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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與懷

天公作美放晴天，
走馬天鵝海那邊。
蛋卷香檳隨手帶，
雨軒聚會意欣然。
澳華雨軒詩社於5月21日發出通

知：受布文社長慷慨邀請，理事會定
於6月2日前往君居天鵝海Swansea 
Heads NSW 舉行冬季詩歌文學交流
聯誼活動，屆時新州華文作協的文友
也將參加。機會難得，本人向來熱心
參與雨軒組織的集體活動，這次也不
例外。無巧不成書，於6月1/2日發行
的《澳華新文苑》第1159期，刊登
了梁曉純先生寫的一篇散文：《有個

地方叫天鵝海盡頭》，說的就是布文
先生的君居度假民宿。我細品了這篇
文章，平添了一份“到此一游”的熱
切期盼。

約11時許，我們順利到達目的
地。見到了布文，打過招呼，他正忙
著烤全羊的活。

布 文 先 生 的 度 假 豪 宅 ， 門 面
開 闊 ； 居 高 臨 下 ， 氣 勢 不 凡 。 位
於 迴 旋 小 道 ， 面 朝 水 景 ， 藏 風 聚
氣。Swansea Heads，顧名思義，是
天鵝海盡頭的美稱。它地處新州中央
海岸的一處天然小港灣，面向大平
洋，伸出一個小型半島，其形狀婉如

一隻昂首高歌的天鵝頭。置身岩石
突兀的海邊，看海鷗飛翔，聽拍岸濤
聲，會讓你忘卻塵世間的煩惱，疾
病，戰爭，還有生活中的種種不如
意！

午餐非常豐盛。布文精心炮製的
烤全羊，香氣撲鼻，令人垂涎。食番
知味，真誠點贊：

天鵝民宿美風光，
好客東家意氣揚。
兩百里程文友會，
原來還有烤全羊。
另一個有特色的美味佳肴，是一

大煲鮮魚湯。聽布文說，前兩天分幾
次釣了26條石斑魚，他全部用於今
天起肉熬湯，魚頭魚尾再讓喜歡吃
的文友帶走。虛度了大半輩子，好
吃的魚湯渴過不少，但像這次如此
鮮美的魚湯，確實別有風味。布文
是釣魚高手，名不虛傳。

臨別前，我向布文社長道上十
二分謝意：感謝他的熱情邀請，盛
情款待，讓我們盡情度過了一天難
忘的美好時光！撰《唐多令．游天
鵝海君居民宿有寄》一首，謹此完
篇：

紅葉染南洲，尼城好個秋。
社長邀，共聚新樓。二百里程民宿
地，天地闊，笑飛鷗。

詩友競風流，天鵝海盡頭。
雨軒人，莫道閑愁。世外桃源滋雅
韻，歌千闕，放魚鉤。

《大地留印》第四卷新書發佈會在新州議會大廈舉辦致賀
清平樂·張青
明 星 顆 顆 ， 華 社 佳 音

播。四集瑤篇皆碩果，各族
官民同賀。

移民萬里南洲，炎黃筆
下回眸。多少感人故事，聽
君細說從頭。

七絕·恆心馬
莫懼瀟瀟風雨天，
新州議院話當年。
九千里路雲和月，
三十春秋續錦篇。

■《大地留印》第四卷
新書發佈會合照。

記錄澳洲華人移民歷史的中英文雙語《大地留印》系
列叢書第四冊新書發佈會於2024年6月6日下午在新南威
爾士州政府議會大廈劇院隆重舉行。

開幕典禮由澳大利亞西悉尼大學澳華藝術文化研究院
院長韓靜教授主持。

在開幕式正式開始之前，韓靜教授向新南威爾士州的
傳統監護人和原住民表示敬意，並承認他們與他們的國家
和文化的持續聯繫。

韓靜介紹了當天到場來自新州各方面的嘉賓，他們
是：新南威爾士州州長Chris  Minns柯民思先生；新南威
爾士州政府多元文化部長Steve  Kamper史蒂夫·坎珀先
生；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大地留印”
項目顧問何與懷博士；新州藝術博物館中國藝術部主任、
澳華博物館董事會成員曹音女士；澳洲著名藝術家阿仙先
生；新南威爾士大學藝術學院徐放教授。

作為高嘉華地區州議員的柯民思先生，經常出現在我
們華人社區的各個場合。他不僅為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
柯民思，而且每年中國春節組織孩子們畫賀
卡並發送到社區華人家庭，對澳洲新藝術聯
合會“大地留印”項目也給予了極大的支
持。《大地留印》第二第三冊新書發佈會也
是在這裡由柯民思先生支持下舉行的。

今天，作為新南威爾士州州長，柯民
思先生一如既往地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不僅
為開幕式提供了會場，還親臨會場發表講
話。

柯民思在致辭中說：“歡迎大家來到
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議會大廈！我非常高興在
這裡見到大家，這是你們的大廈，這是你們
的議會。我非常榮幸地接待你們並鼓勵你們
來議會大廈看我們的議會活動，並與議員建
立聯系，這就是民主的真諦。”他說他想感
謝在座的幾位朋友：Jenny  Gu、藝術家阿
仙、曹音博士、徐放教授，他們在我主持的
一個為孩子們舉辦的春節賀卡評選中擔任評
委。他還表揚了到場的喬治河市政府議員王斌先生。前幾
年王斌先生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競選並成功當選，沒有
任何政黨的支持，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王斌先生做得非
常好。

他說：“我今天要推薦《大地留印》。很難相信我
們今天已經讀到第四卷了，而且它還不會停止步伐。這套
書以中英文雙語出現在我們面前，能讓像我這樣不懂中文
的人能夠讀懂它。也許更重要的是能夠把這些故事記錄下
來，因為我們悉尼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多元文化的城市，我
們的藝術和文學應該反映這些。澳大利亞華人移民故事
很早就出現了，按照當代標準它實際上是從這裡的拐角處
即岩石區開始的。這裡是最初的‘中國城’或者叫‘小廣
州’，因為當年這裡是中國商人的聚集地。華人前輩的故
事也許沒有完整地真實地被記錄下來。如今，有這樣的
書，我們就能很容易瞭解這些故事。每一個都是一個勇敢
和奮鬥的個人故事，在這片土地上書寫著新的故事。正如
書中的序言所說，這本書涵蓋了大量的作者，就像任何社
區任何個人生活一樣，有艱辛也有希望更有歡笑和快樂的
時刻。我一直很欽佩華人社區的人們，在澳大利亞，如果
能用一個詞來描述這個復雜和龐大的社區，那就是‘樂
觀’。他們具有著眼於明天的前瞻性思維，而且，一直為
這個偉大的國家的未來作出貢獻。我本人的祖先很早就來
到新南威爾士這塊土地上，然而，我不知道他們的故事。
而這套書，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那些不認識的人，會知道
你們的故事，這是多麼珍貴的禮物，通過你們留給了澳大
利亞的年輕人。所以，我要恭喜和祝賀你們，因為這份遺
產也是澳大利亞的歷史。”

《大地留印》系列叢書封面設計師，《大地留印》作
者代表陳志光先生發了言。他詳細介紹了四本書封面設計

的用意，解說了每一幅照片的背後的故事。
專程從昆士蘭布里斯班趕來參加新書發佈會的《大地

留印》作者代表張一蓉女士也發了言，她敘述了她參與《
大地留印》（四）投稿的經歷。文章寫完投稿後，要不要
在微信公眾號上發佈，她當初的猶豫和如何克服顧慮的過
程的經歷，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觀眾。

《大地留印》系列叢書主編唐培良先生作了發言。
簡單介紹了前三本書出版過程後，他說：“在徵集第四本
書的稿件時，力圖做到選稿更加廣泛，故事更加典型，讓
更多的朋友參與進來。收錄本書的文章共43篇，作者遍
布澳大利亞各州。他們中有學者、教師、作家、編輯、工
程師、藝術家、音樂家、社會活動家、商人、地方政府議
員，還有來自普通崗位的職員、工人以及退休人士。年齡
最大者為93歲。讀者可從他們的故事中了解或重溫當年這
一代中國移民的經歷。在收集編撰這套書的過程中，有許
多令人感動的故事，我從許許多多未曾謀面的投稿者中，
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們是我們能夠連續不斷地出版書籍

的原動力。而當天特地從昆士蘭到現場的昆
士蘭作者團隊就是這樣的原動力！”

本書作者之一蔣海春上台演唱澳大利亞
歌曲《我是澳大利亞人》，把會場氣氛推向
了高潮，許多人跟著吟唱，大家從心底裡感
恩澳大利亞，感恩這個美麗而包容的社會，
感恩在多元文化下人們自由自在的生活。

會場上播放的視頻，把大家帶到了《大
地留印》系列叢書誕生的過程中，也讓大家
一睹了《大地留印》（四）作者的風彩。

《大地留印》系列叢書顧問、《序言》
作者何與懷博士作總結發言，他說，今天他
要強調的只有兩個字“感謝”。感謝所有到
場的朋友，感謝到場的嘉賓，其中有Parra-
matta 市議員 Henry Green 先生，Georges 
River市議員王斌先生。今天州政府來了兩位
最重要的貴賓：新州州長Chris Minns柯民思
先生和新州多元文化部長Steve Kamper史蒂

夫·坎珀先生。特別感動的是柯民思先生為《大地留印》
三本書都發了賀信，並且都親自參加新書發佈會和致辭。

何博士說，記得兩年前，也是在這裡，在《大地留
印》第三卷新書發佈會上，他在答謝柯民思給他頒獎時
說，你很棒，有一個光輝的前途，相信不久你能成為這座
議會大廈的NUMBER ONE。他說很榮幸果然言中了，柯
民思成了新州州長。

何博士感受最深的是，柯民思先生對華人社區，對
華人的文化活動一貫的支持。何博士最後說：“我們要特
別感謝澳洲新藝術聯合會，我們華人社區有很多的文化社
團，但是，我發現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做得特別好的一件
事，就是跟澳大利亞各級政府緊密聯繫，爭取他們的支
持，為我們其他社團做了很好的榜樣。”

澳洲新藝術聯合會會長、“大地留印”系列項目總
策劃人顧錚女士作了最後的發言，她說：非常激動我們《
大地留印》第四冊今天成功落地，我們為此努力了多少個
日日夜夜，這是我們的夢、我們的心血、我們的成就。
在此特別要感謝新書發佈會義工團隊：阿寶、雍雍、王
鷹、Liz Wang、張曄閩、王松峻。

顧錚女士就6月8日《大地留印》第四冊作者讀者交流
會具體事項作了說明。她說：“交流會上，我們不僅能與
作者面對面地交流，也為我們下一本書做准備，希望更多
的朋友參與進來。“大地留印”項目是一個系列工程，它包
括影像、書籍、藝術展覽和各種形式的講座。我們將在7月
舉辦一場圖片展覽，名為“圖說你的故事”，大家用一張老
照片，250個字，敘述自己的故事。這也是6月8日交流會
上的一個主要內容，在會上，我們將請有經驗的朋友做一個
示範，也請朋友拿上你的照片，上台敘說你的故事，希望這

個活動能夠更上一個台階。”（唐培良供稿。）

《大地留印》第四卷新書發佈會在新州議會大廈成功舉辦
九千里路雲和月，三十春秋續錦篇

■柯民思州長在《大地
留印》第四卷新書發佈
會上致辭。

朋儔暢聚，乍上書樓聞笑語；
任爾莊諧，詩說金陵十二釵。
多情公子，飽覽大觀臨末世；
夢醒紅樓，檢點韶華憶舊游。

減字木蘭花6月1日Rockdale圖書館講座有記
張  青

■王力軍6月1日《
紅樓夢中人》講座部分參
與者合照。

水仙子˙端午聯歡  王曼妮
又逢端午賦離騷，喜見文人壯彩

旄。朋儔酬唱開幽竅，聯歡樂奉邀。
忘機橘頌薰陶，觀其妙，國史褒，永
著勳勞。

水仙子˙次韻曼妮會長
《端午聯歡》  孔偉貞
追思屈子誦離騷，興振唐風舉錦

旄。程門立雪開詩竅，聯歡師友邀。
吟壇卄載薰陶，新聲妙，老鳳褒。化
雨辛勞。

端陽有感  尹鋒
天涯節序忙，萬眾慶端陽。歲歲

憂華夏，悠悠吊沅湘。
沉江含義憤，泛渚念衷腸。千古

英雄事，羈懷總感傷。

鷓鴣天˙端午吟  朱玉華
雨潤龍舟競弱強，溯源應是汩羅

江。湖河到處聲威壯，鑼鼓催征奮進忙。
歌屈子，慶端陽。九章天問耐思

量。眾人皆醉唯君醒，愛國情懷繼世長。

詩人節吊屈  岑子遙
愁雲障霧鎖沅湘，澤畔行吟歸路

茫。楚主昏庸才不逮，讒臣愚弄事彌狂。
空教辭客忠家國，難免君王死異

鄉。漫誦懷沙哀郢句，使人能不倍神傷！

水仙子˙奉和王曼妮會長
《端午聯歡》  李振國
今逢端午誦瑤篇，早見苔岑憶屈

原。千年不朽離騷嘆，厄災心志堅。
疫除恰遇機緣。詩儔盼，翰墨觀，重
五聯歡。

天仙子˙端午愁  李建閣
聞台海風緊，恐同族相殘，百年

後空留嘆息。湘水哀聲嗚楚鳳。未曉
江山成一共。可憐屈子墜江河，千載
誦。兵勿用，兩岸相殘天地慟。

甲辰端午  吳林橋
時復端陽角稷香，龍舟競渡鼓聲揚。
汨羅江上懷先哲，墨客情衷舉玉觴。

悉尼詩詞協會甲辰端午詩聲選輯
甲辰端午調寄莫愁詞  汪學善
端午詩聲遣興，夜寂無聲。想汩

羅江畔，鑼鼓喧鳴。艾符蒲酒，祈效
安平。雨伴楚騷聲，潤物無聲。

  水仙子˙端午聯歡奉和王曼
妮會長  林觀賢

相攜朗誦木蘭辭，歡樂時光日月
馳。難能不懈詩心寄，濫觴曲水杯。
春風秋雨榮滋，生平意，好共持，芥
子須彌。

水仙子˙奉和王會長《端午
聯歡》  周偉強

端陽節上悼忠賢，詩友群前賦美
篇。拙詞怎奈句窮纏，苦吟聽雨眠。
夢中鼓角相連。人心盼，四海掀，跨
越千年。

端午節有詠  周幹全
五月端陽憶屈原，汨羅江水訴沉冤。
貞忠見棄蒼黃亂，奸侫讒諛黑白翻。
千古誰人憐傲骨，四方何處托孤魂？
岸邊鑼鼓徹天響，競渡爭先氣欲吞。

甲辰端午感懷  莫漢傑
肉粽飄香祭祀虔，端陽戰鼓賽龍船。
健兒密劃橫江水，史蹟重翻悼聖賢。
漁父可將纓足濯，滄浪難作世間連。
滿懷國恨空悲嘆，自溺汨羅貞志傳

屈原  梁樹燊
愛國詩人有屈原。投江自盡衆常言。
留情世代數千載。憂國憂民誰不論。

水仙子˙依韻奉和王會長端
午新詞  倪祖明

有吟澤畔失離騷，漆室爭能得句
豪。廿年滬上天難曉，遮顏躲市囂。
靈台神矢難逃，詩文妙，秉素旄，千
古雲霄。

釵頭鳳˙南瀛雅集即事  張青
騷魂賦，端陽鼓，梨城雅集徵聯

語。多音字，尋岐義，是何心法，始
成佳對，醉，醉，醉。

吟旌舉，詩儔聚，奚囊疊出瓊瑤
句。鴻均世，情長繫，甲辰重五，屈
原同禮，濟，濟，濟。

水仙子˙奉和王曼妮會長《
端午聯歡》  景月華
汩羅五月記端陽。鼓角龍舟錦繡

江。飄香粽味情難忘。悲吟楚國傷。
赤心忠膽柔腸。離騷唱。舉酒觴。懷
古留芳。

端陽偶感  程立達
煑粽何曾投淚羅，都為腸胃嗜香多。
又臨尷尬詩人節，誰向懷王奏瑟歌。

念奴嬌˙歌愛國  黎汝清
時光流逝，汨羅流不息，神州

紅日。千百風煙千萬烈，湘楚一枝華
筆。寫盡滄桑，謳歌愛國，開創新辭
格。高天明月，路燈寰宇長熠。

世道坎坷長年，昏君失道，天地
飛霜雪。愛國無門前路絕，俯首蒼生
腸裂。璧玉明珠，竹黃留節，還我離
騷碧。一聲明志，告慰英烈魂魄。

詩人節悼屈原  謝紹勇
飄香角黍悼靈均，力諫懷王絕此身。
揮就離騷江底去，詩心留得萬年真。

癸卯端午感懷  顏慶芳
鄉愁一抹又端陽，箬葉新纏角黍香。
忠骨冤屈何日白？千年天問向穹蒼。

水仙子˙步韻奉和王曼妮會
長《端午聯歡》  蕭月嬋
緬懷詩祖誦風騷，雅頌英豪舉彩

旄。尋章琢句開心竅，聯歡遊子邀。
廿年詩薈鈞陶，金聲妙，玉振褒。顯
志勤勞。

水仙子˙次韻王曼妮會長
《端午聯歡》  羅雁雲
千秋傳誦楚人騷，水陸道場眾舉

旄，三闆風骨通心竅，詩朋樂唱邀。
楚辭愛國傳陶，篇章妙，海外褒，永
紀賢勞。

■趙旭6月15日下午講座海報

七，莫言在他的

小說中對中共社會的

批判比高行健更強

更烈更直接更有感染

力，在大大小小的毛左眼裡，

的確亦可當成他的反共“罪

證”。
（接上期）關於文學對政治、社

會、人生的影響，人們可能還想到另
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的作
品。

劉再復曾指出，不管是高行健還
是莫言，他們共同走向世界心靈的高
度，現在本身都已成了“世界心靈”
，代表世界的精神水準和高度。但是
他們兩人在風格、文學手法和寫作方
式上都表現得截然不同。他們各自主
體狀態也明顯不同。高行健體現歐洲
高級知識分子的審美趣味，而莫言是
中國民間雅俗共賞的藝術趣味。高行
健的戲劇作品在中國很難找到知音，
而莫言的作品沒有這種“洋味”，
他造就的是一種雅俗共賞的中國土地
味、泥土味。如果說高行健是從普遍
到個別，莫言則是從個別到普遍，是
福克納式的。莫言屬鄉土性寫作，是
深挖“一口井”即他的家鄉高密東北
鄉。莫言在諾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的“
獲獎感言”中，在談到《豐乳肥臀》
這本書的時候，就自認懷有“狂妄的

不是所有的鳥兒都可以展翅高飛
不是所有的愛都可以十全十美
愛情破裂，心身疲憊
曾經翱翔大海的燕子
一直在最低處飛

無數美麗的黃昏被斬首
無數的寂寞長夜支離破碎
我讓自己的心
鎖在一道冷冷的gate

一次偶然的邂逅
讓美味和友情一起回歸
漫漫20年
仍然鮮活嫵媚

我不能為永遠失去的愛活成一塊碑
只期待偶然的祭慰
我不能為失去的愛活成南極的雪
無望的春天將是我永遠的傷悲

春天其實就在心裡
我要品著友情的花朵
讓春天在冬日回歸
細酌每天生活的滋味

雨軒詩友競風流 歡聚天鵝海盡頭 恆心馬

■參加布文先生度假豪宅交流聯誼活動的文友合照

回  歸
沙漠燕子

寫於2024年6月3
日，獻給我20年沒見的
好朋友和所有的朋友。

■趙立江6月15日上午講座海報

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
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他從
高密情結，到中國情懷，再到世界情
懷。

莫言的情結與情懷，他的“狂妄
的野心”，在千萬讀者身上會發生什
麼樣的化學反應？

在我看來，與高行健的“冷文
學”相比，莫言的“熱文學”更容易
讓接受主體受到感染，沉迷其中，徹
底認同它對揭露和批判對像的極其猛
烈的殺傷力。宣佈莫言獲得諾獎的時
候，中共當局及中共大大小小官員竟
然興高彩烈，紛紛祝賀，這是真夠諷
刺意味的。他們真是看不懂莫言的小
說，在“魔幻”“狐幻”等等文學手
法的包裝下，其非常強烈的社會政治
批判性比他們曾經大為譴責批判的高
行健的“冷文學”厲害多了。

許多人喜歡用“衝擊波”這個詞
來形容閱讀莫言作品後的感覺刺激。
作為中國社科院前文學研究所所長、
成就非凡的文學理論家評論家，劉再
復的閱讀經驗應該很有說服力。他回
憶說，第一次對他的衝擊波是《紅高
粱》。這是一次顛覆性的寫作，顛覆
了權力書寫的歷史。被視為“土匪”

的抗日好漢“最美麗又最醜陋，最英
雄好漢又最王八蛋”。《天堂蒜薹之
歌》寫一個叫“天堂縣”的地方，其
實那不是天堂，而是一個地獄，生活
在最底層的中國人，那樣悲慘、那樣
卑微、那樣無助、那樣貧窮。

《酒國》又是一次大爆炸。劉
再復回憶他當時讀後徹夜不眠。從原
創性的角度說，莫言第一個把妖魔鬼
怪帶入中國當代文學，即第一個在當
代文學中打開潘多拉魔盒。莫言的家
鄉距離蒲松齡的故鄉只有三百多里，
他不僅受到南美馬爾克斯“魔幻”的
影響，受蒲松齡“狐幻”的影響也很
深。

劉再復受到的另一次衝擊波是
《豐乳肥臀》。他指出，這部作品的
原創性首先體現在理念上，然後才是
寫作技巧上的原創。劉再復還說，在
理念上，莫言發現中國人作為一個“
種”在退化。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中
國人在精神上和生命上都被教條和理
論框架壓得萎靡不振，所以，中國人
的生命要重新爆發。劉再復一篇文章
稱贊莫言是“生命的旗手”就指這一
點。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