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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何博士起草的《澳

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宣

言》後，掩屏沉思，心情久

久不能平靜。初讀開眼，再

讀開智，三讀如筆中有物，

心寬志明。它擲地有聲的獨

白，像一粒星火投入草原，

燎起那曠野裡寂靜無聲的

沉默。一石激起千層浪，讓

這彎風平無痕的海洋瞬間變

成起伏的山巒疊嶂，無數的

浪花在推湧著那篇讓人蕩氣

回腸的宣言。它對中華文化

融入文明的走向，以及引導

寫作者對世界文化的真實認

知和解讀，像是一陣春風席

卷書海案牘，花絮如圖，怎

能不令人翹首以盼，思潮致

遠？！

令我震撼的，除了宣

言對傳統文化繼承和發揚的

闡述，更是它對華語文化的

遠見卓識和目標理想以及在

精神層面對未來的探索和創

新。華文文學經過百年的

歷史變遷和實踐，已形成某

些約定成俗的劇情和台詞，

比如對愛國主義思潮、懷念

並感謝苦難、國富民必強的

謬論，均沒有很好的反思。

顯而易見，宣言的立足點是

建立在一個更高維度的人文

環境之上，把崇高的普世真

理從狹隘的區域性思維模式

抽離出來，張揚真實個性的

魅力所在。它指明身為一個

寫作者應首先視自己為現代

文人，胸懷坦蕩，直言而謙

卑，其文字應為人類的美好

與未來而寫作，並用自己微

弱的光彰顯文明的精神風貌

和善良。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

信息及物質上的分享早已

穿越國界，彼此影響。而文

字的穿透力更是像風一樣，

掀起人文悲憫，撫慰心靈，

鞭笞醜惡腐朽，記錄歷史滄

桑。宣言的宗旨在於提示我

們每一個華人作家要用良知

寫作，真實反映社會人生。

我們要秉承普世價值，對言

論自由、公民權利、司法獨

立、權貴資產階級……對歷

史與現狀等等話題，保持自

己的獨立思考。

談到文化，人們常以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而自居。

那些千年傳統的馭民之術、

三綱五常、四書五經、頌聖

文化，成了某些人一再吹爆

的遺產，好像這就是我們中

華民族可以向世人顯擺的東

西。某些人在炫耀的同時，

小心翼翼地修復裝裱著那些

破舊的卷軸，把千年塵土覆

蓋的屍骨奉為圭臬經典。而

面對西方大量驚世絕倫的文

學作品、哲學研究、屬靈生

命，民主文明……他們是聽

而不聞其回聲，視而不見其

真蒂，完全活在自樂於井底

的世界，雖然井口之上也有

雲水似海，也有萬里長天。

一些活躍在世界各地的

華裔文化人，他們的落筆之

處，通常以鄉愁為序，抒發

一些帶有農耕思維的異鄉漂

泊的情愫和對故土的留戀。

借月寄思，節日感懷，在回

憶中流連，是文筆之根，也

是思於自然，本無可厚非，

但很多的故事原本是一種逃

離，結尾處卻是不舍與留

戀；眾多的逃離原本是因為

制度的災難，結局卻寫成了

團聚和圓滿。這不能不讓人

感覺奇怪，感覺作者是在自

己打臉。現實生活中以自虐

為樂者時而有見，寫作人中

以文字自作囚徒者甚至助紂

為虐者也不乏其人。

世界範圍內現有的華文

文學作品，其數量上逐年上

升，華文論壇詩社也層出不

窮。不過，不少人辛勤地耕

耘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但

卻是用傳統的思維、傳統的

技法、傳統的教育所賜予的

機械成規的模式寫作。他們

以乍出叢林深處對文明持懷

疑的眼光，沒有完全擺脫成

王敗寇思維的影響，或是在

蘇醒之前感到撕裂與迷茫，

以及來自於習慣性的膽怯和

恐慌，使其作品呈現以安全

為由的自我檢測。他們的文

字或花前月下，溫文儒雅，

或拒絕論點交鋒，意識一團

散沙。一些詩人為了打造氣

勢恢弘和壯闊華麗把一首詩

包裝成緞棍，卻在詩裡瞻

前顧後，患得患失，詞不達

意，言不由衷。他們對於詩

的空靈、詩的語境、詩的情

感、詩的真誠則不予理睬，

避重就輕。一些華人報紙網

站的文章內容千篇一律，虛

假空洞，令人不忍卒讀；而

那些敢於揭露黑暗針砭時弊

的作品和評論鳳毛麟角，少

之又少。這是華文的現實，

是一種無力，是一種根深蒂

固的老病固疾。

抬頭不僅是遠方，還有星辰。

遠方不盡是風月，還有民生。

風月不盡是讚美，還有批判，

讚美不盡是繁華，還有凋零。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

協會成立宣言》強調世界華

文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

系，絕非是單向的回歸，而

是多元的升華。這是東西方

兩種文化在長期共存交融相

互影響之後，走向一個更高

更大的平台。華文寫作者從

而擺脫了單一的視角，把目

光集中文化碰撞所產生的不

一樣的火花，在寫作中體現

自己的自信和態度，逐漸向

無拘無束的自然生態擴展。

我為《宣言》拍手，我

為《宣言》歡呼。

只有放飛的靈魂才能描

繪真實的藍天。只有自由的

生命才能書寫人性的風景。

生而為人，應有見別

人落難時的疼痛，才能有筆

下對弱者的同情，才會有感

動。

這個世界已變成地球

村，任何人都不能獨善其

身。

一個人的不幸就是整

個人類的不幸；一個人挑起

的戰爭，就是整個世界的戰

爭。

我們雖然人微言輕，但

也要直立而鳴；當要推倒高

牆，不能抽手旁觀，置身事

外。

有時我們會感到無助，

但決不能與黑暗同流合污。

物質與財富可以讓人健

碩強身，添加自傲；而文化

與信仰卻能讓人彎腰下膝，

自認渺小。偉大的作品不只

是來自內容的震撼，更是它

把對歷史的反思看作是現實

的翻版，又把現實的社會以

理性的思考延伸至未來，啟

迪人性心智成熟，歌詠普世

真理觀念。

世界兵荒馬亂，文字步

履維艱，真理尚在堅守，使

命任重道遠。

歷史就在眼前，今天就

是百年。東西文化攜手，共

築輝煌明天。

《宣言》如炬，光照文

壇。時不我待，快馬加鞭！

我為《宣言》點讚！

（15/11/2022）

悉尼詩人塵埃先生為《澳大利亞

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宣言》所寫的散文

詩感言《我為<宣言>點讚》寫得太好

了！這篇散文詩的文辭犀利、觀點鮮

明、氣勢磅礡、激情滿懷。塵埃為《

宣言》點讚一文，是對《宣言》在醞

釀過程中來自澳大利亞各州華文作家

集體討論的既精辟又充滿文學性的總

結。《點讚》一文，不僅展現出《宣

言》在澳華文化圈裡的輿情基礎，而

且反映出澳華文壇內一直以來抗拒被

某種傳統恐懼壓抑的呼聲！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宣

言》宣告了我們對世界華文文學之性

質、特徵、內涵和方向的認識，也是

澳華文學寫作者三十餘年來在實踐中

的感悟和總結。我們華人移民作家，

在澳大利亞這片自由和民主的土地上

安身立命，一方面繁衍我們的子孫，

一方面將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所在地

的文化傳統相融合，在當代世界主流

文明的搖籃裡，發展我們嶄新的世界

華文文學。讓我們在“無邊落木蕭蕭

下”的腦霧和噪音裡，如“不盡長江

滾滾來”一般，迎接世界華文文學多

中心發展之不可阻擋的浪潮！

我為《宣言》點讚 塵　埃

行邁短評《點讚》和《宣言》

■塵埃（左一）與行邁及何與懷在11
月1日文友聚會時合照。

十五歲時

爺爺悄悄告訴我

早在1912年

他參與設計過

一面五色的旗

1961年

爺爺瞪著雙眼

幻想著那面旗

手握著他的設計

走了

走得好不樂意

走得不舍不依

今年

我八十歲了

孫子十五歲

我給孫子

大聲地講起了

那面五色的旗

五色的旗幟
金色

是自由的像徵

它比黃金更貴重

比十K更純正

它是天地的本真

也是萬物的靈魂

它孕藏在理想的腹中

在希望的羊水裡翻滾

旗幟上那一抹金色

將是自由

這個初生兒的啼聲

紅色

它是人權的代表

具有血肉和心髒的崇高

和與生俱來的執傲

個性 尊嚴

獨立 自豪

人權是主權的火種

是召喚文明的螺號

人人為我的行動

便是那

我為人人的感召

黃色

它是民主的化身

是無數個體的集合

是彼此依存的天倫

群策 公正 

尊重 平等

它是歷史老人的夢囈

正在現實中裸奔

民主是自由的同胞

行　邁

將攜手告別

那從未站立的童真

藍色

宣示著憲政

是一切文明的保障

和宏偉事業的支撐

選舉 分權

法治 均衡

憲法是定國的神針

保駕無數個寒冬和盛春

她總是把真理擺順

國 是民的整體

人 是民的靈魂

綠色

是博愛與和諧的變奏

近來因為閱讀時感到眼睛很累，

改做利用微信聽書閱讀。同時也利

用兩個英語聽書的app，聽一些英文

書，對於時下的小說提不起多大興

趣，反而因為找到一大批英國文學經

典著作，可以免費聽書，復習了很多

年輕時讀過的作品。

我第一次接觸到狄更斯是我十

五歲那年，當時被診斷有肺結核，停

學在家一年有多。在炎熱的沙撈越，

下午躺在涼快的膠地板上看書，看

累了就睡一會兒。一個教會的好心人

借給我一系列簡化的英國文學經典小

說。這些薄薄的小書，用簡易的英文

重寫經典小說的故事，專為提高學生

學習英語的興趣，而我因此就讀了狄

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的簡易本。

對它不覺得有什麼特別感覺，只是讀

了一個故事而已。後來我有能力讀原

文 英國小說，卻熱衷於比較浪漫的

女作家作品，如《簡愛》，《呼嘯山

莊》之類，比較寫實的就喜歡簡奧斯

捧讀何博士的新書《澳華

文學評論集》，那一行行黑體的

漢字躍然在眼前，我的心中不禁

升起了一種感慨：世界上常用的

漢字不過四五千個，然而就是這

四五千個漢字，成就了一個何與

懷博士。當然成就何博士的不只是中文，他也曾經出過英文版的巨著。他知

識淵博得令人驚嘆，實在是汪洋惝恍，蔚為大觀。就拿這本新鮮出爐的評論

集來說，十三篇文章評論十三位人物和他們的作品，這就需要多少潛心的閱

讀、研究、思考以及背景知識的了解。比如書中第一篇對沈志敏老師的點評

就是全方位的，何博士不僅對作者的身世經歷非常了解，對他的作品也如數

家珍；還有第二篇對唯韜的《迷洲》的解讀，一部三十幾萬字的作品，涉及

的知識面廣，時間、地域跨度大，表現形式風格獨特，何博士以其廣博的知

識儲備和深厚的文學功底，同樣做出了很好的解讀。

然而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一條主線，正如行邁博士在他為這部評論集做

的序裡所引用冰夫先生的評語：“社會良知和道德追求”，以及何博士自己

的話：“‘意境’主美，而‘境

界’主真”。何博士在對十三位

作者作品的文學美給與分析賞讀

的同時，更結合作者本人的經歷

及心路歷程進行了深入解剖，從

而展示了作者的思想境界。這便

引出了我們今天舉辦這次研討會的主題，通過品讀鑒賞何博士的評論集，對

澳華文學的現狀及發展做出思考。毋庸置疑，這部《澳華文學評論集》又一

次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

我很慶幸並感恩能夠生活在澳洲這樣一個自由、仁愛、法制、民主的國

度，我在前幾天新寫的一篇散文《活得高級一點》裡就寫道：“……也因著

這裡的天大、地大，在澳洲生活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大了起來。”《易經》

中將天、地、人稱作三才，老子也說：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只有在

如此與天地齊名而合德的地方，“人”字才可以大寫，我們才可以盡情地張

開思想的翅膀，達到真、善、美的境界。我們要珍惜這樣的環境，創作出更

多的有助人們拂去蒙在心靈上的灰塵，讓人性之光放出異彩的好文章。

初夏驕陽明媚，萬物溫馨。上周五，由何與懷博士主

辦的澳華文化和文學系列研討會又開展了新的活動。還是

在悉尼Rockdale圖書館，還是圍繞澳華文學為主題，不

過這次是從澳華文學界獲得兩個國際性華文著作頭等獎說

起，並以其中一個頭等獎作品，即何與懷著《澳華文學評

論集》（下簡稱《評論集》）為例，探討澳華文學的現狀

和未來，為澳華文學“把脈”。這次研討會由蔣行邁博士

和周捷女士主持，他們是為《評論集》作序的兩位作者。

與會者將近四十人。

周捷女士以宣佈澳華文化界的重大喜訊來揭開研討

會的序幕。此喜訊是，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活動

召集人何與懷博士，在今年參選台灣僑聯“海外華文著述

獎”的全球八百多件作品中脫穎而出，而且非常罕見地一

舉摘下了本屆也就是第六十屆著述獎中“社會人文科學類

學術論著”和“新聞寫作專題評論”兩項第一名的桂冠。

接著，何與懷簡要地介紹了他撰寫《評論集》的心路

歷程和爭取今年國際級獎項的決心。他的決心來自於站在

他身後那一大批傑出的澳華文學作家和詩人。即便嘔心瀝

血，他也要致力於把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推介給全世界華文

文學的讀者和研究評論者。何博士成功了，罕見的“雙頭

等獎”，特別是可稱之為澳華文壇一個縮影的《澳華文學

評論集》的獲獎，正是向全球再次宣示了澳華文學這塊“

新大陸”的不斷崛起。與會者以熱烈的掌聲來慶祝華文文

學在澳洲獲得的重大進展和成果。

新州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張勁帆先生在發言中以文學專

業的眼光，分析了澳華文學的現狀，並歸納了現狀中的強

項和弱項：強項首先是澳華文壇有著一大批基礎好、水平

高和寫作熱情旺盛的作者；弱項是從文學發展和推廣的要

求來看，所有作者還都需要在生活觀察、文學視野和專業

基礎等方面加強訓練和提高。張會長是在作品裡踐行普世

價值的作家之一。在《評論集》裡，有一個章節的題目寫

道：“普世價值在張勁帆的文學理念中始終占據一個關鍵

位置”。在今次的發言裡，張會長用鼓勵和鞭策的熱情言

辭，對澳華文學進一步崛起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出席研討會的傑出的澳華作家劉海鷗女士，通過精

致的閱讀和專業的分析，把《評論集》一書中具有典型性

的主題和作者進行了提綱挈領的歸納，從而反映出《評論

集》對澳華文學的代表性和對澳洲價值亦即普世價值的維

護與傳播。她的發言，突出地體現了這次研討會以《評論

集》為例，為澳華文學“把脈”的初衷。她的歸納和分

析，也為澳華寫作者指出了具體的努力方向。

《評論集》的責任編輯，也是悉尼一名傑出女詩人的

潔然女士，是請了工假來參加研討會的。她以自己編輯和

排版這本新書，以及之後編輯和排版《一曲愛的交響——

李普紀念詩文集》一書的經歷和體會，展現出在澳華文學

發展和傳播的背後，有著她和像她一樣的許許多多的案牘

勞形艱苦工作的編輯者。他們是澳華文學崛起的幕後英

雄。

悉尼雨軒詩社的榮譽會長梁曉純先生發表了《讓意

境更深遠，讓境界更崇高》的講話。他援引了冰夫先生對

何與懷“社會良知和道德追求”的評語，並結合何與懷在

《評論集》裡關於意境和境界的論述和對作品與作家的解

析，強調《評論集》

本身就是深遠意境和

崇高境界的典範。他

還以自己一篇《活得

高級一點》的近作為

例，呼吁澳華作者們

珍惜澳洲自由民主的

美好的環境，“寫出

更多讓人性之光發出

異彩的好文章”。

今年11月1日，

來自維州、新州和昆

州的一些華文作家和

詩人，在悉尼籌備成

立“澳大利亞華文作

家協會”，並對何與

懷起草的《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宣言》（下簡稱《

宣言》）進行了討論和修改。其後，正式定稿的《宣言》

發表在《澳洲新報》的《澳華新文苑》欄目和澳洲及世界

各地的網站，並在本地文化圈微信群引起熱烈的反響。悉

尼著名詩人之一，塵埃先生，為此次研討會撰寫了《我為

〈宣言〉點讚》。這是一篇既嚴肅深入又熱情洋溢的具有

鮮明和生動的普世價值特色的詩歌化散文。作者因故不能

前來，於是由蔣行邁博士在現場誠懇地邀請淳子女士來朗

誦這篇不算短小的書面發言。

淳子是中國當代海派女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國家一級文藝編輯、張愛玲文學研究者、復旦大學海派文

化研究社副社長，還曾是上海東方廣播電視台主持人。她

因一場關於張愛玲的講座，在悉尼文化圈被讚為具有“文

化貴族氣質”的作家。淳子接到這篇弘揚普世價值觀的書

面發言稿，便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邀請。她以嫻熟和清朗的

女中音，音容並茂地朗誦起塵埃那像詩歌一般的散文。令

與會者耳目一亮的是，淳子朗誦中還暫停插話請與會者注

意塵埃散文裡最畫龍點睛的一段話。接著，這段話被朗誦

者用藝術再創作的

語調，深情地灌注

進聽者的耳膜。建

議讀者到本期《新

文苑》刊登的塵埃

原文裡去尋找那最

真切和最感人的段

落。

上面用了這麼

些文字是想說明，

《澳大利亞華文作

家協會成立宣言》

的理念和觀點，不

僅反映了澳華文學

新的發展目標，而

且能夠被曾經長期

在中國工作的資深作家和文化人所理解和欣賞。

在澳洲悉尼和中國上海頗具盛名的女詩人映霞女士，

在肯定澳華文學成就的同時，真切地指出了澳華文學發展

中的短板，即缺乏大張旗鼓進行推廣的平台和媒體結構。

她呼吁澳華作者們在文學推廣方面走出小眾的圈子，走向

廣闊的大眾推廣。映霞這一直言不諱的發言，得到主持人

的點讚和補充，並以“澳大利亞新藝術聯合會”為例，肯

定了該會向華人社區和主流社區同時進行文藝推廣的活力

和成功事例。澳華文學與澳洲本地文學進行融合與相互推

廣，這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遵循的方向，需要我們做出更大

的努力。

唐培良先生作為新藝術聯合會的總編，為該會推出三

集《大地留印》雙語系列叢書做出了突出貢獻，也為本地

其他文化藝術活動做過許多台後的工作。他在發言中讚同

映霞關於從小眾分享走向大眾推廣的呼籲，並對為三集《

大地留印》撰寫序言的何與懷博士表示感謝。他建議澳華

文壇多多採用微信號和各種網絡自媒體擴大對澳華文學的

推廣。

不久前，悉尼文化界人士在悉尼北部海灣的金谷莊園

舉辦了澳華作家檔案館的揭幕儀式。該館的館主鴻雪女士

與會發言，熱情地邀請廣大澳華文學藝術界人士到金谷園

郊游，並利用檔案館的條件充分地儲備和就地推廣文學藝

術作品。這是在澳洲大地為澳華文學藝術“留印”和推廣

的長遠之計。主持人代表澳華文化圈對鴻雪女士表達了衷

心的感謝。

最後，蔣行邁和何與懷對這次的文學研討會做了小

結。蔣博士對塵埃的《點讚》散文詩和《澳華作協成立宣

言》做了充分的肯定和讚美。何博士結合各位演講者的發

言，呼吁所有澳華華文寫作者積極向各種軟硬媒體投稿，

並滿懷信心地參與世界各地的文學評獎活動，特別是把自

己的得意作品投進“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每年的評

選，使異軍突起的澳華文學得到更加廣闊的推廣，更加繁

榮昌盛。何博士毫不懷疑，澳華文壇作為華文文學世界一

塊崛起的新大陸，將持續不斷地崛起！（蔣行邁供稿）

重讀狄更斯

秦川吳楚 綠水長流

萬眾同心 夫復何求

互惠 和平

包容 寬厚

它是生命共浴的天河

也是同度劫難的方舟

生活的交際舞

煥發出社會的活力

奉獻出天人合一的成就

……

金 紅 黃 藍 綠

這五色的旗幟

是五代人的夢想

用延綿不絕的情絲

編織我們的故鄉

就在那美麗的祖國

就在那近在咫尺的

遠方

（2022年11月12日）

■狄更斯的《遠大前程》被拍成電影，又名《孤星
血淚》。這是一個海報。

蕭　虹

主角只好腳踏實地，慢慢從頭做起。憑

自己的努力，建立一個穩健的事業，而

不是一個遠大前程。

在狄更斯創造的眾多難忘的角色

中，本書有一個震撼人心的女性。這個

富家女人由於在結婚的當日被新郎拋

棄，傷心之余，從此都穿著禮服披著婚

紗，在當日布置的婚宴和婚房裡過著幾

十年的光陰。被男人拋棄令她恨所有的

男人，造成一種陰暗心理。她領養了一

個美麗的少女，處心積慮，把她培養成

一個男人為她傾心的對像，利用她玩

弄很多男人的感情，作為報復男人的手

段。最後不但傷了男人的心，也毀了女

孩的幸福，而她自己也落得個很悲慘的

結局。

這次感觸最深的還是：狄更斯筆下

的英倫是多麼落後。街道泥濘，房舍擠

逼紊亂，窮人與富人的階級森嚴，平民

教育水准低落，犯罪比比皆是，監獄的

管理，不比中國過去先進。然而從狄更

斯寫作的十九世紀中期到現在，不過是

一百多年，英國已經是現代化的典範，

人民教育普遍，環境整潔，經濟發達。

而我們中國從清末的腐敗到現在，也已

經是一百多年了，很多方面還待奮起直

追。如果英國人可以做到，只要沒有大

的動蕩，我有信心我們中國人一定也可

以做到。

丁的風趣又有諷刺性的

作品，對狄更斯感覺他

的文字太煩冗，描寫一

個人或一個地方不厭其

詳，往往連篇累牘，不

是我欣賞的風格。

到老了人的看法

自然會有所不同。這次

我聽的是《遠大前程》

（Great Expectation）。這本 書

我以前也讀過，印像還算不錯。如今

重“讀”，體會就不一樣。多讀了些

書，多一些人生經驗，對他的細致的

描寫，不但不嫌煩，反而佩服，覺得

這樣觀察入微，又能用語言把一個角

色的特性深刻地刻畫出來，或把一個

場景的氛圍生動地渲染出來。他的描

繪不是像中國寫意的畫，幾筆勾勒

就躍然紙上，而是像油畫，通過一層

層的顏色，一筆筆慢慢點染出來。濃

墨重彩，實在又沉重，所以年輕的我

沒法欣賞那些繁復的人際關系和社會

現像，直要等到我自己飽嘗人間的滄

桑，才懂得欣賞。

這次重讀，還有一些感悟。狄更

斯的小說很多都是從一個孤兒開始，

在不幸的童年之後，由於一樁意想不

到的幸運，命運突然改變，從此一帆

風順。《遠大前程》也不例外。主角

是一個孤兒，少年時是鐵匠的學徒，

但突然律師通知他得到一個恩人的資

助，可以躋身“紳士”階級。原來他

的恩人是一個逃犯，被送到澳大利亞

去開荒，在那裡他發了財，所以以經

濟支持這個孤兒，希望他有遠大的前

程。但是與其他故事不同的是：如其

是從此一帆風順，主角很快就從天堂

跌回人間，因為逃犯偷渡回到英國，

他再度被抓，他的財產也全部充公。

讓意境更深遠，讓境界更崇高
從賞讀何與懷博士《澳華文學評論集》想到的

梁曉純

華文文學世界不斷崛起的新大陸——記11月18日悉尼“澳華文學研討會”

■11月18日悉尼“澳華文學研討會”部分與會者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