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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那一聲曠世的吶喊，

瞬間，只在瞬間，

撕裂的感覺讓我淚流滿面。

仿若隔世的醍醐灌頂，

仿若又一季春天撫慰過苦難。

為一場死後的復活不知所措，

萬疆城哀華月如洗古舊河山，

那是一場濺落時光的淚如泉湧，

這個世界沒有人見過，

我淚流的瞬間。

我哭邪惡清零，禍國殃民！

我哭維穩為大，罔顧民情。

我哭魔掌遮天，皇權獨尊。

我哭蟻螻草芥，苟且偷生。

我哭小學治國，閹奴論政。

我哭核訛核酸，擴散疫情。

我哭百業停擺，萬家失魂。

我哭人間地獄，人寰哀聲。

吼落在淚裡的憤怒與絕望，

壓抑著千百年的勇氣和怯懦。

忽然有種莫名的快感與衝動，

像是看到那沸騰的民心起落。

極限的隱忍是揪心的疼痛，

黎明卻讓幻想笑著忘了自我。

一張張醒來的白紙，

寫著一個民族被閹割後的沉默。

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謊言要尊嚴！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悉尼詩詞協會永遠榮譽

會長、《南瀛詩薈》編委陳

炳均先生痛於2022年11月

30日在悉尼Hammond Care 

Greenwich Hospital去世，

享年86歲。

陳炳均先生2006年加

盟詩會後，以過人的精力、

才華，積極襄贊會務，歷任

詩會第二、四屆副會長、第

三屆會長；《南瀛詩薈》編

委、副主編、主編；同時，

陳炳均老師以古稀之齡，在

立命永平肩，中空池上蓮。

修身忘計日，煉骨待連年。

墨醉飄蓬客，雲遊抱月仙。

瀛洲搖落處，萬古好聽泉。

自 題  

訃  告
詩會的重大損失。斯人已

逝，風範長存！

陳炳均會長千古！

悉尼詩詞協會 2022年

11月30日
十餘年間，先後主持詩會多

個詩詞講座和論壇；為培養

詩會新秀、為詩會的發展壯

大、在宏揚中華詩學、豐富

澳洲多元文化事業方面傾注

大量心血，作出重要貢獻。

他不僅為詩會廣大會員所愛

戴，也得到澳華文化界同仁

的尊敬。

陳炳均會長的逝世是

陳炳均

南國識君緣翰墨，溟瀛結社幾經年。

飄篷吟草今尤在，醉寫天涯海內傳。

詩會聯吟揚國粹，論壇遺範慰先賢。

今宵追悼哀思寄，泉下揮毫賦百篇。

喬尚明、江濤共輓

偉丈夫鐵骨錚錚大雅雲亡飄蓬子;

真賢者騷魂渺渺千秋足式獨醒人。

王曼妮敬輓

高山流水傳詩韻；冷月淒風送子程。

岑子遙拜輓

沉痛哀悼陳炳均會長
鞭辟詩書澆灌李桃畢生克己彰師道；

弘揚傳統匯融中外全力開山引沃流。

蔣行邁敬輓

雅集誦飄蓬，長記音容如昨日；

梨城驚落雁，已留肝膽足千秋。

張 青敬輓

炳燭詩壇，吐譜春蠶絲盡；

均成絕響，飄蓬妙韻流芳！

丘雲庵敬輓

天喪斯文自古悲，屋樑落月夢難知。

白頭韻絕留芳譽，黃絹辭高仰好詞。

九畹幽蘭誰共蒔，三閭杜若眾堪師。

南瀛怎起薰風賦，解慍無從輓以詩。

汪學善敬輓
　

人生聚散本無常，噩耗傳來倍感傷。

今日瑤池乘鶴去，永離苦海任翺翔。

周幹全敬輓

名山事業，與汝詩書同校對。入暮連

朝，躬耕不懈，斯人已逝；

瀛海留芳，俾予壇社締因緣。良師益

友，遺世雄才，我哭先生。

林觀賢敬輓

白紙一張

激憤滿腔

三山四海

群情高昂

曾驚見

橋頭立發字幾行

今再看

神州青年紙萬張

沒有字

不言而喻全在上

卻有骨

裡外上下都是鋼

縱有法海

白　紙
行　邁

手持雷峰塔千丈

何曾料想

書生倒海又翻江

一張白紙

白紙一張

禪悟示道

天下滄桑

四大皆空包萬象

萬象更新

多好看

更帶香

千張白紙

白紙千張

子曰成箴

夫子自強

默而識之移風俗

風俗異彰

有響動

還發光

非是燕山雪花大如席

只有片片白紙祭國殤

思如花海

■民眾舉
著白紙抗
議。

兩層加三層

如波更似浪

看似江濤

一湧接九湧

力強多鏗鏘

一張白紙

白紙一張

千萬張白紙

白紙千萬張

（2022年11月28日）

無需問蒼天，

何為天理天道。

都在那張紙裡，

我看見天良在隨著風飄。

舉著它，

你會看見萬世古今的征戰和哀嚎。

失魂落魄的一座城，

我為風中的那一張空白的罪惡祈禱。

無須問大地，

何來覺悟醒悟。

空白的祈禱
塵　埃

都在那張紙裡，

我看見噩夢在黑夜裡上串下跳。

舉著它，

你會看見自由正戴著生鏽的枷鎖。

半睡半醒的一場夢，

我為風中的那一張愚昧無知祈禱。

無需問乾坤，

何來磨難災難。

都在那張紙裡，

我看見苦難在追殺著微笑。

舉著它，

你會看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歷代王朝。

弱肉強食的叢林，

我為風中搖曳的一張野蠻無度祈禱。

無需問自己，

何為怯懦軟弱。

都在那張紙裡，

我看見勇者用生命守護著一絲火苗。

舉起它，

你會看到前赴後繼的黃花開滿街道。

不自由 毋寧死，

我為風中向死而生的英雄祈禱。

無需問，

何為生死，何為靈魂。

何為生活，何為活著。

無需問，

何為綻放，何為枯萎。

何為偉大，何為渺小。

都在那張紙裡，

我看見醒來的黎明在放馬奔跑。

舉起它，

你會感到卑微的有時很偉大，

舉起它，

你會感到偉大的有時很渺小。

我要為尊嚴與平凡祈禱。

天地嘩然，鎖國退潮。

我為風中凌亂的人心禱告。

命薄如紙的身軀，

寫不滿一紙世代傳承的鐵鐐。

空白無血的靈魂，

墜落在夕陽西下地獄天堂的歲月靜好。

想像著一聲脆斷的悅耳聲，

我舉著的白紙是你包不住的火。

搗碎腐爛的乾坤入泥再造，

我為一張空白的紙祈禱。

■11月23日的北京一角。北京城關閉了
學校、餐館、商業中心、博物館……到
處死一樣的靜寂。

■12月1號，威海市一社區核酸，
排的隊一眼看不到頭。當時大雪紛
飛，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地上的
雪看上去都有十公分厚。

女人，你倔強地跪著

似乎正向上帝祈求

求祂赦免人類的荒唐

他們捆綁你的雙手

卻讓你長出了能飛的翅膀

無人可以束縛你對自由的渴望

你挺著青春的胸膛

那柔弱而不屈服的腰板

充盈著精神的力量

你昂起了頭顱

將靈魂之鏡高懸

照出腦殘者醜陋模樣

高高舉起你的白紙
         桑梓/忘憂草
因為有太深太久的苦難

史冊的記載已經不夠敘述

因為有太多腥風血雨的鏡頭

只有白紙才能容下悲愴的影像

因為被強迫半個多世紀的洗腦

只有白紙才能洗淨墨寫的謊言

每一張白紙都是一隻飛翔的白天鵝

可以書寫向往自由的理想

可以飛出專制獨裁的囚籠

《烏魯木齊中路》，這是一首感人

肺腑的歌曲（歌曲鏈接：https://youtu.

be/yljM6syDr_Y）。

由著名漫畫家、劇作家大雄作詞作

曲、米米演唱的《烏魯木齊中路》，特別深情凝重，

感人肺腑。歌詞一開始，就寄托出對烏魯木齊大樓火

災中逝者的憂傷和思念：“想到陽光，望著窒息而絕

望的牆，我們與外面的世界，為什麼不一樣？……”

歌曲的背景畫面開始是搖曳的燭光，回憶烏魯木齊市

那棟著火的、已被中共封鎖的居民樓；人們被關在家

中無法出門、被活活燒死或熏死；殘落的門窗、佈滿

灰燼的牆，讓人們回想起當時的慘景。緊接著的畫面

是：人們難以忍受內心的傷痛，站出來抗議中共的無

人性，面對的卻是中共派出大批警察的毆打和拘捕。

歌手米米憂傷而深情的吟唱，發出的疑問，唱出了億

萬人的心聲。

“黎明前的黑暗，一定有曙光。”這首歌安慰著

人們受傷的心靈，帶給他們希望，讚美那些覺醒後無

畏地站出來、走到上海烏魯木齊中路上抗議的人們，

正在給人們帶來希望。

在中文互聯網上被廣泛傳播的《烏魯木齊東》，

是另一首紀念11月26日晚至11月27日凌晨在上海烏

魯木齊中路發生的抗議事件的歌曲。該歌背景是疫情

三年來種種荒唐荒謬畫面，諷刺地指出：“偉大的政

策來自偉大的領袖”。

《烏魯木齊東》由匿名網友改編自羅大佑作曲、

林夕填詞的《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東》運用多

個跟中國、英國相關的象徵和隱喻，描繪了香港社會

面對1997的不安和恐懼，面世後不久便隨即被中國

當局列為禁歌，2019年6月19日，因香港發生“反送

中”運動，再度被禁。羅大佑曾在1991年表示，音樂

和政治一樣，都是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當大家都

不敢表達自己，有一個人便會特別大聲，這個人就是

專制者。”林夕也曾表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

或許不會有這樣自由的創作環境能寫這些題材，所以

他要先寫出來。如今，令人非常傷痛的是，林夕不幸

言中了。

走在沒有路牌的清冷街道／問朋友這倒底是什麼

地方／他貼著我的耳朵悄悄告訴／原來這就是烏魯木

齊中路／／街頭有便衣巡邏不能聚集／牆頭有鏡頭監

控不讓妄議／封新聞封網絡封不住黑幕／走到哪裡都

是烏魯木齊中路／／我家不是在貴州／我也不住在烏

魯木齊／凄厲的哭聲 瘋狂的烈焰／手裡拿鐵棍的政府

人……／／昨天燒死不是我／昨天摔死的都是別人／

今天我冷漠，今天我懦弱／明天輪到的就是我們

是的，不能冷漠。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發出聲

每一張白紙都是一面照妖鏡

明鏡似地照出妖魔的鬼魅原形

白紙反射的陽光可以燒死撒旦

每一張白紙都是每一個覺醒宣言

清零政策奈何不了潔淨的白紙

囚籠鎖不住白紙自由的天性

魔鬼害怕白紙反射的光芒

■日前，白紙運動在中國近百所大學爆
發。為了保護學生，上海復旦新聞學院的
兩名老師，站出來與武警對峙。

魔鬼害怕白紙揭示的人權

魔鬼害怕白紙法庭的宣判

每一張白紙都是新人類的面孔

深不可測的白紙可以動搖魔鬼的宮殿

光芒四射的白紙可以溶化魔鬼的鋼牙

高高舉起手中的白紙

衝出囚籠向著光明走向新中國

跪著的女人
             官　子

女人，你的肉身被迫跪下

你的精神已然躋身雲霄之上

幽靈雖還在人間游蕩

但從你堅毅的眼神裡

我們看到了明天的太陽

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廣州二女和大白爭執，被視
作挑釁，雙手被捆綁背後示眾。

無字的紙，無碑的墳 塵　埃

總喜把悲傷的年代說成是盛世，

總是把寒涼的嚴冬描成了陽春，

總把所有的失敗都歸結於天意，

總是把三世的苦難歸究其命運，

這無邊的黑暗究竟有沒有盡頭？

我用一張白紙寫下遲暮的春秋。

這都拜我那不爭氣的祖先所賜，

一生一世都在追逐著三兩碎銀，

記不清血性已經死在千年以前，

一筆懦夫的畫面長跪伏首稱臣。

你看不清一張紙裡有多少嘴臉，

已扭曲成目光呆滯的特色愚蠢。

■街道主任和警察上
門毆打對“清零”有意見
的“敵對勢力”男子，這
個剛學會走路不久的幼童
蹣跚著衝過來，凄慘護爸
爸不被挨打。

這是一聲穿越世紀的天籟神奇，

蔓越高牆飄浮在叢林的上空。

直面鮮血快意恩仇的靈魂，

是誰在用生命普度天下蒼生。

不說那片不長悲憫同情的荒地，

不說每天惶惶不可終日的驚恐，

不說靜寞紅碼方艙為民的荒誕，

不說長久的壓迫已使人痴魂瘋，

難道覺醒必需一場死去活來，

方可以冰涼的屍體擁抱文明?

雄獅醒了嗎？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石頭開花的時候，

我不會介意自己身在天堂

  還是在人間。

翹首以盼的不再是驚喜，

不再是憤怒，

不再是眼淚，

不再是震撼。

它是一種順從天意的道法自然。

我的眼淚如花，

卻成了你的曇花一現。

等我的淚水流出了血色，

我會用李文亮的微博，

烏魯木齊的大火，

大街上生下的孩子，

還有這盛世裡飢餓的核酸，

來裝點這腐朽的黑暗的

   二零二二年。

那裡有你的視而不見，

還有我，

為之淚流的瞬間。

淚流的瞬間

強盜已劫持了棄暗投明的叢林，

長夜也在向著生命的盡頭狂奔，

來去的路上沒有留下任何血跡，

朱門盛宴也沒留下咀嚼的聲音。

二十一世紀的天空還飄著殺戮，

舉著那張白紙望著黑夜的大門。

此夢已絕跡江湖我已無路可走，

可為何良心還要在苦苦地追問？

看你殘忍的子彈可以上天入地，

怎麼被一頁紙張嚇得亂了乾坤。

我幻想手中握著的是一張選票，

借一張紙安放無處遁形的靈魂。

誰在寒風中舉起那張無字的紙，

把此生無憾化作一座無碑的墳！

             塵　埃

■ 南
京傳媒學
院舉白紙
抗議的女
學生李康
夢，被捕
失聯。網
上呼籲各
界“尋找
李康夢，
營救李康
夢”。

讓歌曲唱出億萬人的心聲

■11月26日晚至11月27日凌晨在上海烏魯木齊
中路發生的抗議事件後，當局清除並抬走了“烏魯木
齊中路”的路牌。

■蔣行邁撰寫
的書法作品

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的，那

就蜷伏於牆角。但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

為自己的苟旦而得意；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熱情

的人們。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士，不可扭曲如蛆蟲。

11月30日，在油管多個頻道、推特、品蔥網等

傳出《如果你不願走在前面》（歌曲鏈接：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WyVs-Z6JXjQ）就是這

個意思。這首由南京傳媒學院作詞、筆名“另一張白

紙”作曲、藝名“每一張白紙”演唱的歌曲，一開始

就說明：這首歌曲是獻給那些一起爭取權利的人們。

歌詞說：“如果你不願走在前面，請你跟著隊伍；如

果你不願跟著隊伍，請你在路上圍觀；如果你不願

在路上圍觀，請你在網上吶喊；如果你不願在網上吶

喊，請默默閉上你的眼，坐下來，享受我們為你爭取

來的權利……”是的，哪有什麼歲月靜好？是有人替

你“尋釁滋事”。歌曲的畫面配上了手持A4紙張抗議

的人群，還有抗議者與警方對峙的場面。這首歌像小

夜曲一樣，在輕柔、輕快的節奏中，呼籲抗議者在面

對中共打壓的時候，不同心理承受能力者皆盡一份自

己的力量，一起爭取改變中國社會被中共極端控制的

狀況。

在中國爆發“白紙”抗議以來，不到兩個星期的

時間，已經有多首原創歌曲傳出，給人們帶來“絕不

放棄”的勇氣和希望。馬來西亞歌星黃明志去年11月創

作的歌曲《牆外》當下也引起中國大陸網友的共鳴。在歌

曲下方的留言區，現在幾乎變成了“白紙革命”討論區。

黃明志29日在臉書上發文說：“藉這首歌曲為烏魯木齊

的罹難者默哀。”“To China，獻給勇敢的中國人。”

粉絲和網友大量留言：“第一次聽這首歌

時，我感動落淚。今天在白紙運動之際，

再聽這首歌，我想對牆內的人說，奇跡終

會發生，那堵牆終將被打破，願你們早日

獲得自由！”“支持白紙運動的抗爭中國

人。”……

《牆外》歌曲中唱道：“我聽見

你的心跳，還有你的呼吸，一直在牆外

等你，多渴望會有奇跡。”這首歌雖然

是在唱一對戀人間的思念，卻很切合正

義人士對中國人爭取改變悲慘命運的關

心。而黃明志本人在香港“反送中”運

動中，早已創作和演唱了多首歌曲以支

持香港民眾。這段時間，除了上面幾首

歌曲外，還有在“反送中”抗議中流傳

的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的中國版《賜我勇氣

衛自由》等，在抗議者中流傳。

1989年11月，阻斷德國東西部的柏林牆

轟然倒塌，兩德驅逐了共產政權，實現了統

一。此前，面對貌似強大的鐵幕，四處傳唱的歌曲在

鼓舞人們改變社會、促人們覺醒、衝破共產牢籠方

面，起到特別的效果。當年移居德國、決心改變自己

命運的美國歌手戴維·鮑伊（David   Bowie）連續創

作了多首歌曲，其中一首歌是《Heroes》，歌詞中

說：“我們能成為英雄，只要一天就好。”（We can 

be heroes，just for one day．）當時他站在柏林牆

邊，對著牆的另一側連續幾天演唱，引來東德上千歌

迷聚集，成為摧毀柏林牆的催化劑。兩年後，柏林牆

轟然倒塌。美國歌星約翰.丹佛說：“音樂確實將人們

聚集在一起，讓我們體驗到同樣的情緒。世界各地的

人們在內心和精神上都是一樣的。”是的，“音樂是

一種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這是美國流行音樂學者

和活動家瑞比‧加羅法洛說的話。音樂傳播的信息讓

人們找到歸宿感，感受到鼓舞。它鼓勵著人們向共同

的目標邁進。

開始，他們害怕很多人上街；／現在，他們害怕一個

人上橋。／開始，他們害怕很多人高聲呼喊；／現在，他

們害怕我們僅僅唱歌。／開始，他們害怕很多人請願；／

現在，他們害怕一張白紙。／原來，他們的顫抖要比我們

更深；／原來，他們害怕我們的不害怕。

這些歌曲獻給每一位為人類文明進步、為打破

枷鎖作出犧牲的人們。每一條生命都值得珍惜！都值

得尊重！如果不是南京、鄭州、烏魯木齊、上海、北

京、成都、廣州和許多其他地方的人們出來勇敢抗

爭，反科學、反人性的“清零”政策不會這麼快結

束。那就是勝利，雖然是非常初步的勝利。

讓歌曲唱出億萬人的心聲。感恩覺醒的同胞們！

為有靈魂有勇氣有骨氣的有希望的同胞們點贊和禱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