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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后 到 60 年 代 中 期
那 个 风 云 瞬 变 的 历 史 时
刻，年轻人寻找一个从未
踏足的祖籍家乡，会是一
段 怎 样 的 经 历 ？ 经 济 难
民到了社会主义的新家，
发 现 自 己 的 经 商 特 长 并
无施展空间，他们将如何
自 处 ？ 是 怎 样 的 意 识 形
态 归 属 、现 实 考 量 ，让 人
们 放 弃 一 国 国 籍 而 获 取
另 一 国 的 公 民 权 ？ 作 者
周 陶 沫（Zhou Taomo）以 这
三个大维度的学术设问，
带 出 其 2019 年 新 著“Mi-
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

tion--Chi-
na,Indone-
sia, and the
Cold War”
（暂 译《革
命 年 代 的
移 民 图 景
—— 中
国 、印 尼
与 冷 战》，
新 加 坡 尤
索 夫 伊 萨
东 南 亚 研
究 院 、美

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的主
旨议题，即审视这两个世
界 人 口 大 国 在 1945 至
1967 年 间 一 段 极 为 重 要
的当代历史时期，探讨两
者在政治、外交和社会等
层面的互动与互斥，其背
景中“既有悬而未决的公
民权事宜、备受质疑的政
治归属，也有流动不定的
身份认同，以及模糊不清
的国家动员界线”。

官方文件首次曝光
周陶沫现任新加坡南

洋 理 工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历
史系助理教授，从事现代
中国及东南亚历史研究，
本 书 为 她 的 首 部 学 术 专
著，也是学术界首部以中
国 官 方 解 密 资 料 诠 释 战
后 二 十 余 年 间 中 国 — 印
度 尼 西 亚 关 系 的 学 术 专
著 。 中 国 外 交 部 档 案 资
料（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曾 于 2006 年 6 月
至 2008 年 11 月 一 度 解
密，后于 2013 年重新加密
封闭，而本书正是作者在
档 案 解 密 期 间 爬 梳 细 研
这 批 珍 贵 资 料 而 写 就 的
学术专著，因而别具独特

开创性意义。
这 部 学 术 专 著 的 创 新 之
处，除了来自首次曝光的
官方文件，也在于作者把
精 英 政 治 范 畴 的“ 外 交
史”研究与属于社会历史
层 面 的“ 移 民 研 究 ”结 为
一 体 ，设 定 了 一 个“ 合 二
而 一 ”的 论 述 架 构 。 在
这 个 创 新 学 术 框 架 下 ，
周 陶 沫 的 论 述 一 方 面 紧
扣 两 个 大 国 跌 宕 起 伏 的
外 交 关 系 ，印 尼 离 散 华
裔 社 群 在 种 族 冲 突 下 的
多 舛 命 运 ，另 一 方 面 节
节 推 进 、层 层 釐 清 两 者
之 间 各 为 因 果 的 密 切 关
联 ，其 中 涉 及 了 战 后 北
京 政 府 和 台 北 政 府 分 别
与 印 尼 苏 卡 诺 政 权 的 关
系 ，50 年 代 中 期 起 北 京
政 府 与 雅 加 达 政 府 逐 步
走 向 友 好 的 过 程 ，1965 年

“ 九·三 十 运 动 ”事 变 与
苏 哈 多 政 权 的 上 台 ，
1965-67 年 间 在 印 尼 爆 发
的 大 规 模 反 共 排 华 动
乱 ，以 及 1950-60 年 代 归
国 华 侨 在 祖 籍“ 家 乡 ”的
适 应 经 历 。
令人信服的证据与论点

学术研究讲求与同一
领 域 的 学 者 进 行 学 术 对
话 ，借 此 呼 应 、补 充 、质
疑 或 修 正 过 往 同 领 域 学
者 的 学 术 研 究 和 结 论 。
基于上述珍贵档案资料，
作 者 就 涵 涉 范 围 内 的 一
系 列 关 键 课 题 做 出 了 新
的诠释和结论，把该领域
的 学 术 对 话 推 向 新 的 层
次 。 在 这 系 列 关 键 议 题
中，北京政府究竟是不是
1965 年“九·三十运动”事
变的背后主导人，这向来

是 两 国 外 交 关 系 上 的 争
议 课 题 。“ 九·三 十 运 动 ”
事变后，苏哈多政权指北
京 主 导 了 这 场 颠 覆 印 尼
政府的军事政变，而这指
责 当 年 在 印 尼 引 发 极 大
的反华情绪，导致两国关
系 急 剧 恶 化 。 作 者 基 于
掌握到的各类资料，从国
家 领 导 层 到 两 国 军 火 输
送两方面，澄清了中国在

“ 九·三 十 运 动 ”事 变 中
并无扮演任何实质角色，
证据与论点均令人信服，
可 谓 在 此 议 题 研 究 上 做
出新的学术贡献。

把 视 野 放 大 到 印 尼
社 会 的 种 族 与 社 群 冲
突 ，本 书 也 提 出 一 个 甚
为 关 键 的 问 题 ：为 何 每
逢 印 尼 政 经 局 势 生 变 ，
印 尼 华 人 社 群 总 会 遭
殃 ？ 作 者 提 出 了“ 族 群
之 间 ”与“ 社 群 内 部 ”的
概 念 ，指 出 台 北 政 府（蓝
营）与 北 京 政 府（红 营）
自 战 后 即 开 始 对 印 尼 华
裔 社 群 展 开 激 烈 争 夺 ，
殊 不 知“ 蓝 红 之 争 ”使 得
当 地 华 人 陷 入 无 边 内 部
争 斗 之 中 无 法 自 拔 ，而
这 种“ 社 群 内 部 ”冲 突 ，
愈 发 夯 实 了 当 地 印 尼 人
对 华 人 社 群“ 不 愿 融 入 ”
的 刻 板 印 象 ，这 使 得 不
满 情 绪 持 续 升 温 ，最 后
演 变 成“ 族 群 之 间 ”的 流
血 冲 突 。

新 中 沟 通 管 道 60 年
代初建立

对 新 加 坡 读 者 而 言 ，
书 中“ 新 马 合 并 ”前 后 新
马 、印 尼 和 中 国 三 方 互
动 中 的 暗 潮 潜 流 尤 值 一
读 ，而 其 间 在 香 港 举 行

的 一 场 秘 密 会 面 更 为 引
人 注 目 —— 1962 年 5 月 ，
李 光 耀 藉 着 出 访 途 经 香
港之际，通过香港新华社
与北京政府取得联系。在
与中方人员会谈时，李氏
一方面提醒中国在“新马
合并”议题上可能发生的
政策失误，另一方面也表
示了新加坡愿与北京加强
双 边 贸 易 关 系 的 意 愿 。
这 显示李光耀与北京的沟
通管道至少在 60 年代初经
已建立，自那时起便会于
关键时刻提醒中国在某些
重 大 议 题 上 的 定 位 与 分

寸 。 今 天 新 中 港 媒 体 尊
称 李 光 耀 为 中 国“ 诤 友 ”
实 是 其 来 有 自 ，这 也 解
释 了 为 什 么 中 国 不 同 世
代 领 导 人 都 对 这 位 东 南
亚 小 国 领 导 人 另 眼 相 看
的 原 因 所 在 了 。

《革 命 年 代 的 移 民 图
景 —— 中 国 、印 尼 与 冷
战》是一部重要的学术研
究文献，它借着首次曝光
的官方解密资料，以创新
的学术论述架构，从下至
上、自上而下地重建两个
大 国 战 后 二 十 余 载 的 关
系演变，揭示了微观层面
普 通 人 生 活 与 宏 观 层 次
国 家 操 作 实 为 息 息 相 关
的这一现实，遂让今人对
本区域离散政治、族群冲
突和国际关系，以及三者
之 间 密 不 可 分 的 因 果 关
联，有了深一层的诠释与
理解。

（资料来自联合早报
与周陶沫推特）

新加坡学者周陶沫新著：

革命年代的移民图景
——中国、印尼与冷战

半 年 前 ，在《央 视 4
台》的 综 艺 节 目《经 典 咏
流 传》中 ，观 赏 了 海 外 华
裔 王 泓 翔 与 徐 梦 圆 以 古
诗为词的新曲子，那婉转
优美的旋律，清越明亮的
歌 声 ，深 深 打 动 了 我 ，也
庆 幸 海 外 还 有 那 么 多 愿
意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
年轻人。他们引用的“回
文诗”更让人惊艳。

当时马上做了一点笔
记和草稿，但因新冠疫情
蔓延，学校在志愿者教师
回 国 的 情 况 下 必 须 面 对
华 文 师 资 缺 乏 的 困 境 而
忙着应对新学期的任务，
就 把 稿 件 暂 时 束 之 高
阁 。 这 期 间 教 务 工 作 稳
定 了 ，又 看 了 些 关 于“ 回
文诗”的资料，所以决定写
完这篇搁置已久的文稿。

在当时的《经典咏流
传》节 目 中 ，来 自 不 同 国
家的王、徐两位谱曲传唱
的是苏东坡的名作《题金
山 寺》，上 阕 意 境 高 远 写
美景：“潮随暗浪雪山倾，
远 浦 渔 舟 钓 月 明 。 桥 对
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
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
霭 霭 红 霞 海 日 晴 。 遥 望
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
鸿 轻 。”把 江 苏 明 媚 的 山
水彩霞、寺桥云鸿描绘的
淋 漓 尽 致 ，让 人 心 旷 神
怡。

下阕是将上阕倒过来
念：“轻鸿数点千峰碧，水
接 云 边 四 望 遥 。 晴 日 海
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
迢。清波石眼泉当槛，小
径 松 门 寺 对 桥 。 明 月 钓
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

潮。”将景况词藻、平仄押
韵把握得恰到好处，体现
了 苏 东 坡 的 才 华 以 及 中
华文学的博大精深。

话说宋神宗熙宁四年
（公元 1071 年），苏轼写了
几 篇 谈 论 新 法 弊 病 的 文
章，引发王安石等改革派
不满，御史谢景对神宗陈
说 苏 轼 的 过 失 。 苏 轼 为
免卷入争斗，请求出京任
职，被授为杭州通判。在
赴 任 途 中 ，路 过 江 苏 镇
江 ，因 慕 金 山 寺 之 名 ，前
往游览。站在金山寺上，
眼 看 江 潮 雪 浪 ，水 天 一
色，满腹诗情的苏轼写下
了 传 颂 千 古 的《题 金 山
寺》回文诗。

“ 回 文 诗 ”是 诗 歌 中
表 现 力 最 高 的 一 种 艺 术
形式，作者的文字功底必
须 十 分 深 厚 。 写 第 一 句
时 ，后 一 句 要 立 马 跟 进 ，
并且要能反着读，与前一
句表现出相同的意境，这
就 是 其 独 特 之 处 。 宋 待
大 诗 人 苏 轼 留 下 了 十 多
首回文诗，每一首都写得
很精彩，也非常的经典。

据资料记载，广东省
高 州 县 观 山 寺 壁 上 刻 有
一回文诗，全文如下：“悠
悠绿水傍林偎，日落观山
四 望 回 。 幽 林 古 寺 孤 明
月，冷井寒泉碧映台。鸥
飞满浦渔舟泛，鹤伴闲亭
仙 客 来 。 游 径 踏 花 烟 上
走，流溪远棹一篷开。”倒
诵 诗 文 如 下 ：“ 开 篷 一 棹
远 溪 流 ，走 上 烟 花 踏 径
游。来客仙亭闲伴鹤，泛
舟 渔 浦 满 飞 鸥 。 台 映 碧
泉寒井冷，月明孤寺古林
幽。回望四山观落日，偎
林 傍 水 绿 悠 悠 。”可 惜 不
知 作 者 何 人 ？ 意 境 显 然

比 苏 东 坡 诗 差 了 一
截。

《百 度》推 荐 一 首 经
典 、超 绝 的 回 文 诗 ，与 一
般的回文诗不一样，正着
读时是丈夫在思念妻子，
反 过 来 读 则 是 妻 子 思 念
丈夫，那就是宋代李禺的
《两相思》，正读是《思妻
诗》：“枯眼望遥山隔水，
往 来 曾 见 几 心 知 ？ 壶 空
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
韵诗。途路阳人离别久，
讯 音 无 雁 寄 回 迟 。 孤 灯
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
忆儿。”反读则成了《思夫
诗》：“儿忆父兮妻忆夫，
寂 寥 长 守 夜 灯 孤 。 迟 回
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阳
路途。诗韵和成难下笔，
酒 杯 一 酌 怕 空 壶 。 知 心
几见曾往来，水隔山遥望
眼枯。”别有一番风味。

诗人通篇描写丈夫思
念 妻 子 ，显 得 情 深 意 真 、
抑郁伤感，把对妻子的思
念之情，以一种非常诗意
的 方 式 ，描 绘 得 淋 漓 尽
致 ，是 最 能 令 人 感 动 之
处。如果倒过来读，那意
思又变为妻子牵挂丈夫，
鸿 雁 无 寄 、山 远 水 遥 ，愁
对 浊 酒 孤 灯 …… 彰 显 了
此诗最独特之处。

湖 北 咸 丰 县 有 一 首
《万 柳 堤 即 景》回 文 诗 ：
“ 春 城 一 色 柳 垂 新 ，色 柳
垂 新 自 爱 人 。 人 爱 自 新
垂 柳 色 ，新 垂 柳 色 一 城
春 。”又 写 出 了 不 同 的 格
式，迥异的韵味。

此外，清代诗人李旸
善 作 回 文 诗 ，其 代 表 作
《春闺》诗：“垂帘画阁画
帘 垂 ，谁 系 怀 思 怀 系 谁 ？
影弄花枝花弄影，丝牵柳
线 柳 牵 丝 。 脸 波 横 泪 横

波 脸 ，眉 黛 浓 愁 浓 黛 眉 。
永夜寒灯寒夜永，期归梦
还 梦 归 期 。”每 句 左 读 右
读都相同，体现了超凡的
细腻和匠心雕琢。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
少年时与同学为“上海自
来水来自海上”的简单回
文 大 加 称 赞 的 情 景 。 多
数 前 辈 学 长 认 为“ 回 文
诗 ”是 生 拼 硬 凑 而 成 ，这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观 点 。 回
文诗在创作手法上，突出
地 继 承 了 诗 歌 反 复 咏 叹
的艺术特色，从而产生了
强 烈 回 环 叠 咏 的 艺 术 效
果。

资料记载，自西晋以
来，历代诗家争相创作回
文诗，各领风骚。经过历
代诗人的开发与创新，回
文 诗 出 现 了 千 姿 百 态 的
形 式 ：有 连 环 回 文 体 、藏
头 拆 字 体 、叠 字 回 文 体
等。刘坡公特意在《学诗
百法》里写道：“回文诗反
复 成 章 ，钩 心 斗 角 ，不 得
以小道而轻之。”

10 月 下 旬 有 幸 参 加
暨 南 大 学 华 文 学 院 的 研
习 班 ，聆 听 邵 宜 院 长 的
《根 魂 梦 - 中 华 文 化 的 海
外传承》，深有感悟，尤其
是第四节“中华文化在海
外 的 困 惑 和 出 路 ”，让 人
怆 然 。 回 文 诗 这 千 年 的
根，既然能牵动美洲华裔
的“魂”，祈愿也能圆印尼
华裔的“文化梦”！

笔者有自知之明，对
于旧体诗所知有限，但对
精 妙 绝 伦 的“ 回 文 诗 ”却
忍不住拍案叫绝，谨写下
一 些 拙 见 与 同 好 共 享 。
若有错漏或谬误之处，敬
请不吝赐教，以求稍得寸
进。

精妙绝伦 别有韵味的“回文诗”

章星虹

周陶沫推特头像

廖省：林越

处世人生说：美满婚姻，
恩爱夫妻，爱的良药，就是
夫妻间要互相关怀，互相体
贴，不要让婚姻伤感冒，如
果夫妻之间能够领悟到爱
是责任，情是报容，才能建
立一个真正的美满婚姻.

夫 妻 之 间 能 够 和 谐 相
处，白头偕老，双方需要有
高 深 智 慧 ，做 人 的 处 事 涵
养。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
烦恼事，如果有真正感情的
恩爱夫妻，他们都能以同甘
共苦的爱心，会齐心协力去
解 决 难 题 ，他 们 有 相 处 之
道，沟通技巧，亲密的婚姻
关系，让夫妻恩爱一生。

夫妻之间如何相处是一
个永恒的话题，夫妻间能够
和睦相处，对父母，对孩子，

对自己都有益处，可以给家
庭带来温暖，给孩子带来快
乐。恩爱夫妻是建立在互
相交流，互相关心，互相体
贴，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唯
有这样家庭才能和谐幸福，
夫妻间才能白头偕老。

如果夫妻之间懂得以理
智处理家庭问题，家庭中就
会 少 一 次 争 吵 ，多 一 份 温
馨，因此在家庭里，夫妻要
主动地退让，避免让争吵事
情发生，有时夫妻间为了一
件芝麻小事，而争的面红耳
赤 ，咬 牙 切 齿 ，实 在 不 值
得。记住!夫妻吵架没有输
赢，吵架会大伤感情。

人生在世，一个人的性
格之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遗传基因所致的，是受生
活环境的影响，因此，夫妻
之间想改变彼此间的性格，
是不容易的事。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你若想去改变对
方，你必须以顺从，迁就，宽
容的心态去对待对方，才能
让对方感动，而回归和谐的
爱情生活。

婚姻问题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人生课题，夫妻结婚后
双方都有个被爱的欲望，一
对恩爱夫妻手牵手走入人
生路途时，手牵手共同克服
人生中许多的挫折，苦难的
生活，夫妻同心合意迈向美
满婚姻，在双方互敬，互助，
互谅，互让的婚姻中，最终
建立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幸
福美满家庭。这个家庭在双方
互相宽容，互相尊重的日子中，
婚姻鲜花永远灿烂的盛开。

在婚姻生活中，如果你
想把婚姻经营的更美满更
幸福，唯一的作法就是夫妻
间 必 须 互 相 体 贴 ，互 相 了
解，互相谦让，有事时要互
相慰问，互相倾诉，这样婚
姻 就 会 更 加 幸 福 ，更 加 美

满。
美满婚姻的妻子会十分

支持十分理解丈夫的工作
情况，在双方同心同努力中
丈夫的工作就会一帆风顺
而马到成功，使家庭成为快
乐舒心的大乐园，而过着幸
福生活。

爱是责任，情是包容，为
了有个幸福美满家庭，在家
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应该有
话直说，无论是好话，是坏
话，是情话，是笑话，显露出
夫妻之间有信任，有情调。
所以夫妻之间要赞赏，不可
吝啬。家是夫妻感觉最温
暖的地方，为了保持夫妻间
恩爱气氛，夫妻间千万不要
说有伤感情的话。

夫妻之间为了过美好日
子，有个幸福美满家庭，在
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应该
有良好的沟通，有传递感情
的智慧和爱心，这样夫妻之
间可以感受到幸福，感受到
爱的温暖，而增加亲密感，
从而可以提升婚姻生活的
质量和幸福。

恩爱夫妻 泗水：王伟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