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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人生
晉　夫

（一）柏林墻
柏林牆早就塌了，
好像有很多人還不知道。
就像不知道，
牆外還有免費醫療。

其實牆外還有很多東西，
比如上帝，比如誠信。
比如陽光，比如選票。
還有上街游行集會，
還能看見國會議員的爭吵。
特別是孩子們掛在嘴邊的那種
看來從未受過欺的最純而天真的笑！

（二）沙漠
你是否見過沙漠，
見過哭泣的駱駝。
見過孤獨的背影，
嘗過向死的沙礫。

夢一段長夜帶雨，
游蕩於大漠如歌。
淪為一粒沙的倔強，
用荒唐寫人的傳說。

五千年的風沙從我的世界吹過，
乾枯的眼睛己挖不出有淚的河。
那裡的嚴冬己進入休眠的靜寞，
繁華落盡了人間最凄美的煙火。
我在離開三十年後愕然回首，
一隻腳還沒走出沙漠。

（三）我叫它天堂
彈掉身上多年的積雪，
遠走他鄉。
去尋找我心中的太陽，
來烘烤潮濕的眼眶。

出來了就是贏家，
我己不再乎日久天長。
經過了，看過了，
歌劇院，情人港，浪花，草地，
藍天空氣和那輪清澈透明的月亮。
有人叫它詩與遠方，
我把它叫做天堂。

“ 是 誰 ， 在 敲 打 我
窗……”
屋外，冷雨用長長的手指

拷問著這個古老小屋。又一次
等到下午三點，也沒有一個病
人。疫情讓這座城市沉默了三個月零三個禮拜。
琉璃藥師佛前的三炷香永遠是燃著的。屋裡煙霧繚

繞，蔡琴的老歌讓人微醺。老陳眯起雙眼，任由身子在
躺椅上搖來擺去。哦，這不是帶孫子的感覺麼——只不
過好日子不是太長，洋媳婦從坐月子開始就一直鬧著
別扭，為此兒子小陳沒少兩邊賠笑。這小陳三頭六臂，
總是一邊給幾個病人取藥，一邊用手機刷著幣圈股市信
息，一邊和岳父語音聊著墨爾本杯的賽馬結果，像從另
一個世界穿越來的。
老陳時常嘆息，診所這塊三十年招牌到了馬馬虎虎

的小陳這裡，能成麼？
當熟悉旋律再一次降臨的時候，門口的風鈴開始響

起，攪動著艾草的香味，和八卦鏡上的反光形成了某種
默契，觸動了陳大夫即將沉睡的心。他緩慢抬起頭看了
看，那人敲了敲門上的玻璃。
“是陳大夫嗎？”
“請進！”
那人籠罩在層層口罩之中，上面是模糊不清的眼鏡

片。沒法看舌苔，老陳緊緊扣住他手腕上的脈門，時間
一點點過去，那人額頭上不知是雨珠還是汗珠，順著川
字紋密實滾下。
“是誰介紹你來的？”老陳忍不住皺了皺眉，哪怕

他早已習慣各種疑難雜症。
半分鐘沉默後，一根顫顫巍巍的手指指向天花板，

被暖爐的光照得閃亮。
這仿佛是十年前遍求西醫無果的老州長的手指，無

助地指向天空，指向他的上帝。老陳不顧家屬的驚叫，
活生生把州長大人的禿頭給扎成了刺蝟……幾個療程後
老州長登門拜謝。老陳懇求把中醫針灸納入澳洲國民醫
保。老州長點頭答應奔走，可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恍惚中那根手指還豎著。陳大夫的眼睛有些模糊，

他又問了一遍：
“是誰介紹你來的？”
沒有回答，那手指還是直直向上，透過厚厚的眼鏡

片他仿佛看到了抖動的瞳孔。
“天意吧，沒打疫苗去不了醫院。”
陳大夫吃了一驚，但是隨即就平靜下來。
“我的病還能好嗎？”

“中醫講究天人感應，”老
陳說。
那人領了足足八包藥，臨出

門前一臉嚴肅地說陳大夫，您
好人有好報，生意一定越來越好

的。
老陳淡淡地笑了笑，他從來不希望病人多。不過誰

不希望生意更好呢？這仿佛是一個無解的結。
這門一開一閉，轟轟烈烈的疫情仿佛就過去了。
那兩三年，病人稀稀落落，老陳總想起那根手指，

那是堅持下去的理由。
小陳多次讓他退休，他也不理睬，老是呆呆地看著

門窗。
終於有一天，當耳朵聽不清敲門聲的時候，他決定

回香港看看那些老面孔。
只是兒子能頂用嗎？
再次回來已是一年後。
那是一個初春的下午，櫻花緩緩地落在行人肩膀

上。一個學生模樣的漂亮女孩穿著畢業裝，躺在診所外
那張維多利亞古董長椅上，食指高高指著天空，臉色蒼
白，一副生無可戀的表情。她的朋友在為她拍照。周圍
還有好幾個人等著。
老陳看愣了，這手指讓他想起了當年那病人。
唉，春寒料峭還有人穿露臍裝，可一點也不拿身體

當回事的啊。
走進店內，兒子正熱火朝天地結賬保健品，眼看是

忙不過來的樣子。
“爸啊，最近生意出奇地好。”
“這是為啥呢？”
“鬼知道呢，診所外面那根古董躺椅，被某個網紅

給看上了，在Instagram上發了幾張躺平的照片，引得
很多人來拍照打卡，還帶動了生意。”
“你是說，外面躺著的人？”
“對啊，食指指向天，說是什麼“生命是一個蒼涼

的手勢”。嘿，又說這叫什麼“I人”，最近流行什麼
MBTI性格分類，我反正搞不懂。”
“最近病人多起來了嗎？”
“嗯，有的老病人去世了，熟客我還能應付。最近

旅游恢復了，經常有游客順路來買保健品。那些年輕人
現在又興什麼養生，時不時買點枸杞之類的亂配一氣，
也不聽勸……”
老陳遲緩地點了幾下頭，又一次回到那根躺椅上。

不久那根指向天的手指又出現了，在淚光中模糊。

手 指（小說）
Tom

佳作同研討，文儔說未休。
書中傷楚些，筆下識吳鉤。
驚夢沉城記，忘言別塔游。
聞濤知季換，紅葉滿枝頭。

■“從怒海幸存到巴別塔的立交人生”——何與懷博士三篇文學評論
賞析會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藍天攝影）

何與懷博士文評賞析會有感
張  青

若把我的世界放空一切，
問大海，
能不能讓思潮停止起落？
若把我的青春忘掉一切，
問流年，
還會不會記起那麼多黑夜？
睜眼便是凄涼，
大海收起了詩人的春暖花開，
依欄不是多愁，
我在四月的風裡追趕著日落。

面朝大海，

我是一粒沙一滴雨，
孤獨地從紅塵裡經過。
面朝大海，
我是一朵雲一隻船，
已找不回記憶裡的我。
生命
一朵稍縱即逝的浪花，
卻讓人那麼執著。

塵  埃面朝大海

如果我視死如歸，
死亡也將對我束手無策。
如果我不願再來，
也就不會在乎這虛偽的
  活著。
人生不過百年的種，
別想去結千年的果。
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只想攤開靈魂的赤裸，

投身一首詩的承諾。
做一回真正的自己之後，
與黃土作伴安靜於一萬年
  的寂寞。
到那時，
蒼天也會理解我的
  理直氣壯：
怒濤卷起的浪花裡
——有我的一朵。

既然來了
我們就要前行
縱使大海惡浪滔天
縱使高山毒瘴繚繞

是沙子
還給土地
是雨滴
融入大海
更何況是一朵白雲
更何況是一艘大船
生命
是上天億萬次思考之後的

    既然來了一一拜讀暨回應塵埃兄《面朝大海》池青橡

一次性
恩賜！
決不是
稍縱即逝的一朵
浪花！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面朝鐵軌殷紅花灑
人生之路
從沒鐵軌那麼平直
且行且留意！
且行且珍惜！

既然來了
我們就要前行
雖然核戰危機雲譎波詭
雖然AI矗立那裡笑等我們
雖然人類前途堪虞！
雖然地球時日無多！

我們沒有
海子“向死而生”的勇氣
更沒有
縮回娘胎的絕活
不要去想什麼“百年的種”

不要去想什麼“千年的果”
不去問蒼天！
不去怨大地！
坦然面對
仍然寫詩
仍然畫畫
仍然唱歌
仍然跳舞
既然來了
我們滋潤活一回
我們瀟灑走一圈
我們前行
仍然
前行！

泉州籍知名學者徐
振忠在《海歸學者的一
面旗幟——評莊偉傑的
詩和他的心路歷程》一
文中，認為在當代華文
文學世界裡，莊偉傑堪稱是一個特
別的個案，“稱得上是泉州籍當代
四位中外著名的現代詩人之一”，
而且他“同時也是一位文藝評論家
和書法家”（見《世界華文文學論
壇》2016年第3期）。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學年華起，

莊偉傑就參與創辦福建師範大學南方
詩社，並擔任第二屆社長兼任當時
中國高校第一份大學生鉛印詩報《南
風》主編；大學畢業後，又與福建兩
位詩人共同主編《名城詩報》。赴澳
洲後依然不改初衷，創辦主編澳大利
亞兩大中文雜誌之一的《滿江紅》月
刊，並擔任大型周報《唐人商報》社
長兼總編輯。自從踏上文學藝術這
條“不歸路”，他一路鑽研一路爬跋
一路探險一路堅守，從寫作詩歌到評
論詩歌，來回折騰卻無怨無悔。搜
索“百度百科”莊偉傑詞條，可以看
出，他在詩歌創作與評論，以及華文
文學研究等領域所取得的成果，早已
蜚聲海內外。
據悉，近兩三年來，莊偉傑憑

借其實力，蟬聯榮獲2021年度國
際漢詩評論特殊貢獻獎（2022.3）
、首屆國際華文詩歌獎（2022.11
）、20 2 2年度全國十佳評論家
（2023.1）、2022年度中國網絡詩
人榮譽稱號（2023.1）、第12屆人
人文學獎最佳散文詩獎（2023）等
多項海內外詩歌文學獎。
國際漢詩評論特殊貢獻獎是由國

際當代華文詩歌研究會主辦評選的活
動，評委會的授獎詞是：長期以來，
作為詩人和詩歌評論家的莊偉傑，致
力於國際華文詩歌與理論的傳播和發
展，特別是在華文詩歌評論領域做出
了傑出的貢獻。莊偉傑主編《中文學
刊》，在海內外的文壇和學術界影響
深遠。莊偉傑的詩歌評論敏銳、公
正、邏輯性強，既有嚴謹、縝密的學
理性，又不乏接地氣的現實性與批判
性，是二十一世紀華語詩歌界最優秀
的詩歌評論家之一。
首屆國際華文詩歌獎是由香港

國際華文詩人協會主辦的，旨在評

  成績亮眼 可喜可賀
莊偉傑近年來蟬聯榮獲海內外多項詩歌文學獎

何與懷

■莊偉傑博士近照

格，也成就他的
文學作品的多樣
性與語言文字的
豪放性，讀他的作品總是讓人回味無窮。
莊偉傑，閩南人，1980年從

泉州張阪中學考入福建師範大學中
文系，畢業後任教於泉州黎明大
學，1989年底自費赴澳洲留學並定
居，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
學者，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後，師從
著名學者謝冕、孫紹振、陳思和等名
師，同時集詩人作家、評論家、書法
家於一身。現為中澳合辦《中文學
刊》社長總編，山東大學詩學高等研
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浙江傳媒學院文
學院特聘教授。海歸後聘任為華僑大
學教授、研究生導師，暨南大學兼職
研究員；系澳洲華文詩人筆會會長，
中外散文詩學會副主席。曾獲第十三
屆“冰心獎”理論貢獻獎、中國詩人
二十五周年優秀詩評家獎、第三屆中
國當代詩歌批評獎、中國當代詩人傑
出貢獻金獎等多項文藝獎，作品、論
文及書法等入選三百餘種重要版本
或年度選本，有詩作編入《世界華文
文學經典欣賞》等多部大學教材。至
今出版專著二十部，主編各類著作七
十餘種，發表四百多篇學術論文及文
藝評論。1998年春曾在悉尼舉辦大
型個人書法藝術展引起反響，書法被
海內外各界所收藏，素有“南方抒情
詩人”、“閩南書怪”之稱，海內外
多種媒體、辭典有專訪及詞條，《海
外華文文學史》等大學教材有專門評
介。

4月20日上午，由悉尼樂調（Rockdale）圖書館主
辦、新州華文作家協會和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
會協辦的“何與懷博士三篇文學評論賞析會”在圖書館
三樓會議室舉行。新州華文作家協會會長陸文濤先生主
講；副會長梁軍先生主持。
賞析會題為“從怒海幸存到巴別塔的立交人生”，

陸文濤先生以此立論，詳細介紹了何與懷博士三篇評
論文章：《怒海幸存者家國情懷與人生感悟——從心水
詩集〈三月騷動〉〈溫柔〉看他的人生與寫作》、《是
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從沈嘉蔚巨作〈巴
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吳正文學
生命軌跡探討》。陸先生把這三篇評論文章歸納為幾個
特點：把作者的個人經歷、心理變遷和作品進行了一定
的聯繫，來重塑和再現作者的寫作意圖和心理過程。這
種寫作方法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你首先要瞭解作者的生
平，這項工作很不容易，有些作者的生平是很難去瞭解
到的；還要把作者的生平與心理變遷和作品進行連接，
來重構作者的創作過程。何博士的這三篇文章，容量很
大，都可以進一步擴展獨自成書。心水“用寫作驅魔
症”，驅魔是一個很高級的宗教形式，他把寫作提高到
一個很高的境界。兩位作家和一位藝術家，他們的共同
特點就是“逃離”。心水是越南華人，他以肉身最慘烈
的方式，投奔怒海走向自由；吳正用心靈最痛苦的方
式，逃離情愛，修心信佛；沈嘉蔚是以理想破滅的方
式，逃離共產主義。何博士用文藝心理評論方法寫出這
三篇評論，其宗旨就是探討“逃離”。陸先生從何博士
的評論中，勾勒出三位作者的定位：心水——驅魔症；
沈嘉蔚——掘墓者和吳正——靈修者。何博士在評論中
提出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很有現實意義。
主講人陸文濤發言結束後，會議進入了互動階段。
趙立江作了發言，對主講人提出的文學心理評論予

以贊同。
曉帆先生認為，何博士的三篇文章，反映出來的內

容就是叛逆、控訴和反思。
劉放先生說，何博士評論沈嘉蔚的《巴別塔》，把

（接上期）每個人的身上都有詩的烙
印。用文字表達情感，每個人都是一位詩
人。因為思想是植根於生活之中的喜怒哀
樂，更是飯桌上的柴米油鹽。有人偏重於味
道，有人青睞於口感。能對一道菜評頭論足
的食客不一定是走遍天下，嘗盡辛酸。但能在一首詩的面前駐
足停留驚嘆不已的吟者一定是曾經滄海，別過巫山。
詩人永遠在旅途中，這是一種無邊的精神旅途。不斷地思

考不斷地漂流，在寫作中創造，在創造中抒發天性。只有主動
拒絕一切誘惑，掙脫束縛，打開禁錮，把更多的激情鎖定於不
停地追問自我。才能走出困境，見到另一片天。這裡有一個環
節是針對我們這些移民作家和詩人的。離開了當年那些熟悉的
一切來到了陽光下的城市，享受著海灘和福利及自由和體面的
生活。在這種無論從視覺還是從體驗上都以拉開距離的現實中
如何面對舊我，分撿舊我，打開語境，拓展深度。這不僅是一
場精神的歷練，更是一場起死回生的復活。這是一場交織的思
想碰撞，這是一場直面的否定自我，疼痛會有的，但只要思
想，你會這麼做。
思想的高度取決於靈魂的修煉，認知是詩人文學表現的先

天內涵。意境的創造性和寫作中呈現其自身獨特思想的能力以
及詩人筆下所表現的政體與階級，權力與弱勢，愛與疼的內心
及對時代的感慨與感動。
記得有位詩人說過，詩歌是我們唯一的母語。從這句話上

我們似乎找到了詩的根源，也就是思想的能源。細究其中一些
因素，歷史的長河流到今天，源頭已收到污染。而我們如何扎
根於本族文化，對比兼容西方哲學，邏輯，普世價值，重新
闡釋其文學的走向和詩的藝術，在生活中去感受生命存在的美
好與痛苦，有意或無意，是對每一位詩人的又一場革命性的挑
戰。
我們生存的世界裡不存在詩人的天堂，活著的每一首詩，

都必須乘風破浪。當我拎著沉默的筆走向詩的遠方，越來越近
的是霄煙，漸行漸遠的是故鄉。渡口，小橋，樹林，麥場，那

是故鄉的樣子，是我們離不開的背景，也是我
們這第一代移民的原型。離開時家門口的那顆
開花的槐樹一直盯著我們看，大概他也想知道
我們這場道別不知要持續多少年。這種寫作
就是一種過去的自我保留，回憶的不堪回首。

他是凄美的，是一種不舍，很清晰又很模糊。因為時間隔得太
久，事實上，它給出的是一個帶景的視角，在語境上可以和中
外古典與現代的詩歌對話，可與逝去的和活著的詩人溝通。以
前是舊的，處於一種困境，現在仍處於落後與貧窮。而你對困
境的反應怎麼去寫它，它是考驗你對詩的文字重鑄的能力和你
的創造性。思想的體現和藝術表現及技巧也都反映在其中。
詩就其豐富的想像，無限的空間，形成了詩本身無拘礙的

天空。內心深處的聲音和靈魂的呼喚形成的表像，只有詩才能
以更高品質的境界和維度來接收，體驗，表達詩的詩歌的旋律
和優美的畫卷。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說唱般地音韻自然，又
不乏匠心打造的意像構思，使詩的感染力變得鮮活，與讀者分
享心動以達共嗚。
詩無止境，它也是一種生命的慰藉。我們都在詩裡紛飛，

你只是沒有發現自己的詩意。
三，論詩

酒待知已，詩為吟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白話有直白
的一目瞭然，韻律有仄韻的幽香雅典。筆隨心走，字出畫面。
一半一本正經，一半一派胡言。我喜歡詩無套路，橫衝直撞。
也喜歡信馬游韁，口無遮攔。善是底色，悟是擴展。喜為春
風，怒為苦難。哀其不爭，嘆其不醒。驚其忍耐，恨其自閹。
我的詩放眼的是光明，閉目的是黑暗。青春的寫給悲痛，故鄉
的寫給傷感。醜陋的寫給人性，偉大的寫給平凡。
我的筆一生追逐陽光，卻常常詩中霧雨綿綿。我一生敬佩

正義勇敢，卻常常為一個字恐懼敏感。不能做勇士振臂一呼，
也不想做蛆蟲苟延殘喘。不能改變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變。
靈魂得不到安慰，肉體卻還要一日三餐。回頭來時的路，後方
不是前方，起點便是終點。（未完）

“從怒海幸存到巴別塔的立交人生”
何與懷博士文學評論賞析會成功舉行

■何與懷博士“莫言論爭”講座海報

沈畫中想說和沒有或者不想說的東西寫出來了，這是對
巴別塔畫的延伸和提高。沈嘉蔚在創作《巴別塔》巨作
的二十年裡，思想發展過程中也有過猶豫，甚至以為他
完不成這四幅巨作。在那些年裡，他完成了自己思想的
升華，也完成了他的心願。何博士的文章可以當做文學
作品來讀，它有很強的文學性，有些類似報告文學；有
些又有很鮮明的政治傾向，可以把它當作政論文來讀。
何文還有一個特點，它一個一個人物來寫，是系列性
的，把它們串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歷史故事。你可以
從中瞭解人物背後呈現出來的歷史背景，瞭解中國知識
分子痛苦的過程和他們抗爭的經歷。
淳子女士在發言中重申了對何博士去年論述夏志清

和張愛玲時提出“保衛文學”的贊同與欣賞。
唐培良先生說，他正在編輯排版何博士的新書《沉

淪神州的血祭者》，這是一本中國知識分子痛苦掙扎與
抗爭的歷程圖。正如劉放先生所說，一系列故事串成一
個完整的宏大言說，形成了一幅中國歷史的政治圖畫。
唐先生在前幾個月編輯排版的何博士另外一本書《嬗
變》，是以三十年以來澳洲中國留學生文學藝術作品來
揭示這一批人在澳洲社會的嬗變歷程。它也是一個一個
人物，一部一部作品串起來，讓人們瞭解了這一時代的
中國留學生移民的歷史。何博士用一個系列又一個系列
的作品，形成了何博士文藝評論的創作特點。何博士的
文藝評論創作成就，不僅在澳華文壇獨樹一幟，就是世
界文壇也沒見過。
何與懷博士在會議最後對主講者陸文濤會長、主持

梁軍副會長以及各位與會者特別發言者表示衷心的感
謝，並向大家預告了5月4日在Rockdale圖書館有一場
他主講的有關“莫言論爭”的講座，歡迎大家到時參與
研討。（唐培良供稿）

隨想集 晉  夫

選出有成就有影響有奉獻的成員（
包括優秀的詩人、詩評家、詩歌編
輯、詩歌活動家等）。同時，評選
出活躍在世界華文詩壇的優秀詩歌
人物。組委會經過專家進行近半年
的反復比較選擇，最終評選出黃亞
洲、瀟瀟等九位在海內外具有廣泛
影響力的詩歌人物，莊偉傑名列其
中。專家授予的頒獎詞是：作為學
有專攻的文學評論家與卓有成效的
詩人，莊偉傑兼融中西文化與藝術
涵養於一爐，自如自在地奏鳴攀登
文化詩學高峰的時代交響，有力地
彰顯出其潛心於內在價值和生命精
神的可貴探索。觀照其詩歌書寫，
巧妙地融通古典與現代，既有強烈
的抒情特質，又閃爍著智性的光
芒。他在靈動而鮮活的言說中，力
求從生活經驗和記憶中獲取詩意，
其所呈現的審美高格與詩學建構的
努力，從其展示的匠心之作和詩學
論著，乃至書法藝術中，包括致力
於國際華文詩歌實踐與理論建構及
傳播的顯著成效，足以窺見一個當
代詩人學者的宏偉氣像和獨特魅
力。有鑒於此，特授予莊偉傑首屆
國際華文詩歌獎。
2022年度中國全國十佳評論家

是由中國詩歌春節聯歡晚會組委會
主辦評選的。經過中國詩歌春晚組
委會在網絡徵集，以推薦和自薦的
方式，共收到參評材料五萬三千餘
份，經過評委員會認真遴選，評選
出新詩、詩詞、朗誦等多項獎項。
第十二屆人人文學獎是由人人

文學網等機構主辦的，評委會對在
文學藝術多個領域獲得成就者進行
評選，授予莊偉傑2023年度最佳
散文詩獎。頒獎詞是：莊偉傑是一
位旅澳詩人、作家，還是當今比較
活躍的評論家。他創作了大量詩
歌作品與評論文章，他的散文詩
給人一種清新脫俗的感覺，詩的語
言，充滿了哲理，給人帶來唯美的
閱讀感，仿佛每個字每個詞語都流
動的，從中能聽出鳥鳴與溪水的流
動聲。他博才多學與真帥豁達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