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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基本常識是：所有

公民，無論是什麼種族，都是平

等的。但在於對公平的界定上，

卻出現兩大不同觀點，有人要求“結果平等”；有人支

持“機會平等”。要求“結果平等”的人夢想世界大同，

只要世界上任何人都完全一樣都共同富裕就好了。但是他

們卻忽略了致命的一點：如何使得這個社會富裕，從而生

活其中的人才可能富裕。而支持“機會平等”的人提倡，

要按勞取酬，刺激創造，使到社會富裕，才有可能實現共

同富裕。就好比分奶油蛋糕——沒有蛋糕怎麼分啊？所以

大家先做蛋糕，把蛋糕盡力做大，然後有功者多吃，功少

者少吃，最後都能吃飽。

當然，最後是否人人都能吃飽？是有問題的。可以看

到，社會上大家致富賺錢的機會即使平等，有人卻會因為

種種原因包括外界原因如遭遇禍害和自身原因如努力不夠

而結果參差不齊。這就需要政府政策扶持救援，需要社會

上慈善幫助。但那些要求“結果平等”的走極端的人就借

題發揮了，打著“政治正確”的招牌，號召用各種辦法甚

至非法劫富濟貧，甚至宣稱某命貴，以實現社會的“公平

公正”。在他們眼裡，大家財富一樣，社會才會和諧。

但是這樣簡單的平均主義，真的能夠達至公平公正，

社會真的能夠和諧嗎？

答案肯定是“否”。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都

已證明了這一點。

其中，阿根廷就是一個令人喟然長嘆的例子。阿根廷

曾經是非常發達的國家，然而到了今日，變為有史以來最

這一年的冬天，十分潮濕，時不時便來一場雨，或者

陰雲密布好幾天。屋子裡陰冷潮濕，牆壁中的骨架難免發

出膨脹的脆響，讓人不得安生。

我的思緒無法停止，因為在《潘多拉手環》中，安娜

和許立的最後一個冬天，也是這般的沉悶不安。

小說終於印刷完畢，隔著屏幕看成品的照片，就像是

看剛出生的嬰兒，滿眼裡都是喜悅。經歷了幾年的沉浮，

落筆、停筆、棄稿、再提筆、再停頓，到終於每一天沉浸

其中，經過了比孕育胎兒還要漫長的那麼多天，接近38萬

字的終稿才算完成。

當我將電子文檔發給設計師時，內心依舊是忐忑不安

的，依舊被故事裡的人物那些坎坷的命運所折磨，以至於

總能在恍惚間，看到他們的哭泣、悲傷、堅持、隱忍，直

到坦然接受與釋懷。

這本書，請到了藝術家錦楠來畫封面，她對作品敏感

的洞察力令我折服。她說，這是一部關於“生之疲勞”的

作品，在現實的無奈中，除了用力地活著，沒有更好的辦

法。

我很喜歡畫作中那一汪覆蓋在天空中的海水，波光

粼粼，晶瑩湛藍。在被海水包裹著的這片古老大陸上，各

個種族的人們相安無事地生活著。這個高唱著：“澳大利

亞，前進！耀眼的南十字星下，我們並肩打拼……”的國

家，是一片樂土嗎？

我們且放下那些人盡皆知的事情，且

放下對新生活的渴望和樂觀，當我們終於

踏上陌生的土地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那

些聽說的，終究不是全部的事實。

《潘多拉手環》是一部嚴肅的小說，

它希望給所有讀到它的讀者呈現一個真

實的世界，把一個或許在絕大多數人的心

中，幾乎沒有注意到的社會現實問題擺在

了桌面上。那究竟是什麼呢？沒錯，看到

標題的你，已經猜到了，那就是“少女媽

媽”這個族群和她們的生存現狀。

據La  Trobe  University的調查，澳

洲的15-18歲的接受調查的青少年中，有

78%的青少年參與了某種形式的性活動；

超過25%的15歲以上的學生有過性行為；

超過50%的17歲以上的學生有過性行為。

在澳洲婦女教育者聯盟工作的Kay 

Boulden，曾於2008年發表了一份厚達48頁的調查報告《

需要什麼來支持少女妊娠和青少年為人父母》，她在報告

中提到，2008年的澳大利亞，19歲以下的少女生育的活

體嬰兒人數占所有出生嬰兒的千分之17.3。

從那時起的之後十餘年間，少女媽媽的生育率下降了

40%以上，到2017年，每1,000名15至19歲女性中，活

產嬰兒人數降至9.2個。

一度的，少女媽媽和她們的家庭備受歧視，她們被認

為是一群道德敗壞的女孩子。她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沒有配

偶，而幸運地擁有配偶的那一部分也因為經濟壓力和就業

困難而面臨很多現實生活的考驗。

如今，全國範圍內的公立中學，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將

少女媽媽拒之門外，雖然仍舊有許多年輕的父母，因為各

種原因而選擇輟學，他們所面臨的境況和之前相比，已經

得到了質的改變。

曾幾何時，想要擺脫墮落、放蕩、無恥這些不良少女

的標簽，重新走入校園，是極為艱難的。非常多的少女媽

媽在絕望之餘，徘徊在卑賤與無望的邊緣，她們選擇了更

加放蕩的生活方式，變成了懷孕—生子—再懷孕—再生子

的惡性循環中，20歲出頭，可能已經有3、4個孩子，而

這些孩子們的父親，或者全不相同，或者連身為母親的她

們，都說不清楚。

由此而衍生的更多社會問題，無家可歸、吸毒、惡劣

的健康狀況、家庭暴力、虐待兒童，等等，讓這個國家變

得灰暗。

所有這些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往往卻被忽視，

直到有一天，十幾歲的女孩子告訴父母，“我懷孕了！”

不要覺得這是聳人聽聞，不要覺得那一千個嬰兒中的十

幾個算不了什麼，故事裡的艾米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活生生

的女孩子，她16歲生子，17歲離家出走，然後墮落成人盡

可夫的放蕩女子。而她的母親，40歲的外祖母，含辛茹苦

地獨自撫養著年幼的外孫，日日垂淚，生活一片黯淡。

當年的我，驚聞這位華人移民的遭遇時，內心的震撼

可想而知！

生活在澳洲的華人，是少數族裔，我

們不得不承認，因為語言、文化、習俗、宗

教、傳統、價值觀等等諸多方面的不同，

對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的認知是狹隘和片面

的。雖然這是一個美好的年代，但並非完

美，那些隱藏在裂罅中的陰暗面，我們知之

甚少。

如果，我是說如果，一旦遭遇，我們又

將何去何從？

《潘多拉手環》，用故事的手法，描

述了一個華人移民家庭的遭遇，當先生意外

離世，當還是高中生的女兒意外懷孕並堅持

生下孩子，之後卻因為不堪重負而自殺，遭

受身心雙重打擊的母親又將如何面對？她最

終是否真的做到了涅槃重生？她對這個社會

看似微不足道的奉獻，是否讓她得以笑面人

生？

如果你對這個故事感興趣，歡迎與作者聯繫購買圖

書。更多關於這部小說的解讀和對人生的理解，或許就在

你靜下心來，開始閱讀的過程中，悄然展開！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要特別感謝南溟基金，感

謝蕭虹老師和眾多評委老師，因為你們對這部作品的認可

和慷慨贊助，才讓它得以問世，以沉甸甸的紙質書籍的形

式，與讀者見面。

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能夠遇到對華文創作如此真誠

以待、不遺餘力地促進文學與藝術傳承的基金會，是多麼

令人感動且榮幸的事情！真心祝願在這片古老大地上，華

文創作會一如既往地繁榮！

四十歲的外祖母——關於《潘多拉手環》 經年鯉

■經年鯉在布里斯班
舉辦的《潘多拉手環》新
書發佈會暨簽售會上。

感謝南溟基金，

感謝蕭老師，還有眾

位評委老師們對我們

這部作品的認可、支

持和鼓勵！

我的專業是中英文翻譯。翻譯界有一句調侃的話

是這樣說的：“有能力的人搞創作，沒有能力的人做翻

譯，沒有翻譯能力的人，那就做翻譯評論。(Those  who 

can, write; those who cannot write, translate; those who 

cannot translate, write about translation.)”從事翻譯工作

多年，深深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也不安於拾人牙慧，在兩

種語言之間搬磚，所以開始躍躍欲試，嘗試創作。

我2005年以留學生身份移居新西蘭，畢業後又舉家

移民，的確經歷了中年移民的一切酸甜苦辣，又看到身邊

每天出現的人和發生的事，更是有一種強烈迫切的願望，

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訴諸於文字。但是，一旦涉

足，才深深體會到文學創作的巨大挑戰。這個挑戰來自兩

個方面，一個是客觀的因素，另一個是主觀的因素。

首先是客觀的因素。我們所處的時代，文學似乎早已

經被邊緣化了。曾幾何時，案頭放幾部小

說，親朋好友見面談論一些熱門小說故事

的情節，是十分時尚的事情。我記得上初

中的時候，還有同學用自己全部的集郵冊

換取一套金庸的《射雕英雄傳》，如獲至

寶。但是，電子時代，首先是電視機，然

後是電腦，接著是智能手機，將文學的空

間一點點擠壓，大眾習慣於視覺的衝擊，

只有那些被五顏六色的圖片和引人入勝的

視頻包裝過的信息，才可能有受眾，單純

的文字越發顯得蒼白無力。現代生活的快

節奏，也迫使人們接受這種快餐式的文化

環境。在這樣的時代大環境下，文學還有

存在的必要嗎？

其次，是主觀的因素。從初次寫作

開始，我就深深感受到，熟練駕馭文字，

精凖表達自己的思想，進而構思引人入勝

的故事，並用生動的語言敘述出來，真不

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作者投入大

量的時間和精力，勤奮練習，細心揣摩。正如畫家創作圖

畫，雕塑家創作雕塑，音樂家演奏樂曲，都需要這樣一個

從入門到進深的漫長過程。

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因素，雖然都對寫作提出了挑

戰，但是，我也看到了文學的希望和前景。用語言文字表

達思想，敘述故事，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需要，最一種原始

的衝動。從遠古時期米索波達米亞的“吉爾伽美什史詩”

，到古希腊的“荷馬史詩”，索福科勒斯的“俄狄浦斯”

，莎士比亞，中國的四大名著，一直到今天好萊塢的漫威

超級英雄，古今中外，人類一直在講述故事，欣賞故事，

消費故事。時代在不斷變遷，敘事的方式在不斷改變，但

是，這種與生俱來的講故事、聽故事的深層需要，從來都

沒有消退過。所以，作為作者，我們面臨的問題，永遠都

不會是“現在沒有

人讀小說了”，而

是，“我們需要

運用怎樣創新的方

式，怎樣創新的內容去講述更精彩的故事”。

我感到自己很幸運，首先在新西蘭遇到了志同道合

的沿濱老師。我們常常在一起聊文學，聊創作，聊人生，

彼此分享自己的習作。幾年前，通過沿濱老師的引薦，甚

至不自量力，將澳、紐一些前輩作家的作品，包括蕭虹老

師、何與懷老師的幾篇文章，翻譯成英文，以中英文雙語

編輯出來，在新西蘭出版。也是因為沿濱老師的介紹，

得知南溟基金這樣“神”一般的存在，二十年如一日對文

學愛好者鼓勵、扶持、栽培，讓許多位作者的作品得見天

日，這真是我們澳、紐華文作者莫大的福分。其實，南溟

基金本身也是一個極其精彩的故事！

《烏有七日談》裡面的故事，雖然隱去了真實的名字

和地點，但是，都取材於我們身邊的人和事，還有我們自

己對這些人、事的看法。例如，“羅老師烏有國打工記”

裡面的人物原型，是我在新西蘭留學期間，在一間工廠打

工時遇到的一位工友。“生死之間”裡的“

哲人”，是我認識的兩位抑郁症患者的經歷

的組合，我曾經開車送其中一位割腕自殺的

朋友去醫院急救。還有，為了家產分割不均

而離家出走，和父母反目為仇的事，也真實

地發生在我身邊。我看到，這個世界上有善

良，有道義，有忠誠，有奉獻，但是有時候

也有貪婪，有不公不義，有假冒偽善，有爾

虞我詐。還有個人面臨疾病、痛苦時的無助

和掙扎，甚至，有些時候，似乎沒有一個人

做錯，但是最終卻導致了悲劇性的結果，令

人扼腕嘆息。總之，人性當中的方方面面，

我們都想嘗試把它們真實展現在讀者面前。

當然，有些故事我自己還不太滿意，實在需

要進一步精雕細琢。我認為，至少在虛構的

故事裡，好人應該有好報，壞人必須受到應

得的懲罰，或許，所謂“文學高於生活”

的論斷，原因就在於此。因為現實生活中有

太多的因素我們無法駕馭，無法掌控，而作

者可以對自己故事裡面的人物隨意擺佈安排，只要不超出

邏輯的限制，都可以寫出令讀者感到暢快淋漓的結局。但

是，有心的讀者或許會看到，在烏有國裡，有些“壞人”

被“放走”了，有些“好人”還沒有得到應得的獎賞，令

人感到小小遺憾。好在，正如沿濱老師所說，我們的故事

是開放性的，今後還可以做進一步的修改。

最後，再次感謝在座的各位老師前輩們對我們拙作

的認可。我願意把你們的欣賞作為進一步創作的動力。今

後，每每坐在電腦屏幕前碼字的時候，就會想到，我的故

事的確是有人在讀，在欣賞的。我需要將我身邊的人和

事，用更加創新的方式講述出來，讓讀者聽過，讀過，就

能有所裨益，甚至引發一些小小的思考和回味。我想，這

也是我們所有文學愛好者共同的追求。

《烏有七日談》創作感言
海  風

■海風（左）與《烏有七
日談》另一位作者沿濱。

陳玉明七律四首
悉尼開春

草色青青鋪滿地，新芽嫩綠翠滴滴。

飛來雲雀枝頭鬧，閃過海鷗浪裡嬉。

院內紅荷迎客笑，池中錦鯉著人迷。

茶香撲鼻精神爽，圍坐芳亭看下棋。

（2023年9月16日）

同遊鮑勒爾小鎮
一路同行三好友，臥龍崗外解煩憂。

山青水秀宜禪靜，海闊天空任暢游。

小鎮樓前留倩影，長堤岸上看飛舟。

咖啡飲罷神清爽，餡餅招來幾十鷗。

裊裊清音韻繞梁，下裡巴人，厭倦裝腔。山歌一曲發心聲，詞也蒼涼，調也蒼涼。

疫去風寒夜未央，苦了斯民，富了官商。忍悲戲說古今愁，看似荒唐，道盡滄桑。

二

羅剎國中奇事多，馬戶當家，聲震山阿。好人難做是家常，左亦漩渦，右亦漩渦。

風雨兼程渡劫波，哀也山歌，怨也山歌。半真半假半癲狂，褒又如何，貶又如何！
我迷惘的思緒已多少回

行走在你鉛色的線條上

觸摸你從指尖流出的

分佈在素線上激越而傷感的音符

感受你從眼神散發的

滲透在素描裡深邃而凄美的氣韻

你神色掠過的那縷憂傷

以過目難忘而致人捉摸

許是被蒙娜麗莎微笑的神秘

感染到了入神

你簡潔的風格未藏住典雅

你悠然的姿態未掩去綽約

許是被無名女郎的高雅端莊

潛移到了入骨

你年輕的憂愁緣何這般深重

是被悲愴奏鳴曲沉重絕望的旋律

震撼到了入醉

是被月光鋼琴曲寧靜幽郁的曲調

熏染到了出塵

或是你賦予了筆觸太深的情

以致你動情於藝術到了淪陷

縱然，我在你鉛色的線條上

幾度尋覓，幾度探究

可答案始終在疏密有致的線條間

游弋，讓我無緣遇見

醫院，魂靈離我們很近
 ICU小感

山  林
一扇一扇的門

踏在磨砂的鏡面

倒影模糊攜帶燈影踟躕

念想倒垂盡頭

長廊漫長

門是春的花蕊

工蜂鑽進

戴綠掛紅

從刀口遁飛的魂靈在

  針尖飄忽

救贖跟死亡商議

將逃避的拿住

一剪梅•聽刀郎《羅剎海市》（二首）常  旭 行走在你鉛色的線條上
——寫在唯真致女兒的素描畫

潔  然

■唯真致
女兒的素
描畫

澳洲最美大堡礁
千姿百態珊瑚島，萬種風情大堡礁。

始信龍宮奇美妙，方知水下好逍遙。

同鯨會晤玩心跳，與浪升騰弄海潮。

如此壯觀難預料，多游幾日把愁消。

（2023年4月18日）

雨後觀荷 
雨後放晴湖上走，眼前景色令神怡。

無須雕飾清新美，更顯醇和素雅姿。

艷麗難逢萌醉態，妖嬈恰在蕊開時。

天然純淨蜻蜓愛，伴有飛禽過水池。

（2021年10月19日）

將鉛石縫進破裂的肌膚

找補電解質汁液

儀器哼著刺青的歌

安撫覺醒的疤痕

禿翎的天使停止呻吟

沉入夜空

(2023.9.2)

孤獨享受不完的奢侈
蓮動漁舟

如這彌漫無邊的晨霧

填滿空曠的海面

身心沉浸在朦朧中間

詩中漫步留下的足印

一連串都是孤寂

遠處似露一角山花

只如曇花一現的爛漫

再看溫情和浪漫

若隱若現都是昨日黃花

滿世的喧囂和噪雜

哪一件都不相干

推開窗時的心情

只和孤獨有關

從熱帶風暴的夏季

到濃霧彌漫的冬令

從人生的花季

到蹣跚的暮春

這一路詩錄的腳印啊

連成無邊孤獨的奢華

每踩一次都怦然心動

生怕浪費了這與生

  具來的憂郁

和這孤獨相伴的奢侈

說實在，我通常是以一種輕鬆、

放鬆的心情去閱讀作品，但《潘多拉

手環》，讀著讀著就有了一種沉重

感，最後還留下了揪心的思索：移民

家庭兩代人的裂罅何以彌補？澳洲社

會“少女媽媽”的問題該如何面對？

昆士蘭女作家經年鯉的長篇小

說《潘多拉手環》，是一個新移民家

庭的故事。曾是醫生的妻子支持丈夫

考取澳洲醫生執業資格，在家相夫教

子，丈夫則籌建自己的診所。而生活

的壓力，情感的糾葛，讓夫婦對具有

澳洲思維方式的女兒的教育力有不

逮。如果作者的筆墨到此為止，那還

是一個大同小異的移民故事。但隨著

故事的延伸，丈夫車禍身亡，妻子傷

殘，仍是中學生的女兒未婚先孕，

承受不了生活的嚴酷，最終選擇了自

殺作為人生的歸宿。這已是一出悲天

憫人的家庭悲劇，催人淚下。然而故

事若到此打住，仍欠缺一點力度。果

然，作者的筆墨還在延伸，悲情中的

妻子，堅強地活著，獨自撫養遺孤，

並與曾經誤以為第三者的台灣女社工

一道，幫助其他“少女媽媽”回歸學

校，喚起社會對“少女媽媽”們的關

注和關愛。我們在憐憫中看到了一種

人格力量和社會關愛，作品完成了最

出彩的篇章。

值得關注的是，當下新移民文

學，雖然地域環境改變了，但一些作

家還是習慣於中國思維、中國身份去

表現海外生活，而《潘多拉手環》的

作者，卻以一種公民意識去書寫，主

動融入新鄉，發現問題，探究問題，

解決問題，不因失望而逃離，而因期

待而投入，這尤為難能可貴。全書以

四季為隱喻，分成“夏、冬、秋、

春”四部，暗指生活中的“繁榮、挫

折、衰亡與希望”。作品採用貼身

現場直播式的鏡頭，中西意象交錯的

敘述，透過女主人公安娜及其女兒艾

米命運多舛的一生，折射出“少女媽

媽”這個社會現象對家庭對社會的影

響，重現了澳洲社會對其態度的演變

與不斷改善的社會關懷。

這已不單純是移民生活的記錄，

更是透過移民自身透視社會生態，

表達新主人對本土的一種情緒，一種

思索，也是對新生活的一種認知。顯

然，《潘多拉手環》是完完全全的在

地化書寫，作者以沉浸式的在地觀

察，在地體驗，以獨特的感受去完美

演繹了離開故鄉的移民在新鄉的情感

狀態和生存境況，並思考由此產生的

社會現象與人性掙扎。

確切的說，作者寫的是生活而不

是活著。活著是躺平是苟且，是消磨

生命；而生活是進取是選擇，是呈現

生命。生活，就是每一個人基於自身

現實的人生選擇。安娜選擇了堅強，

而不是自暴自棄、營營役役。作家以

敏銳細膩的筆觸從家庭悲劇中探討婚

姻的意義，生命的價值，進而思考社

會的健康，關注社會的和諧。書中既

有陽光也有陰霾，渾濁的負能量中也

能爆出正能量的火花，而這，才是真

實的世界，真實的社會形態，真實的

人生狀態。

作品頗有海外華文小說的特質，

中西方環境轉換的視角，東西方文化

交織的場域，海外生活現場的零距離

觀察，作者的獨特感受和深層思考。

移民之路，恰似潘多拉的魔盒，打開

的瞬間，便是希望與磨難並存，惟以

愛與勇敢去面對。

祝賀《潘多拉手環》獲得南溟出

版基金資助，祝賀該書獲得第二屆世

界華人文學獎，祝賀作者向讀者奉上

了書寫澳洲生活的佳作！

以公民意識去書寫的《潘多拉手環》張奧列

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也談澳洲需要修改憲法嗎？王犖倫

大的債務違約國。這個國家主要症結在於民粹主義泛濫。

一些政客為討好選民不斷增加社會福利，無限制地劫富濟

貧，導致生產力嚴重落後，導致更多貧窮。

眼下，西歐一些國家的政客打著“政治正確”的平

等旗號，也導致社會出現嚴重的矛盾和災難，例如不久前

法國發生大騷亂。美國一些人喊著“黑命貴”的口號，竟

然無視最起碼的法律，致使一些地方成

了他們混混橫行霸道的天堂。不久前加

州的“零元購”震驚世界，令人聞之膽

寒。

凌駕於人人平等的法律之上來追求

某個種族平等，非常荒謬，是絕對錯誤

的。如研究者所指出，那種所謂“政治

正確”的主張，其背後的邏輯並非是保

護某個種族，而是妄圖實現不切實際的

甚至可能是非法的罪惡的“財產平等”

。如果強行修改本來已經確立人人平等

的法律，強行為某一特定族群在法律上

特別在憲法上明文給以特別優待，讓他

們站在“政治正確”的道德高地上，勢

必就是“以平等要求制造不平等”。這

樣一來，貧困將成為美德、賣慘將變成

正義、無賴將變為強者。將“平等”無

限放大的所謂“政治正確”，最終只會把國家搞得雞飛狗

跳，體無完膚。

澳大利亞當前也遇到類似問題。經過好幾代人的努

力，澳洲在法律和制度上已經足夠保證了每一個人的平等

性。當然，不必諱言，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與其他民

眾相比，在就業、收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預期壽

命等等方面都有顯著差異。他們需要各級

政府和全社會的關注和更多更加持續的幫

助。政府成立原住民事務部，專門處理有

關原住民相關事務，如果成效還是不夠，

是需要不斷改進的。但是，正如許多人

都已指出，修改憲法設立“原住民議會之

聲”這樣一個機構，並不能更好地解決原

住民的實際問題，反而會嚴重破壞法治的

基本原則，在憲法層面創造出一個法律地

位高於其他國民的種族，創造出一部分人

擁有特別法律權利的社會。

從長遠來說，這樣做對原住民本身也

不好。自己也是一個原住民的原住民事務

部影子部長Jacinta  Price女士在最近一次

採訪中就說：

“如果我們繼續告訴土著人，他們是

殖民歷史的受害者，這等於剝奪他們自己

奮鬥的意志，這是讓他們認為

別人要對他們的不幸負責。對

一個人最殘酷的做法，莫過於

告訴他，他的悲慘是別人的錯

過，他自己無能為力。因此，

我絕不接受這個說法！”

無論原住民還是移民，大

家都是澳大利亞大家庭的一部分，大家都要一道維護這個

大家庭的和諧。在澳洲這樣一個平等、民主的國家，族裔

身份並不重要，少數族裔更不需要什麼特權來維護。澳洲

有不同的文化，但沒有獨立存在的分等級的白人社區、亞

裔社區、穆斯林社區……任何試圖揭開傷疤、分化瓦解、

挑撥離間、撕裂族群的圖謀都必須堅決抵制。

美國和西歐殷鑒不遠，相信沒有任何人，想要生活在

那樣某命貴的環境之中。

切記哈耶克的那句名言：“人類通往地獄之路，往往

是由‘善意’鋪就的。”但願此次公投不會揭開澳洲未來

社會的“潘多拉魔盒”。

澳大利亞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多元文化國家，能

夠幾十年來一直欣欣向榮蓬勃昌盛，正是因為澳大利亞現

行憲法擁抱並實行自由民主公正博愛的普世價值，保障所

有人種一律平等，保障所有人，不論是原住民或新移民，

都一律平等，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去發展自我，去創造自

己的一片天地。因此，我們必須喊出：

保衛澳大利亞現行憲法！

（2023年9月21日）■令人震驚的瞬間（網絡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