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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淳 杜鷺鶯

解讀柯清淡先生
詩歌的原鄉情結（上）

《大坡趟小坡》（下）

不管以什麼樣的際遇成
為海外華人華僑，無論以什
麼樣的形式成為異國公民，
請相信，血管裡流淌著的依
然是炎黃子孫的血，就算是
脫胎換骨，「龍的傳人」的
印記始終留痕於血脈裡，那

永遠脫不掉的「華人」的外衣，終有一天會
觸動記憶。如果舉起雙掌，發現「指紋」已
在異國被磨掉，不要驚慌，請將手伸進母親
河；如果鄉思鬱積於心脾非「靈藥」而不能
治癒，請用手心按住長城的蒼石。請相信，
海外華人華僑不是無根的浮萍，五千年的
中華文化早已把根留住，海外華人華僑的
「根」就盤結在漢字漢語裡。

《指紋》與《靈藥》是柯清淡先生所
寫的兩首詩，從這兩首詩中，我們看到一個
已經成為異國公民並融合於所居國社會的海
外華人，那顆赤子之心仍然燃燒著強烈的故
國之情，那不是偶然的觸動，而是長年沉積
於心的渴望，渴望腳踩故國的泥土，感受那
份沉實與溫暖；渴望手掬母親河水，洗淨積
鬱的淒愴與委屈。詩人深厚的原鄉情結，在
他的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使人禁不住想走
進詩中細細地解讀詩人的那份深刻於心、鬱
結於情對故鄉的眷念，對祖籍國的情牽。這
種對故鄉的眷念和對祖國的情牽，不也就是
海外華人華僑深切的情懷嗎？

一、「唐山」——烙印在海外赤子心
靈深處的原鄉

如果你在異國遇到那些在新中國成立
之前出國或出生在異國的閩籍華人，問起他
們的家鄉時，他們會告訴你他們來自「唐
山」，不知從何時開始，《唐山》這兩個字
已成了海外閩籍華人的故鄉的代名詞。「唐
山」負載著他們厚重的原鄉情結與精神溯
源。

民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許多閩南僑
屬選擇出國投親，還是兒時的柯清淡先生也
是在此時期隨父母離開祖國旅居菲律濱，他
知道他來自「唐山」，那是長輩在他幼小心
靈中種下的故鄉情種，因此，「唐山」這個
烙印在他心靈深處故鄉的名字，伴隨他的人
生旅程在異國碾轉，故鄉的情結在他的心
靈深處生根、蔓延。1979年，詩人終於回到
了闊別了三十幾年、相思了三十幾年的故
鄉——「唐山」。在回鄉的前夕，詩人揮筆
蘸情寫下這首《唐山》，讓我們走進柯清淡
先生這首《唐山》的詩中，感受詩人那「近
鄉情怯」的情感波瀾。

兒時／長者屢指馬尼位海灣／提醒
著：／在這片水的彼岸是／唐山／你父母當
時攜嬰揚帆的／唐山／於是唐山呀／您的名
字便一直／烙印在我心靈深處//把兒時對您
編織的幻夢／化作灰髮進香客的虔誠／把成
年後對您懷寄的相思／滲入老大回鄉者的怯
情裡／提起這一箱的舊夢新情／明天明天／
飛渡彼岸撲向搖籃／唐---山。

三十多年對故鄉的懷想，終於要與之
相見了，而此刻詩人的情感是複雜的；故鄉
的面貌既熟悉又陌生地在思海中環繞，故鄉
的人情既親切又疏遠地在心中盤纏。兒時對
故鄉的記憶，三十多年對故鄉編織的幻夢，
卻變成此刻的情怯，詩人在情怯什麼呢？在
情怯故鄉是否還記得我這個成長在異國的遊
子，在情怯故鄉的泥土裡是否還留有我兒時
的腳印，在情怯……。

正是這近鄉情更怯的心理狀態，涵蘊
著詩人對故鄉百感交集的情懷。

海外華人華僑無論旅居在哪個國家，
多多少少都會在旅居國受過欺侮、受過歧視
受過不公平的待遇，這些委屈如一個鉛球在

華人華僑的胸海撞擊，疼痛隱忍於心，悲苦
蘊涵於情，他們寄望故鄉的泥土沒有拋棄遊
子的根，他們渴望著鄉音的呼喚，他們幻夢
著重回祖國母親的搖籃，這份厚實的原鄉情
結深深地烙印在海外赤子的心房。

20世紀50年代，青年時代的柯清淡先生
在菲律濱見證了華人開「菜仔店」、「雜貨
店」來維持生計之艱難，華人在路邊擺攤、
挑擔仔沿街叫賣小吃，在受到欺侮後卻敢恕
不敢言的謀生環境之惡劣，以及菲政府對外
僑的種種限制令，如1954年菲律濱國會通過
「零售商業菲化案」，即禁止外僑從事零售
商業活動，「零售商業菲化案」的出台，迫
使華人開的「菜仔店」、「雜貨店」關門、
路邊攤收攤，連那些挑擔沿街叫賣的貨郎、
飲食擔仔都被迫停止，華人的生存境地被迫
進絕境。這些華人在旅居國的生活悲苦畫面
在柯清淡先生青年時代所創作的作品中都能
尋到若干。正是因為經歷見證了華人華僑在
旅居國所經受的種種苦難，才對故鄉有如此
深情的懷想、殷切的的眷戀。看看詩人收藏
的那一箱對故鄉的舊夢新情，在回鄉的路上
顯得那麼的深沉與厚重。

二、「蕃薯粥」——閩南「番客」心
中永恆的美食

大約在明代萬曆年間，閩南人從南洋
帶回了甘薯種，在閩南地區大量播種後，甘
薯就成了閩南的主要糧食，甘薯也叫地瓜，
因是從南洋移植過來，故閩南人稱地瓜為
「蕃薯」，在改革開放前，閩南一帶的農耕
地大部分都是種植「蕃薯」，因此「蕃薯」
成了閩南人家中的主要口糧，「蕃薯」與大
米煮成「蕃薯粥」味道甘甜，因此，在閩南
「番客」的心中，「蕃薯粥」不僅是任何山
珍海味都不能替代的美食，也是遊子心中的
鄉愁。柯清淡先生離開故鄉三十多年，「蕃
薯粥」一直伴隨在他心中，當他回鄉時的第
一願望就是在抵鄉時吃上一碗家鄉的「蕃薯
粥」，這樣的情感只有遠離故鄉成了遊子的
人才能體味深刻。讓我們看看詩人在《抵
鄉》裡，對故鄉的「蕃薯粥」是怎樣的一種
情感。

老鄉啊/別為我驚動四鄰/叔嬸啊/別為我
殺雞烹鴨/我這少小離鄉的「番客」/只想吃
一頓/用咱們田間收來的米糧/煮成一鍋「蕃
薯粥」/若是祖父用過的/那塊粗花碗還在/就
用它來盛放吧/免得燙痛我童年的掌心。

一碗「蕃薯粥」，沉澱了閩南「番
客」一生的鄉戀，旅居海外的老一輩閩南
「番客」的心中都珍藏著一碗家鄉的「蕃薯
粥」，因為在那碗「蕃薯粥」裡有家鄉最親
切的鄉音鄉情、最厚實的鄉土觀念、最樸素
的鄉土文化。詩人要從「蕃薯粥」裡找尋童
年的記憶、傾吐遊子的情思。盤繞在詩人心
中的故鄉情結，在抵鄉時倏然被解開了，此
時詩人的情感如一匹從沙漠跋涉歸來的老馬
突然遇到了甘泉，喜悅中蘊藏著委屈、深情
裡涵蘊著期盼。當詩人踏步在故鄉的泥土
中，他重拾一串傳承的責任；鄉土觀念的傳
承、鄉土文化的傳承、鄉音鄉情的傳承。詩
人自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在旅居國用他手中的
筆傳承中華文化，他以深情的筆融將鄉土觀
念、鄉土文化、鄉音鄉情在菲華社會傳播。
這種深厚的故鄉情結，締結在廣大海外華人
華僑的心中，海外遊子的情懷裡都有一個解
不開的原鄉情結，正是這個原鄉情結把海外
赤子的心連結起來，共同擔負起傳播中華文
化的責任，使我們今天能看到在小小的華人
族群裡，不同的鄉土觀念、鄉土文化、鄉音
鄉情相互融合，形成了獨特的華人文化，這
是許多代海外華人華僑努力出來的成果。

（未完待續）

香港仔

以科技消滅「黑的」
警方在「五一」假期前

後，於多區加強打擊的士違
規行為（俗稱「黑的」），
期間拘捕多人。近年「黑
的」氾濫，已嚴重損害城市
形象和顧客信心。當局去年
修例引入記分制期望改善情

況，但在執法搜證頗有難度，影響阻嚇力。
的士服務事關公眾利益，當局應果斷推行必
要改革，借助科技手段，確保司機的服務水
平符合法例要求。

港島總區交通部昨日表示，由4月26日
至5月4日在中環及灣仔遊客區一帶打擊的士
違規行為，並發現7名司機涉嫌違規。新界
南總區相關部門日前「放蛇」行動中，亦拘
捕兩名「黑的」司機，他們收取的車資，高
出咪錶收費約1.5倍和4倍，被法院裁定須即
時入獄、停牌及罰款。

近年的士違規行為大增，每年市民投
訴數量多達數千宗。除惡劣天氣時濫收車資
外，司機的服務態度、拒載和偷拍等行為也
常為市民詬病，連前運輸署署長羅淑佩去年
也在電台節目表示自己曾身受其害。「黑
的」成因不一，一些害群之馬自恃乘客難以
拿出有效證據而胡作非為。的士業競爭不足

也被視為是服務質素不濟的主要成因之一。
綜觀近年成功提升的士業服務質素的

地區，無不與引入新科技有關，其中內地最
為明顯。由於經營平台能合理運用大數據技
術和攝錄鏡頭等技術，並接受官方監管，因
此乘客從叫車、等車時間、行車路線以及行
車安全都有保障，事後對司機的服務態度還
可以進行評價，一旦發生糾紛有科學客觀辦
法取證，故既確保乘客權益，司機也不用擔
心受到無理投訴刁難。

至於車廂內攝錄的私隱問題，其實當
局只需要立法規定，相關系統必須由指定機
構安裝，司機無法查看，只有執法人員在接
到報案時獲得適當授權才能翻看，平時儲存
的資料每隔一段時間（如一個月或三個月）
便會自動刪除，如此就不必擔心私隱問題和
取證困難。

另一方面，現時本港實行之的士管理
制度，主要是基於上世紀科技落後時的「白
牌車」亂象。如今時移勢易，科技手段已能
有效進行管理，當局應積極考慮讓的士以外
的合資格車輛和平台加入競爭，一方面能增
加服務車輛數量，同時提升服務質素；另一
方面也有利司機年輕化，提升道路使用和乘
客安全，一舉營造多贏局面，何樂不為。

不久前與堂妹線上聊
天，說起新加坡近來國運昌
榮，經濟急速發展，連帶也
推高了房價。土地短缺的新
加坡政府於是出臺了向非本
地公民的購房者開徵65%的
購房稅。堂妹不無唏噓地自

我調侃：「當時我們以八十多萬新幣賣掉
的房子聽說如今已賣到將近三百萬！感覺
像發了個富豪夢......呵呵呵！」堂妹還從姑
姑兒子那裡聽說政府正在向他們追討姑姑
生前居住的組屋，因為他們兄弟仨各自的
收入都遠超出了政府組屋條件的上限，且
都擁有自置的物業。

正所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
趕科場」，學長果然在女兒考上威斯康辛
大學後便舉家回美國去了。而我的一位娘
家小表妹則在大學畢業後從德國的見習機
構輾轉到新加坡大學修讀碩士，並留下來
結婚生子、「落葉生根」（李顯龍語）。

新加坡大概是世上最善於解讀「知識
就是力量」並做到「極致」的國家。政府
每年投入教育的經費之大僅次於國家軍備
預算。或也可以理解成：國民教育的重要
僅次於國土安全。長久以來，新加坡政府
在公民為先的基礎上以優渥的獎學金吸引
周邊國家學業成績優秀的小學、初中生到
新加坡接受教育。這些年來身邊不乏這樣
的實例：香港老友的兒子、中國大陸同學
的女兒、老家的表侄，甚至菲律賓鄰家的
孩子.....這些跨海而來的「小學霸」中學畢
業後有的去了美國深造，進而成了美國學
界精英，可更多的會選擇留在新加坡繼續
選修大學，畢業后也就順理成為新加坡的
可用人才。

這些從小學到高中，多年由新加坡
「奶大」的孩子，在認知和情感上自然都
會帶有某種「新加坡情節」——或許這就
是新加坡政府的精明所在。

那天婉拒了親家接我們去植物園遊覽
的提議，決定信步沿酒店不遠的那条新加
坡最長的「武吉知馬」大路往市中心方向
走。沒有時限，亦不預設目的：路上隨緣
的風景才是最可貴的遇見。

果不其然，我們在這條離市中心僅
十公里的路上不僅與植物園擦身而過，也
意外地在綠樹掩映、花影簇簇的「陳嘉庚
地鐵站」附近偶遇了嘉庚先生早年創辦的
「南洋華僑中學」。

這所歷經滄桑的百年名校幾經合併、
改制、更名，蛻變成如今集初中、高中、
寄宿學校、國際學校和研究所等多項功能
於一身的大型學府——「新加坡華僑中
學」。

從大型中式碑坊的校門，可望見遠處
一座殖民時代風格的鐘樓建築，這便是華
中的地標建築，也是新加坡的國家歷史古
跡。

有別於鬧區高密度商業高楼或組屋樓
群的街區景觀，武吉知馬一帶坐落著好些
新舊洋房和低密度私家公寓。由于附近藏
著幾個個自然小公園，這裏的環境也顯得

特別幽靜。據說許多跨國企業派駐新加坡
人員都喜歡選擇在這裡居住。

不同族裔的家庭背景、嚴謹的教育
體制加上多元的職場文化（也有說欠缺個
人創業空間）新加坡似乎也是個「出產」
職業經理和企管人員特別多的地方。當亞
洲崛起，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近三十
年間，能說漢、英雙語、訓練有素的新加
坡精英，自然也被跨國企業視為派往中國
和亞洲各地的最佳管理人選。常被調侃的
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也成了新加坡精
英的「標誌名片」。

平安夜那天，剛從外派地區總經理崗
位退休回歸新加坡的親家夫婦，熱情地請
我們與家人一起在其母校新加坡大學的俱
樂部餐廳（這國連高校也諳生財之道！）
共進晚餐。期間親家碰上的熟人，竟也多
是回家過節的新加坡外派人員。

來去自如、榮辱不驚，這才是一個國
家的底氣和自信。

好友的侄女比莉一家是疫情期間才從
上海移居到新加坡的。比莉很優秀，復旦
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在上市公司任高職，有
兩個喜歡也很會讀書的兒子。丈夫調職，
公司亦能為孩子們提供國際學校的名額，
比莉於是「孟母三遷」，辭去條件優渥的
職位，來新加坡當個不被允許工作的陪讀
媽媽。

類似比莉這樣從中國內地到新加坡
工作、讀書、定居的家庭近來忽然多了起
來，這還不包括幾個特殊時期從香港湧入
的移民。

新加坡總人口的最新統計已接近六百
萬，四十年間幾乎增長了200%，已成了
全球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指
數也跟著水漲船高，都與瑞士的蘇黎世齊
名，並列全球第一。

儘管最新統計的新加坡人均生產總值
（GDP）全球排行第六、亞洲第一，但人
們每周的工作時數平均45小時，是亞太區
最長的，甚至超過了臨近的馬來西亞和中
國大陸。

忽然覺得那天在熟食中心受到那位賣
鹵鴨肉阿嬸的不待見以及行程最後一天在
商場食肆吃飯時要了兩杯白開水（服務生
直接水龍頭下接的）結帳時被加收了三元
新幣......一切似乎都情有可原。

執政二十年的李顯龍總理在剛過去的
五一勞動節，以任內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講
為其四十年的從政生涯畫上圓滿句號。李
顯龍語重心長、情深意切地告誡新加坡國
人：......世界改變了，我們必須拿出與時俱
進且具創意的對策......我們必須永遠保持這
樣的心態、做長遠的打算，耐心而堅定地
為之努力，為新加坡建立長久優勢。不止
為我們這一代人，而是為了未來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這充
滿競爭與分裂的世上生存並繁榮下去。

候任總理黃循財即將於五月十五日宣
誓就職，續寫新加坡故事的下個篇章。

（全文完）
二零二四年五月三日寫於馬尼拉

靈子

善用新政策 助港搶人才
香港近年出現人才流

失現象，據香港總商會調查
結果顯示，約74%受訪企業
反映面臨人才短缺問題，其
中更有逾8成表示，情況持
續一年以上，以至於「搶人
才」成為現屆政府施政的

「重中之重」。適逢國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宣
佈多項便利內地人才訪港的出入境管理安
排，筆者認為，港府要進一步善用這些人才
訪港新政策，積極吸引內地人才來港發展的
同時，完善支援人才留港長期發展的政策，
對國際社會展現出求才若渴、禮賢下士的形
象，吸引全球人才來港創業發展，從而為香
港高質量發展注入新活力。

事實上，從國家移民管理局的新政策
可以看出，中央時刻關注香港的發展及困
難，並願意在政策上給予香港便利，支持香
港繼續發揮連通中外的獨特優勢。此次公
佈的人才新政包括了優化商務人士赴港澳政
策，即持商務簽註赴港人士在港逗留期限由

現時7天增長至14天，並且簽註容許「全國
通辦」；赴港澳人才簽註由大灣區城市擴大
至北京、上海，指定的傑出人才、科研人
才、文教人才、衞健人才、法律人才以及
管理人才等六類人才，可申請辦理有效期1
年至5年的多次簽註，每次停留不超過30天
等。這些新政策不但回應了香港商界過去提
出的建議，為內地商貿人員訪港提供了便
利，亦對香港吸引高質量科研人才有利，港
府未來應進一步為內地高端科研人才訪港交
流互動、深化合作以及在港發展提供政策上
的支援，在推動兩地商貿合作，刺激經濟復
甦的同時，助力香港高質量發展。

要知道，「十四五」規劃為香港確立
了「八大中心」的發展定位，而相關的人力
資源規劃是「八大中心」發展的關鍵配套。
因此香港既要做金融、經貿的「超級聯繫
人」，做好經濟、金融和國際貿易的高質量
發展，亦要成為高端人才交流和持續發展的
「超級聯繫人」，為支持國家發展規劃作出
自己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