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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老油條

從酷暑想起 讀邱仁士《我的中國夢》(一)
這幾天真的熱得讓人喘

不過氣來，本來我以為手機
視頻上是在搏點擊，是在譁
眾取寵，這幾天要不是自己
承受熱浪的衝擊，還不以為
然呢！

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整
整十年，我在千島之國的極南端那富有拉丁
色彩的花的城市渡過，那裡的氣溫是常年炎
熱，也許地近赤道使然，可是一到傍晚，太
陽西下，熱浪也有所收歛，一到晚上晚風習
習的吹，幾乎沒見到空調設備，除了比較高
級一點的電影院才有空調。那時候人們都是
襯衫長褲，不見有人穿咖克，常年不見熱帶
颱風光顧，雨水充沛，永遠也見不到旱澇，
草木茂盛，鮮花爭姘鬥麗，家家戶戶陽台上
都種上了鮮花，花的城市這美名，不翼而
走。

海灘離我們住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遙，
戲水弄潮，不用帶替換的方服，乾的衣服走
去，在海裡戲水後，就穿著浸過海水的那身
衣服回家。

我還記得，小時候可以頂著個大太陽
站在貨車上一站就是一個下午，熱是熱了
點，記憶所及毛頭小子還是受得，與太陽比
耐力。

人一上了年紀，總是從一些小事就想
起小時候的一些往事。

說實在的，這幾天真的是熱得讓人受
不了，也許是老人不耐熱，就好像家鄉的一
句老話：「驚風忌日畏烏陰」。

有不少朋友還在商場努力拚搏，又有
不少朋友永遠地離開我們騎鶴西去。世紀大
瘟疫已過去將近四年了，記得四年前我是第

一批感染新冠的病人，在國家衛生部門，新
冠患者我是列入二百名以內，希望我能應了
那句「大病不死必有後福」那句老話。

那次，在醫院住了十二天，在那十二
個日日夜夜裡，到今天回憶起來還心有餘
悸。

大 瘟 疫 已 過 了 四 年 ， 我 也 退 休 了 四
年。

退休後的日子，一日一日的飛快的過
去，除了讀書，塗塗寫寫。

與老伴到商場去散步，日子就這樣飛
快似的過去了。

躲在空調書房裡，耳邊聽著老舊的空
調機唱著千篇一律，並不悅耳的「音樂」，
手握著筆，寫著窗外的氣溫應該是駭人的
高，單調的生活，也只能寫出單調的嘮什子
雜文。

陪我的還有滿斗室的書籍，還可以進
入梁羽生，金庸，古龍的武俠世界。

大熱天，躲在書房裡，寫不出嘮什子
的文章，可以進入梁羽生的武俠世界裡，每
天都唸著梁羽生的作品，我有一套三十四部
的作品集，根據香港報紙上副刊介紹，梁羽
生武俠小說全集是三十五部，還差一部就是
梁羽生武俠小說集全集了。就是不知道那一
部叫什麼書名。

退休後，我很少看電視，有人說整天
對著個電視機會患上老人癡呆症，手機我也
不像別人一樣，整天抱著瀏覽，我只稍為讀
一下，也不喜歡在手機上發表言論，何況我
腦袋空空是沒什麼偉論可以發表的。

打 開 窗 戶 ， 把 手 伸 出 窗 外 ， 真 的 很
熱，很熱。

2024年4月29日

《 我 的 中 國 夢 》 是 一
本記載邱仁士博士其一生為
中國和菲律濱所作出許多有
益工作的事蹟。書中收藏著
八 十 年 來 許 許 多 多 珍 貴 照
片，其中描劃出他童年的一
場夢，少年如是一幅憧憬的

畫，青年時書寫著一首夢幻的詩，壯年時猶
如一部挑逗的小說，中年時是一篇經驗歷鍊
的散文，老年時是一盞人生閃爍的哲學。邱
博士從他年青時代一直走到年老的歲月，始
終堅守在那努力幹好菲中友好關係的岡位
上。默默為祖籍國做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無私
的奉獻與犧牲。由書中展現出的照片和文章
記述說明了，邱仁士所接觸菲中的政治人物
是如此的廣闊，可以算是當今華社領袖僅存
的一位稀珍人物之一……

書中一篇題為「識時務者為俊傑」致
送給台灣當時正在當政的馬英九，這篇文章
讀後令我感慨萬千，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就
只握在那些當權者「對與錯」、「是與非」
和「戰與和」的一念之差，毛澤東的共產主
義和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鬥爭害慘了中華兒
女骨肉分離數十年，紛紛擾擾的國共鬥爭延
續到今天還沒有找到一個句號的終結……作
為一位嫁到海外娘家女兒，禁不住要問，我
們還要再耐等多少年，才能見到娘家的父母
完全合一的日子？

在「識時務者為俊傑」那篇文章中提
到兩次國共難得的合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1924-1927年。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在廣東已開闢了
一塊革命根據地，也有一支武裝力量堅決反
帝反封建。可是孫中山有感於自己革命力
量，勢單力薄。需要像中共這樣的革命力量
來支持。

同時中共也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
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僅僅是依靠工人階級的
力量是不夠的，黨應該採取積極的步驟聯合

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工人階級和其他
民主力量的統一陣線。在這種情況下，兩黨
一拍即合。孫中山提出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
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在共產黨員的幫助
下，

組織廣大了，黨員增加，工農運動發
展，黃埔軍校建立，很快組織了掀開討戈北
伐戰爭的帷幕，正式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
治……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1937年7月到1945
年8月。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入侵華
北，中國人民有淪為亡國奴的危險，國共兩
黨的矛盾逐漸下降為次要矛盾。在大敵當
前，各黨各派意識到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抗擊
外敵，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
發生了西安事變成為革命戰爭走向抗日民族
革命戰的轉折點，也是國共兩黨重新聯合的
新起點。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一個極其鬆散的
聯合，儘管如此，國共團結，共同抗日，建
立起一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抗日
戰爭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保証了抗日
戰爭的最後勝利……

在抗日戰爭的後期1944-1945年，中國
共產黨向蔣介石的國民黨提出堅持長期合作
下去，抗戰勝利後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蔣
介石拒絕了共產黨的建議，抗日戰爭勝利
後，蔣介石曾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毛
澤東親自到了重慶談判，並簽了（雙十協
定），以後又簽訂了（停戰協定）。但蔣介
石在美國的支持下，高估了自已軍事的力
量，迫不及待要打內戰，撕毀了所有國共協
議，對共產黨發動了全國軍事剿共的進攻。
中共被迫進行了三年艱苦鬥爭的解放戰爭，
1949年中共解放了全中國，蔣介石在美國第
七艦隊保護下敗逃台灣，而國共第二次合作
從此徹底破裂……國共第三次合作？是否能
實現解救兩岸統一不幸的宿命嗎？請看下星
期一分解……                                   （待續）

稿於2024年4月

靜銘

悼李榮美文友
商報筆耕六五年，
華章十卷繼前賢。
書生冷對千夫指，
文曲星沉四月天。

李榮美先生自一九五七
年開始，以海嘯為筆名投稿

華僑商報周刊「學生園地」。兩年後，我與
平凡聯袂造訪李府，邀請他加入辛墾文藝
社，李君欣然答應。

一九七二年軍統前一星期，我背起簡
單行囊，帶著唐詩宋詞和金剛經，連夜離開
岷尼拉，飄泊天涯。

商報另一位作者，也是辛墾社員的老
油條更快。

一個跟斗翻出十萬八千里，跑到大西
洋彼岸去吃熱狗和漢堡包。

可憐榮美兄卻來不及逃避而被盯上，
必須定期前往軍部報到。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廿 五 日 ， 「 人 民 力
量」推翻獨裁政權。

同年六月十二日，商報復刊，李君迅
速歸隊，阿庚要我去聯絡蒲公英和回漸伯的
公子李炳武，邀請兩人繼續投稿。

找到老油條，他正在少林寺演武廳中
督導一批僧人練習雙刀對蛇矛。

得知我的來意後，他二話不說，立刻
入內辭別住持方丈，然後背插雙刀，腰繫鏢
囊，星夜下山，重入江湖……

榮歸主懷居天國
美滿人生亦虛空

悼蘇劍虹文友

辛墾同耕六十年，精通命理探虛玄。
如虹劍氣沖霄漢，忽報文星墜九天。
蘇劍虹文友出生於書香世家，父親長

期擔任計順省干禮拉惹華校校長。蘇君中學
就讀於岷市華僑中學，課餘喜歡寫作與研究
八字命理學，搜購了許多有關此類的書籍。

寫 作 方 面 ， 六 十 年 代 初 便 參 加 辛 墾
社，時有佳作發表於辛墾園地。

至於書寫流年八字，蘇君更是此中高
手，尤其是推算幾歲紅鷥星動，以及從八字
中測出適合從事何種行業，皆十分精準，令
人嘆服。

蘇君還有一個外號：「中閻羅」！話
說上世紀八十年中某星期天，辛墾社友應居
住於羅申那市林榮快先生的邀請，前往該市
海灘旅遊。午餐後，我們坐在涼亭中閒話文
壇趣事，不覺扯到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東邪、
西毒、南帝、北丐、和中神通，此時有人提
議辛墾社也來個東鬼、西妖、南魔、北怪和
中閻羅！此話一出，大家哄然叫好，於是找
來白紙，撕成五張小片，放入盒中，一匡摸
中西妖，我是南魔，榮快是北怪，劍虹兄是
中閻羅。

當時我用南魔這筆名寫了三篇社會諷
刺小說：一、吃人；二、吃人大會；三、閻
羅相命；劍虹兄也寫了好幾篇。

輓聯：

劍氣如虹沖北斗
文星殞落墜南天

2024年5月1日

陳萬傑

種族歧視
最近，關於種族主義

和恐華症（對中國人的恐懼
和偏見）的說法很多，主要
與以下指控有關：加牙鄢省
一所由修女開辦的大學一直
在接受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
生（為了簡單起見，我只使

用「中國大陸」），這些留學生在沒有證
據的情况下被描述為可能的共產黨間諜，
因為他們來自大陸。 

菲律濱華裔民間領袖、在王城内的菲
律濱華裔青年聯合會以及菲華歷史博物館
的洪玉華譴責這些指控是「種族主義」，
並對其提出的時機表示懷疑，因為此時美
國正試圖建立各種地區聯盟，所有這些聯
盟都是針對一個敵人：中國大陸。 

我同意洪女士的觀點，即菲律濱應該
採取中立立場，而不是被美國用來對付中
國，或者被中國用來對付美國。我們的地
理位置使我們與一個超級大國結盟對抗另
一個超級強國變得特別危險。

有些人會說這是現實政治，處理全球
政治的現實，但這是嗎？我們知道這些聯
盟是如何變得如此脆弱和轉瞬即逝的。例
如，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很可能會讓唐納
德·特朗普重新掌權，他是一個戰爭狂，會
毫不猶豫地利用菲律濱人作為「讓美國再
次偉大」的炮灰，對中國發動戰爭。 

讓我們回到中國留學生恐慌的話題
上來。「種族主義」這個詞不太合適，因
為「種族」是一個人為的類別。許多菲律
濱人、台灣人和中國大陸南部的人實際
上有共同的基因，可以被描述為南島人
（Austronesian），更多的是一個語言學術
語，但有時也被用來指代共同的基因起
源。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基於種族或國籍的
歧視，使用模糊的術語「中國人」或「引
叔/Intsik（菲語）」（一個貶義詞，指看起
來像「中國」的人）。

問題是，人們所感知的種族取決於幾
乎任意的標準，譬如外表（尤其是「眯眯
眼/singkit（菲語）」眼睛、白皙的皮膚）
或說一種聽起來不熟悉
的語言（許多菲律濱人
把日語和許多中國語言
和方言中的一種混在一
起）。

我們可以認為這是
短暫而無害的，但我們
忘記了菲律濱確實有著
悠久的反華情緒歷史，
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
時期，當時馬尼拉發生
了三起大規模屠殺華人
的事件（編者按：應該
是六次）。在最近的過
去，我們看到有多少菲
律濱人根本不在乎，在
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
一系列殘忍的綁架勒索

事件——1990年至1996年間發生了665起，
而這些只是有報導的案件。其中包括徹底
的殺害、強姦和酷刑。這些綁架不是隨機
的：它們源於種族歧視和刻板印象：如果
你看起來像「引叔」，你就會被視為有
錢，適合綁架。

綁架事件有所减少，但菲律濱華人
組織指出，這導致當地華人將子女送往國
外，以及資本外逃，不僅是菲律濱華人，
還有外國商人和一般投資。

我擔心，如果我們繼續當前的「中國
間諜」恐慌，我們就會面臨「引叔」性滋
擾的風險，目標是來自中國大陸、台灣、
新加坡的任何人，以及當地菲律濱人因為
身體特徵……甚至有單音節姓氏而被視為
引叔。

我們幾十年來一直有外國學生；事
實上，在二戰後的幾年裡，我們是外國學
生最喜歡的目的地，因為我們對醫學、牙
科、工程等專業有著很高的標準。

如今，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中國留
學生主要是為了學習英語，但也有其他人
申請其他本科和研究生課程。我最近遇到
了一位正在教育系修讀的學生，最初我對
她的選擇感到驚訝。

她解釋說，我們的教育學校更具創新
性和「開放性」，這讓我想起了去中國的
經歷，在那裡我確實看到了課堂的嚴格管
理。有一次，一名學生因為向客座教授提
出一個簡單的澄清問題而受到責罵。（猜
猜是誰？）

我們知道本國有些「學店」可能會
為了輕鬆賺錢而瞄準外國學生。如果政府
要進行調查，那就聚焦於學校的標準和政
策，而不是學生的國籍或種族。

讓我以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作為結
束。您是否知道，在菲律濱，我們有醫學
院專門為印度學生提供五年制MBBS（醫學
學士）課程？畢業生可以在印度行醫，但
不能在菲律濱行醫。

我們有好的（而且是低成本的）教育
工作者。如果我們認同針對特定種族或民
族的歧視性政策，我們將失去這一地位。

鄭亞鴻

這就是美國「民主的標誌」？
近日，支持巴勒斯坦的

抗議浪潮席捲了美國大學校
園。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及
哈佛、耶魯等20多所知名大
學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以
表達對拜登政府在外交上偏
袒以色列的不滿。據NBC新

聞統計，自上周哥倫比亞大學發起抗議活動
並建立營地以來，目前美國和加拿大已有40
多所高校建起抗議營地。抗議活動甚至漫延
至法國等。

而在北京舉行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被問及是否接受美國高
校抗議者發出的信息時，他開始宣揚所謂
「美式民主」，稱「在我們自己國家，我們
的公民在任何時候表達他們的觀點、他們的
關切、他們的憤怒，是我們民主的一個標
誌。」

可是，在他的國家，美國政府卻命令
警察進入大學校園驅散和逮捕和平抗議的學
生。據路透社統計，過去一周，美國主要大
學中有約550人因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
被捕，其中包括大學教授。還有警員用電擊
槍反覆電擊被捕者。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
警告要出動國民警衛隊。

得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揚言要把所有
抗議者「都關進監獄」。有學生和抗議者報

告，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伯明
頓分校的屋頂上還發現有「狙擊手」。諸多
美國政客持續給這一系列抗議活動貼上「反
猶」標籤，並聲稱活動中存在「外部煽動力
量」，揚言要嚴懲學生和組織者。對此，就
連《紐約時報》也不禁質問：「美國高校校
園嚴控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是否意味著
言論自由的終結？」

記得2019年，在香港暴力示威者衝擊
香港立法會大樓，損害立法會設施，使用有
毒粉末和液體襲擊和圍毆警察，甚至咬斷警
察的手指，用刀刺傷警察時，當時的美國眾
議長佩洛西將這種暴力行為形容為「一道美
麗的風景線」。如今，面對自己國內的這道
風景線，不知她如何形容？也許她認為學生
只是和平抗議，沒有使用暴力，所以不美，
警察使用暴力才美。

這些年，人們對美國的「民主」有了
真正的認識。在美國，你可以罵拜登，可以
罵特朗普，但不能罵猶太人，因為美國的真
正權力掌握在猶太財團手裡，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會對這次學生的和平抗議活動嚴厲鎮壓
的原因。

這就是布林肯宣揚的「美式民主」，
而這次對學生和平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就
是美國「民主的一個標誌」。

（2024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