然描繪得五彩斑
斕、生機盎然。

一場春雨後，桃花分外嬌，櫻花勝
雪，杏花微雨，白梨稠李，雨後的花朵嬌
羞嫵媚，每一朵花都流露出生命的希冀和
溫婉，田野湧動著明媚 的春光，山間景色
如詩如畫，讓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生機勃勃
的氣息和神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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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強

穿越宋元感受泉州：
蟳埔簪花，海洋文化的綏爛樂章

泉州，這座古老的城
市，宛如千年的詩篇，承載
著豐富的歷史與文化。 在
宋元時期的繁榮光輝過後，
泉州曾沉寂了數百年。 然
而，如今，隨著被聯合國世
界遺產組織認定為「泉州：

宋元中國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這座城市
再度吸引了無數遊客的注目。 穿越時光，
我們踏足泉州蟳埔，感受這座古老而充滿
活力的文化。

蟳埔簪花圍，是泉州蟳埔的獨特髮
飾，由花圍和髮簪等精美元素構成。 它不
僅是一種美麗的裝飾，更是對幸福生活和
東方美麗的嚮往的一種表達。 讓我們一同
追尋這些花的故事。

以花為生，以蠔築宅：蟳埔村民以
在泉州灣捕魚為生，形成了「以花為生，
以蠔築宅」的獨特民俗。 無論老少，村
民們都習慣穿著「簪花圍」、掛上「丁香
墜」。 

這些巧妙製作的花冠象徵著生命的生
機和對家人平安歸來的美好祈願，期盼著
他們在海上捕魚歸來的平安。

趙麗穎的簪花照片走紅網：當明星趙
麗穎戴上蟳埔簪花，瞬間引起網絡轟動，
掀起了蟳埔女民俗文化的新熱潮。

 如今，蟳埔簪花圍已迅速擴展到兩百
多家店舖，大大推動了當地文化旅遊與經
濟的繁榮。

梳頭簪花，沐浴在海風中當一天海的
女兒：漫步在泉州蟳埔社區，整個村莊彷
彿被鮮花的馨香環繞。 

看如海湧入的女性遊客把長髮挽起簪
花上頭，穿梭在傳統的漁家女裝中，猶如
一座「流動的花園」。 

這些直徑尺許的簪花圍，綏爛的紅、
黃等各種色彩的花朵緊緊相鄰，熱情而美

麗。 人生總有眾多相遇，並非每一次都能
如花般燦爛。 在這最美的瞬間，期待一次
心靈的相遇。

簪花不只是一種風俗，更是對幸福生
活和東方美麗追求的深刻表達：每位蟳埔
女性都能熟練地梳理這樣的髮型，每個清
晨的第一步就是為自己梳理簪花。 簪花圍
如此美麗，不僅吸引了女性遊客，也讓不
少男性遊客迫不及待地想一睹其風采。 蟳
埔文化的包容性使得無論是大人或小孩、
男性或女性，只要對這份文化心生熱愛，
願意嘗試，都會受到熱烈歡迎。

簪花象徵海邊人歷經滄桑與磨難，在
千百年間與海洋持續對話與實踐中，始終
未忘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正如席慕容在《一棵開花的樹》中所
言：「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
刻。」美麗的相遇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時
刻降臨。 如果你對生活充滿熱情，讓我們
在泉州相遇，一同感受這片古老土地上美
麗傳承的文化。

在泉州這座古老的城市中，簪花如詩
如畫地綻放，成為浪漫傳說和美麗傳統的
象徵。 

讓我們一同穿越時光，踏入泉州蟳
埔，感受這古老而充滿生機的文化。 在這
片千禧年漁村潯埔，簪花綻放，海與花共
舞，迎接遠方的賓客。 簪花代表海邊人
歷經生活滄桑與磨難，在千百年來與海洋
持續對話與實踐始終不忘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 

美麗的夢和美麗的詩一樣，都是可遇
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沒能料到的時刻出
現。 如果你也對生活充滿熱情，那讓我們
相遇在泉州吧。 

在泉州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簪花圍綻
放著浪漫與傳統，讓我們相約相遇在泉州
古城，共同感受這美麗的文化傳承。

鄭亞鴻

草螟弄公雞
2 月 1 4 日 （ 正 月 初

五），福建一艘漁船在泉州
市北碇以東0.5里海域，也就
是距離金門島5公里的地方
進行捕魚作業的時候，被金
門的台灣海巡署第12巡防區
統籌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撞

擊，導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死亡。
人命關天，距這一事件已過去十多天，大陸
方面與台灣的談判也已進行十多次，對這一
野蠻「執法」、草菅人命的事實，台灣當局
毫無歉意、非常冷血，仍拒絕道歉、追責。
台「海委會」主委管碧玲甚至宣稱「依法行
政，沒有什麼惡性行為」，並稱「沒有讓兩
岸情勢變得更緊張」。

實際上，他們所謂的管轄水域，只是台
灣當局自己定義的。這些海域是兩岸漁民傳
統的共同捕魚區域，然而台當局卻屢次借口
所謂的「越界」，罰沒、捉捕大陸漁民，這
凸顯了台當局對大陸的敵視立場。

大陸這次忍無可忍，作為反制，大陸
海警部門宣佈在廈金海域開展常態化的執法
巡查，這一舉措意味著將強化海上執法活
動，以此確保該海域的安全與秩序。特別是
在解放軍軍機和大陸海巡01號艦艇闖過所謂
的「海峽中線」後，大陸方面在向台當局傳
遞一個明確的信號：即拒絕接受台方設立的
任何限制。2月19日，大陸海警船就已經抵
近金門水域展行巡查。至少包括4艘執法船
圍繞金門島巡邏，也就是台當局所謂「禁
止、限制水域」內巡航。金門「初日」號遊

艇成為第一艘臨檢對象，台灣中時新聞報道
稱，大陸海警執法船登臨該艇，並對它進行
了半小時檢查。以目前兩岸海上執法力量對
比，在大陸相當於第二海軍的海警面前，台
「海巡署」簡直就是個小孩子，毫無還手之
力。大陸海警經過多年「下餃子」，千噸執
法船早就是標配，萬噸執法船也不少見，甚
至基於海軍056型、054A型護衛艦為基礎也
造了不少執法船。這些大傢伙們不僅擁有水
炮無線電可以實施警告，同時也擁有如30毫
米機炮可以直接開火，這些裝備對台「海巡
署」完全是碾壓優勢。只不過長期本著「兩
岸一家親」原則，才處處心存善意，讓台當
局產生了錯覺，認為大陸會忍耐，因而肆無
忌憚，這才有了春節「行兇殺人」的惡劣事
件。台「海巡署」對手無寸鐵的漁民那樣凶
殘，在大陸海警面前，則怕了，不敢撞了。

針對台灣民進黨當局對大陸做出的挑
釁舉動，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2月21日在臉
書發文，痛批綠營政客為鞏固權位，「草螟
弄雞公」（ 草螟是「螞蚱」的閩南話），
屢屢對大陸做出挑釁舉動，害得島內民眾成
「蓋頭鰻」（殺鰻魚前通常會先用布蓋住
頭，已在生死關頭的鰻魚不知事態嚴重，還
悠遊自得）。用「草螟弄雞公」 形容台灣
民進黨當局挑釁對抗大陸，非常貼切。

「台獨」政客不自量力，每挑釁一次，
「台獨」的生存空間便會被壓縮一次，但仍
死不悔改。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
直至滅亡，這就是「台獨」的下場！

（2024年3月3日）

林鴻東

大腸血
大凡古縣古城古鎮，似

乎總有美味存世。
老 同 安 ， 便 是 一 例 。

老 同 安 的 美 食 ， 多 得 不 得
了。真是琳琅滿目。炸棗、
封肉、碗仔糕、沙茶面、麵
線糊、土筍凍、馬蹄酥、薄

餅、滿煎糕、姜母鴨、新圩鵝肉、地瓜粉條
等等，都堪稱老同安佳味。

在眾多美食中，最為神秘的要數大腸
血。說它神秘，是因為島內很難吃到，得到
同安才能吃到正宗的。前陣子，我在同安采
風路過一家飯店時，無意間看到店招中赫然
標識著「大腸血」的字眼，入店饕餮一番，

終於實現了一品大腸血的願望。後來，有到
同安一行，皆不忘大腸血。

大腸血，可稱老同安的黑暗料理。有
人一聽名稱，會有惶恐的感受。其實，它就
是一種血腸，也可說是血大腸。將血大腸稱
為大腸血，是閩南人的語言習慣，正如如閩
南人將公雞稱為雞公，颱風稱為風台。

大腸血，顧名思義，與豬大腸、豬血
相關，也就是「在豬大腸裡灌進豬血」。
將豬大腸用蕃薯粉、鹽反覆清洗後，灌進豬
血，續而兩頭繫緊，放進加了姜塊或姜絲的
大骨湯裡精心熬製，客官食用時，店家將大
腸血剪成一塊塊，放進精心調製的熱湯頭
（湯頭裡一般有姜絲、蔥花、香菜末、芹菜

末等佐料，不同店家佐料會略有不同，有的
有自己的秘方），再灑上胡椒粉，於是，一
碗美味的大腸血就調製好了。豬大腸的嚼勁
與怪味加上豬血的絲滑、佐菜的鮮美、胡椒
的爽辣，給人一種奇異的口感。對我來說，
姜絲更是不可或缺的。吃過大腸血後，你會
感覺肚子熱乎乎的，特別舒服。

大腸血是湯品，其最佳搭配是鹹飯。
這鹹飯也不是一般的鹹飯，是香噴噴的豬油
鹹飯，輔料豐富，多為香菇、肉丁、包菜、
干貝之類。閩南人有吃啥補啥的說法，在冬
天吃大腸血，據說可以清腸補血。

在同安，能吃到大腸血的老牌店面很
多。如果想吃得趁早，過了中午，往往會告
罄，因老牌的店家，每天做的碗數都是固定
的。有個別店家的大腸血實在太好吃了，導
致不少人吃上癮，久而久之，有人懷疑湯頭
裡有罌粟殼。有關部門多次抽檢，卻無發現

異常。這也算是關於大腸血的一件奇案。
血 腸 曾 是 滿 族 的 祭 祀 祭 品 。 至 今 ，

東北一帶還流行酸菜燉白肉、血腸的特色
小吃。據說，「翠花，上酸菜！」的「酸
菜」，就是此道小吃。東北血腸的做法與同
安的大腸血差不多，只是佐料略有不同。類
似食品，藏族、蒙古族也有，只不過有的將
豬肉換成了羊血。

老 同 安 也 有 一 種 食 品 ， 與 大 腸 血 類
似，叫米血腸。米血腸也是由大腸與豬血組
成，只是在豬血中加進了糯米。米血腸的吃
法，不是剪塊淋湯頭，而是切片煎炒。米血
腸，湘西也有，在湘西此物叫灌粑血腸。

同 安 人 就 是 這 樣 神 奇 ， 他 們 將 豬 大
腸、豬血這種上不了檯面的豬下水，調製出
人世絕有的美味。

多少遠行的老同安人，一直念念不忘
家鄉的那碗大腸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