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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中的含淚幽默
    澳華留學生雜文奇葩《悉尼八怪》何與懷

（接上期）後來，大陸完全明白

了：
我第一天找工，進廁所時傻了：

澳洲草紙free，不僅城裡free，鄉下
廁所也free。這事怎麼任何回國人員
都沒提起過？我恍然大悟，海關一定
懷疑我這個人是販毒的，或精神上有
毛病。怎麼可能拎一皮箱草紙入關？這在澳洲入關
史上史無前例。

大陸此文，其實並不止於幽默。它通過好像

微不足道卻具有典型意義的草紙，道出當年兩國國

情，包括經濟發展與文化素養，的巨大差別。很引

起我感觸的，更是這兩段：
對草紙的研究再深化，就涉及政治了。請讓我

們思考一下，如果中國的廁所裡也放一圈草紙，能
維持多久？會不會第一個人用完就順手放進皮包，
帶回家去全家享用了？

再進一步思考：全中國城鄉到哪年哪月才能像
澳洲草紙放在廁所，永遠free？

大陸顯然對他的同胞沒有信心，說“由此想到

中國離世界文明還有一段距離”。我現在也沒有信

心，盡管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盡管現在中國已經成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裡有燈紅酒綠下路有凍死

骨的巨大得可怕的貧富懸殊；有中共統治者為永保

自身政權堅若磐石而刻意對國民施行鬥爭教育、愚

民教育，造成一些民眾不但貧窮而且愚昧而且極端

損人利己甚至並不一定出於貧窮卻整天琢磨非常低

下的千方百計的互害手段。他們到了西方國家，居

然還是惡習不改。比如什麼地方為有需要的窮人免

費分發食物時，常有一幫華裔男女成群結隊在不停

地重復領取，還會把不合口味的食材轉賣別人或直

接扔進垃圾箱，有的甚至凖備了很多套行頭來讓人
難辨模樣。他們並不窮困，如此不知羞恥的踐踏公

德的行為讓人目瞪口呆。

在《悉尼八怪》書中，赫然有一篇，超一寫

的，寫未來，標題是：“2024年11月1日”。說

當年寫過一篇《……及我們三十多歲》的作家大陸

先生依舊健在，雖然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比起前

幾年裡過世的幾位當年風流一時的專欄作家，倒

一直是神清目爽，身體硬朗。幾年前大陸先生已很

少出門了，經常走動的老朋友們因年事日高，也越

來越少走動。偶爾通過手提屏幕電話聯絡一下，也

實在因老眼昏花而看不真切。孩子們各有各的事要

忙，外面車水馬龍變化很大，少出門也少了許多的

麻煩。這一天大陸先生出門，是為了去參加一個紀

念館的落成。這個紀念館的全稱叫“中國留學生紀

念館”。據說是位極有錢，但很少出來露面的老人

出資搞的。小輩人已很少知道“留學生”這三個中

文音節的確切意思了，似乎近似於上海人、廣東人

和福建人等，但也好像是和移民、難民有些瓜葛。

老人們還一直沿用這個稱呼，看來既有一份自豪，

也時常帶出點滴的悲戚。但現在即便是他們，也越

來越少提起和用到這一稱呼了。

文中說，大陸先生穿戴整齊，有一種異樣的

 三十年前，1993年11

月 1 日 ， 澳 洲 政 府 宣 布 對

因“六四”天安門事件滯留

澳洲的“四十千”中國留學

生給予永居。本書的撰寫與

出版，是“四十千”居留澳

洲三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的

一個項目，系列活動取名“

歲月無痕 大地留印”，由

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

會和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共同

主辦。

  舉 辦 這 項 紀 念 系 列 活

動，也是回顧與彙報，向澳

洲社會顯示這批移民三十年

來在澳洲的經歷和成就。這

是華人移民澳洲史上濃墨

重彩的一筆，也是澳洲歷史

重要的一部分。該系列活動

不局限於三十年，更可以廣

義地包含所有來澳定居的華

人，不管是來了三十年，二

十年，十年，甚至是剛來，

大家都是同根同源，都是熱

愛澳洲這片平和的土地並願

意為之作出貢獻的人。

    三十年，不過是歷史長

河的彈指瞬間，但對這些澳

華留學生來說，卻是他們人

生旅程中意義重大的一站。

因緣際會中，他們在這裡落

地生根，枝繁葉茂，開花結

果，自由地堅強地生活著。

歲月無痕，大地留印！一位

詩人寫道：
人們舉著

沉重的鑰匙
敲打著歲月——
留不下
一絲痕跡

歲月
無刃
劃過人生——
處處傷痕

心
若與歲月的質量一致
將——
毫無瑕疵

的確是一言難盡的三十

年！三十年裡，他們那一代

移民，經歷過痛苦，也曾經

彷徨。工作，家庭，愛情，

親情，酸甜苦辣鹹，足可讓

人思緒萬千。但是，那時他

們風華正茂，精力充沛，懷

抱夢想，承載著故土與國

家、生存與尊嚴、命運與因

緣、平凡與榮耀。今天回顧

昨天，紀念過往，是為了展

望更美好的

未來。

本書取

名“嬗變”

，對四十千

澳華留學生

三十年紙上

足跡進行了

追蹤、發現

與評介。所

謂“紙上足

跡”，即是

《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前言 何與懷　

他們在嬗變中表現掙扎、進

取、成功所創作和出版的文

學藝術作品。全書除對本人

介紹的附錄外，分為六輯。

第一輯是作者為有關文集撰

寫的序言、前言。第二輯是

多角度漫談上世紀九十年代

澳華留學生的生活及思想狀

況和反映其狀況的留學生文

學。第三輯是討論澳華留學

生文學的“衰落與嬗變”，

並簡談澳華文學這塊“不斷

崛起的新大陸”的顯露與現

狀。這三輯論述澳華文壇作

家詩人近百人，並涉及一些

富有爭議的話題。第四輯是

紀念那一代移民中不幸去世

的三位文化人：劉維群、李

普和武力；第五輯是對書法

家也是詩聯家的梁小萍的長

篇評介，她堪稱為“一道跨

越東西方文化的亮麗彩虹”

。第六輯是評介三位各不

相同但均

有非凡成

就的澳華

畫家：王

旭、沈少

民和沈嘉

蔚。

“四

十千”留

澳，那真

是一場聲

勢浩大的

相約澳洲！幾十年來，本人

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他們的掙

扎、進取與成功，現謹以此

書作為一個結晶，向他們致

敬。我常常說，作為華裔移

民文化人，作為華裔移民作

家、詩人、藝術家，不管成

就大小，都應該有一個信

念，就是：我在哪裡，中華

文化就在哪裡。我們以自己

對中華文化新的創造性的認

識和實踐，為澳洲多元文化

添磚加瓦，使其更加繁榮精

彩。我們還應該有另一個信

念：“哪裡有自由，哪裡就

是我的祖國。”這是美國開

國元勛之一本傑明·富蘭克

林的話。引用宋朝著名詩

人蘇軾的詩句，就是：“此

心安處是吾鄉。”或者，以

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裡

的名句所說：“天堂之眼

眷顧的所有地方，對於智者

都是避風港和幸福之地。”

的確，哪裡有自由，哪裡就

是安身立命的家鄉。我們都

是“智者”，而澳大利亞就

是“天堂之眼眷顧的地方”

。作為澳大利亞華裔公民，

我們都會從心底裡發出一聲

肺腑之言：衷心感謝澳大利

亞，一個堅守普世價值的國

家！

（2023年7月2日於悉

尼）
■《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
三十年》封面封底

在澳大利亞悉尼市的東

部海岸有一個馬魯巴海灣，

海灣裡有金色的沙灘、怪石

交錯的海岸、礁磐環抱的天

然游泳池、日出和日落的攝

影勝地、突兀的石台和凹平的天然音樂吧、陡峭的崖壁和

滿壁的野花、蜿蜒嫻靜的散步小道。還有，還有一些星星

點點的垃圾，散布在小道和陡壁的旁邊。

只見一個身材高瘦而略顯傴僂的本地澳洲老人，一手

拎著一隻黑色的大塑料袋，一手拿著一個帶夾子的拾垃圾

木桿，邊走邊掃視著小道的兩旁。他在一處陡壁邊停下，

跨腿翻過不高的欄桿，一隻手放下垃圾袋後抓住了欄桿，

另一隻手伸出木桿去夾野花叢中一個被丟棄的快餐垃圾

盒。桿子短了點兒，夠不著紙盒，老人於是鬆開了抓欄桿

的手，欠著身子把桿子慢慢地伸向垃圾盒，而盒子正是在

陡壁的上沿……

“等一等！”隨著這個喝停聲，只見一個中年的亞裔

婦女，匆匆向這邊趕了幾步，伸直了手臂，把手中牽狗繩

子的套手環一端送到澳洲老人剛剛鬆開欄桿的那隻手中，

讓繩子掛穩在欄桿上後，她蹲下身來緊緊抱住了繫在繩子

另端的一隻大個子斑點狗。

“別冒險，草叢很滑，下邊是陡壁！”婦人對著老人

嚷嚷道。老人側臉還給她一個

感激的微笑，抓緊了繩子，欠

著身子用夾扞夾住了垃圾盒，

然後帶著滿意的微笑步回到欄

桿，跨過它，回到了小道上。

“你有一隻好漂亮的狗狗”，老人遞回繩子的同時對

著婦人的大狗稱贊道。

“謝謝”，婦人見老人把垃圾盒放進了塑料袋，接著

說道：“這可不是你的工作啊。”

“老天爺，這些垃圾在小道邊就像是放在我客廳的桌

子上，我看不得它們呀！”說著，老人把雙眼又盯住了十

來米外草叢中的一隻空塑料瓶子。

婦人也順眼看到了，只見她對著那隻健碩的斑點狗用

中文普通話喝道：“淘淘，快去把瓶子撿來！”叫做淘淘

的那只大狗把盯看主人的眼光滑過主人的手指，再轉向了

遠處的那隻塑料瓶，接著它風馳電掣般地奔了過去。數秒

鐘後，淘淘口裡銜著那隻塑料瓶跑了回來。它不知道要把

塑料瓶交給老人還是交給自己的主人，不過奇妙的是，淘

淘的眼光最後落在了老人手裡拎著的黑色塑料袋子上。

“好孩子！”老人樂呵呵地喊叫起來。婦人也笑著重

復了一句：“淘淘，你真是個好男孩！”

老人、垃圾、狗
行    邁

前 往 日 本 探 視

三兒明哲，在東京讀

到一冊推廣旅遊及學

習簡單日語的日本漫

畫，其中一則描寫洋

女婿與新婚太太歸寧探親。該洋人因貪嘴食河豚，當場中

毒，等不及救傷車到達竟已命喪黃泉。漫畫目的告誡遊客

切勿以身涉險，不要隨便食用河豚。

河豚又名雞泡魚，久聞其大名，亦知道因其美味過

於誘惑，竟傳聞有人拼死食河豚而丟命的事發生。日本每

年都有數十人食此毒魚而喪生，明知有毒，卻夠膽以身試

險，可見河豚的引誘有多大。

這種毒魚食了會致死，皆因

殺魚解剖時割破其膽囊，膽汁濺

到魚肉，魚肉沾上膽汁即變成劇

毒無比的毒肉，吃後往往來不及

救治而返魂無術了。

如此劇毒之食物，東京竟有

餐廳經營。那天經過一家這類獨

特的餐館，門前大水缸內養著十

來條游動的河豚招徠，即時拍下

照片。毒魚不算大，魚皮有斑斕

花紋，頗為美觀。

問兒子是否食過，他說已品

嚐好幾次了。經他解答，始知這類餐館的廚師，都考有剖

殺河豚證書。那些貪嘴而喪命者多是在農村或漁村，不懂

剖殺，處理不慎讓毒膽汁溢出才發生悲劇。

我聽後竟也心動，餐館敢售賣，若不安全，政府怎會

發出執照讓其經營？人命關天，法治國家應會慎重。何況

兒子也已試過多次，人在東京，有此機緣，那能錯過呢？

於是對兒子說，也想試試這道極品佳餚。

沒想到內子聽後花容失色，堅決反對。本可以在餐館

大快朵頤，竟因而失之交臂，心裡始終難於釋懷。那天兒

子大展身手，要親自下廚，往超市購買海鮮時，我無意發

現有河豚出售。魚肉及魚皮經已切成細片，每公斤約150

澳元，心中一喜、即拿起精致包裝的一盒放入手推車，與

明哲相視微笑。

晚餐時，那碟河豚放在我面前，內子知道後，已成定

局。白色的肉片，與其它魚類並無多大分別。魚皮較厚，

入口爽脆且較硬，咀嚼良久還是無法吞嚥；兒子卻說送酒

最妙，要的就是那難嚼的能耐。

我撿起一塊傳說中的人間美味河豚肉，放入熱湯中

一滾即挾出，慢慢細品。和我期待中的至高享受大有出

入，清新細嫩的魚肉，和鮭魚、鱈魚甚至越南盛產的生魚

(用來煮越南傳統酸湯)並無太大分別。接下來蘸點芥末生

食，只是味道頗鮮，

也無那種令人齒頰留

香回味無窮之感。

兒子對河豚魚皮

情有獨鐘，那些我嚼

不化的魚皮幾乎全由他包辦，津津吞嚥。問他河豚之味如

何？回說人們之愛此毒魚，皆因是刺激和挑戰，敢以身試

者，過後自是拿來誇耀一番啦。

想不到這位讀洋書長大的兒子，竟有如此獨特見識，

我不得不認同他的見解，食用後對這道天下盛傳的極品佳

餚，覺得不外如此而略感失望。幸虧沒吃出意外，不然可

真不值得呢。

在東京嚐到另類美味是“和

牛”，也就是日本養殖的牛。這

種牛是經過特別方法使之成長，

給牛喝啤酒又要為牠按摩，目

的是將牛脂肪融入肉內，而不像

澳洲及美國牛肉，油脂與瘦肉分

開。超市出售的和牛共分四等，

最高級每公斤換算後等同270美

元，第四等是118美元。和牛肉入

口柔軟，鬆化可口，滿嘴油膩，

感覺極佳，但實不宜多食，有礙

健康。進口的澳洲上等牛肉，每

公斤只售48澳元。不知何故，日本人多不購買美國輸進的

牛肉。

日本捕鯨船到處被綠色環保份子包圍抗議，他們卻宣

稱是為了科研之用；但鯨魚肉竟然在超市公開發售，完全

是商業目的而無視世人反對。因為好奇心，想試試鯨魚肉

有何吸引，致令日本不顧引起國際強烈反感而一意孤行？

終於說服兒子，同意我購買最少份量的鯨肉一百公克，售

價換算後約15美元。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鯨魚肉像極了牛

肉，若非包裝注明，真不敢相信拿在手上的竟是鯨魚肉。

回家當成“牛排”油煎，也試著放入上湯滾熟，滾熟入口

細品，很像食豬肝。鯨排全不像魚，沒什麼特別味道，連

牛肉還不如。

生平沒食過的河豚、和牛與鯨魚，到東京都已有機

會品嚐，了卻心願。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世間再好的食

物，無非是口感強弱優劣的分別。也就是滿足舌尖味蕾入

口剎那的感覺，進入腸胃，再無好壞、上下等級之別了。

食河豚不小心會喪命，和牛肉六成是脂肪，鯨魚肉水

銀含量極多。這些貴重的食品，說穿了是一無好處，還比

不上在近富士山的箱根區，花二百日圓買的一條烤蕃薯，

享受到燙熱薯香的好味道，食後對身體會更有益呢。（二

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於墨爾本仲冬。）

河豚、和牛與鯨魚
心  水

■東京餐館廚窗水缸的河豚（心水攝）

這非一篇純粹虛構的微型小說，
其創作靈感源於作者類似的慘痛的心
路歷程。――題記

夜，太靜了，沒有一點兒聲響，

所謂“萬籟俱寂”，除了偶爾傳來幾

聲不知藏在哪兒的蟋蟀的叫聲。

夜，太暗了，不見一絲絲光亮，

像被倒扣在一個大鐵鍋底，暗得怪瘆

人的。

向東輕輕掀去蓋在肚臍眼上的毛

巾毯，悄無聲息地坐起，偷覷了一眼

熟睡的弟弟衛東，就小心翼翼地拉開

蚊帳，溜下床去。

同睡一床的弟弟，比他小一歲，

和他同校，念高一。只見他含含糊糊

地咕噥幾句：“我爸不是特務！”向

東立時緊張得佇立原處，沒敢吱聲。

不一會兒，他翻了個身，又面朝裡睡

去了，向東緊張得提到嗓子眼的心這

才落回到了原處。

爸爸是不是特務？這是縈繞在向

東心頭永遠的迷霧，永遠的心疼！向

東曾不止一次地“責問”過父親：為

什麼？為什麼？……可是，他的回答

是永遠不變的：因為解放前夕，他參

加了中共地下黨城工部的外圍學生組

織。而後來，據說該城工部被國民黨

敵特攻破、掌控，成了敵特機構，為

此外圍學生組織也成了特嫌組織。

這是向東今晚“夢游”的真正起

因。但這是第幾次，他一時也說不清

楚。

記得那天全班“早請示”後，

班主任、數學老師何景麟（兼高二年

段段長）講話，卻被學生、班級團支

書胡為叫停並訓斥：“你這地主階級

的孝子賢孫，為什麼早請示時，眼睛

不看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畫像，

而是東溜溜西轉轉？你是心懷鬼胎，

不敢正視？還是滿腹怨恨，不願仰

望？”

何 老 師 急 得 滿 臉 通 紅 ： “

我……”

胡為：“不要再負隅頑抗了！”

“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反

動教師何景麟！”班上的“刺頭”賴

明出乎意料地喊了一聲。隨即三三兩

兩的同學附和著，稀稀拉拉、有氣無

力地也嚷嚷兩下。

頓時，何老師臉色煞白，嘴唇哆

嗦看……他清楚地知道解釋不僅無濟

於事，而且只會適得其反！前幾天，

黨總支書記兼校長郝偉民被學生搧去

兩顆大門牙，就因為被批鬥時，說了

幾句澄清事實的話。

看到何老師的“下場”，向東

心裡咯噔了一下：“有問題”的人和

他們的子女，今後看毛主席的畫像還

有個態度的問題：目光不可回避，要

正視！不可咬牙！更不可目顯惡光！

要和藹樣，最好嘴角微翹，玉齒微

露……

此後，每到“早請示”“晚彙報”

時，向東的神經就繃緊了：抬頭仰望；

目不斜視；笑容可掬，如沐春風！

最讓向東揪心的，是那之後幾

天，班團支書胡為找他談了一次心，

主要是希望他能鬥私批修，注意自我

改造，注意家裡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主動、徹底地與有問題的家庭劃清界

線！現在正是組織上考驗他的時候。

聽了胡為的話，他的心裡也打起

了鼓點：既然父親被懷疑是“特嫌”

，被“內控”使用，那麼，是否就真

的是特務？若是，是否會在深更半

夜使用暗藏的發報機，給台灣發送情

報？

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向東只

要一回到家，就會注意觀察父親的一

舉一動、一言一行，尤其夜深人靜之

時。他曾把自己的分析講給弟弟聽，

卻被罵了一句“神經病！”他不再啰

嗦，決定憑一己之力，弄個“水落石

出”！

今晚，他在黑燈瞎火中，躡手躡

腳地摸近了後房的房門。這是典型的

福州三進式大宅的第二進右側的前室

和後房。前室放一大床，睡著讀高中

的向東兄弟倆。其父母睡在後房。前

後房只一板之隔，有一門相通，僅用

小木閂閂著。每次竊聽行動，他都會

把耳朵緊貼在門縫上，以判斷後房的

動靜。可今晚，偏偏在這時，弟弟衛

東輕聲打起了呼嚕，蟋蟀也振翅湊起

了熱鬧……

他好不心煩，猶豫再三之後，

終於用水手指伸進門縫，輕巧地頂起

了小門閂。他凝神屏息地來到父母床

前，依稀見到他倆的睡影。

猛然，“當啷”一聲，他踢到了

鐵尿壺上……

父母驚醒，電燈大亮……

只穿著短褲衩的父親大惑：“你

這是幹什麼？！”

向東搓著“惺忪”的雙眼，裝出

懵懵懂懂的樣子……

“你夢游啦？”穿著鬆垮的母親

不解地問。

心情，好像當年參加宴請移民部長鮑格斯的晚會一

般。幾年前當大陸從《新華聯日報》的一角裡，看

到前移民部長鮑格斯去世的消息時，他感到當年自

己的手掌握到鮑格斯部長那厚實的手掌時的那份激

動，似乎就在眼前。當時聽到消息，大家都心裡一

驚，老朋友們還聚了聚，釣兄撫掌嘆道：“歲月不

饒人啊！”接下去的幾年裡，不少人也都陸續跟著

鮑部長走了……

關於這個大陸留學生紀念館，陳設是這樣的：
紀念館中實物不少，牛仔衣、褲、包，加上耐

克球鞋，據說當年好些人都是穿著這一套來的，幾
乎跟制服差不多。還有電飯煲、切菜刀等也都是隨
身隨機帶來。有一件較為珍貴的收藏品是一張1989
年墨爾本的公交周票。該票實際日期為5月10日，
後經偽造，成為5月18日，延長了使用壽命，創造
價值不下於六元五角。說明上介紹塗改的工具為燒
焦的火柴頭，手法做工極為精致，維妙維肖。說明
上並注明目前存世的僅有兩枚。

大陸先生沉浸在往昔裡，研究每項說明是否正
確。突然間他看見一件愛滋時代的像征品——性愛
安全套。噢，現在已是2024年了，原來這麼容易，
我們都老了。

我比較詳細引述此文，我想當年的澳華留學生

今天看到三十年前對今天的描寫，一定百感交集，

思緒萬千。

《悉尼八怪》作為一個樣品，很有價值。那個

年月，雜文隨筆是澳華文壇上作者隊伍最眾、作品

數量最多、讀者面最廣、影響力最大的一種文學類

別，是當時澳華留學生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雜文

隨筆特別火紅，既有作者的原因也有讀者的原因，

處於這種境況。正如為本

書作序的原澳洲駐華大使

館文化參贊周思（Nicho-

las  Jose）先生所指出，

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大

城市，受過良好教育，富

有進取精神，懷著極大的期望來到澳洲，希望所受

的專業教育與知識可以有用武之地。但是，幾乎一

落地澳洲，他們便發現這並不容易，不像原先預期

的那樣輕而易舉。難以適應的體力勞動、金錢的窘

迫、感情的失落、文化的差異、時刻面臨被趕回中

國的居留難題，讓他們心身備受折磨。排遣壓力宣

泄苦難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當時中國留澳學生中

出現的沉迷賭博現像和男女同居甚或嫖娼現像，但

對喜歡弄文舞墨者，最痛快的宣泄還是把心頭千

思萬緒公諸於文字。而把各種困境和斑斕見聞，把

要解決的又繁雜又嚴重又迫切的問題，把極不穩定

的生活中的復雜感受思想情緒，最方便宣泄並及時

反映出來就是通過雜文隨筆了。那時大家在快節奏

的生活中奔波忙碌，沒有足夠時間撰寫或閱讀大篇

幅的東西，雜文隨筆短小精悍，文學要素也不像小

說、詩歌那麼不好掌握，於是生活中那怕點滴的感

受便立竿見影地通過雜文隨筆抒發出來。

我把這本文集稱之為澳華留學生文學一朵奇

葩。奇葩者，當然是褒義。正如周思先生所作的評

價，“悉尼八怪”很個人化的雜文，向世界展示了

一個獨特的難以捉摸的微笑——一個中國人在困境

中所能展示的微笑，其中隱藏著更為深刻的情感：

順從、苦楚、懷舊、玩世不恭與憤世嫉俗。《悉尼

八怪》他們這部書忠實記錄了一段特殊歲月，就像

一系列跨越文化的實際活動的快照，潑辣，諷刺，

尖銳，令人拍案驚奇。

這八位雜文高手為我們留下一份文學珍品。

（2 0 2 3年7月3日於悉尼。本文選自《嬗

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一書。）

■在《華聯時報》舉辦的一場讀者與作家互動的晚會
上。左第一人為總編呂寧思，左二微露頭者為黃曙
光，左三穿黑上衣者為“悉尼八怪”之一蓮花一泳，
左四人為專欄作家楊鴻均，左五為“悉尼八怪”之一
楚雷，左七為“悉尼八怪”之一袁瑋，左八為《華聯
時報》創辦人之一周淮，左九為“悉尼八怪”之一阿
忠，左十為“悉尼八怪”之一釣鰲客，最右邊的是《
華聯時報》的掌門人張燕波先生。此照片由蓮花一泳
（賈詠）提供。

而作者或讀者，都是澳華留學生。

當年，澳華留學生剛到澳洲，他們就像

飛出籠子的小鳥，有了飛翔的自由，眼界大

開，卻又面臨著異域現狀的嚴峻考驗，經受不

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文化價值的碰撞，身份地

位處在巨大落差中。《悉尼八怪》的作者就是

夢 游（微型小說） 池青橡

讀黑峰的雕塑《中華文化紀念碑》劉　虹

■黑峰雕塑《中華文化紀念碑》

在被N個自信鼓起性感之前
它已然羞澀了幾千年
不扎堆，內循環
尚謙卑，知進退
夕陽為它塗上回光返照的紅暈
連枝條枯萎得
都那麼含蓄，整了妝容
不知用雪更多，還是用血
它以上半身，向老邁的城樓
永遠伸著撒嬌的
蘭花指
精華其實在下半身
與一貫稀缺的雄性荷爾蒙
無關
它當仁不讓的雌性氣質，扶穩了
投懷送抱的姿態
還示以背面闡釋拜陰哲學：
陰柔主美

陰謀主智
陰陽論政兼二重人格
陰損論技倡消極競爭
眼見碑體從上面一路滑下去
越到根部越陰出了韻致
越柔弱無骨，以便服侍權力
一一以妾身
它還為抗拒移動，狠狠美容了
腳
食不厭精，腳不厭小，成為
國粹最精致的部分
小到站不穩更小的立足之地
從而，讓風姿更搖曳了
讓扭捏更天然了，讓脊梁
更謙虛了，讓人
更奴家了
像碑座，銲死了所有步伐
而裙擺一不小心，就撕開了

宮鬥劇或路線……鬥爭的帷幕
悄悄地，我從碑底往上望一一
共襄盛世的不止儒法，也有釋道
在這嫵媚之軀上攜手流暢
共襄它凸凹有致的陰氣
此刻與灰蒙蒙的天氣一起，撞折了
我仰羨美女的目光
網警剛剛暗下通知：
尺度要再再縮小！三寸還太大。
（修改於20230804）

■“悉尼八怪”漫畫（悉尼的大陸、阿
忠、袁瑋、楚雷、釣鰲客、超一、蓮花一

詠，以及墨爾本的高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