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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市的三语学校尚
无高中部，我会定期到佛堂
的课室为就读国立高中的
华裔学生辅导汉语课程。
三天前，其中一名姓张的高
中一男生吐槽，被“菠萝”
搞得精神不佳。细问后才
了解，他是被电视新闻塞满
的“菠萝事件”弄晕了，也
对“ 政 客 ”的 表 演 感 到 恶
心。他甚至连绿营大佬嘲
讽大陆民众吃不起“涪陵榨
菜”的旧事也知悉，真让我
大感意外。

2 月底，中国宣布 3 月 1
日 起 ，禁 止 台 湾 菠 萝（凤
梨）进口，由于事出突然，
让民进党当局措手不及，尤
其台湾西部的凤梨已开始
进入采收季，果农面临第一
波冲击。而台湾凤梨的外
销地都集中在大陆，禁运除
了会让果农生产过剩，还会
造成凤梨价格的崩盘。

《亚洲周刊》第 10 期刊
载“两岸凤梨风波 暴露台
湾软肋”的评论称：“从 1 月
开始，中方宣布禁止台湾生
产或转运的肉品输入大陆，
主要是针对台湾进口莱克多

巴胺（瘦肉精）的肉品输入。”
“可是，2 月底针对凤梨而
来，民进党才警觉到北京是
有步骤有计划地针对台湾进
口大陆的品项在做全面的控
管。”“去年台湾对大陆贸易
顺差高达1400多亿美元，台
湾经济成長依赖神州市场，
因此民进党为凤梨遭禁惊慌
失措。”一语中的！

台行政院农委会的陈
吉仲在立院表示凤梨只是
个案，言犹在耳，大陆却宣
布会对 18 项农产品，包括
莲雾和释迦等水果进口检
讨，不排除減少进口量。陈
吉仲 2 日宣称台湾输出凤
梨到大陆是依 WTO 规范，
大陆禁运不符国际规制。
高雄民进党主委许智杰叫
嚣台湾应向 WTO 申诉，惩
罚大陆。蔡政府也宣示，中
国大陆禁止台湾凤梨进口
不是善意的行为。

一周内，府院党为“凤梨
事件”全面出击，却只是“大
内宣”的鼓吹罢了，台湾西部
果农所在的嘉义、高雄、台南

及屏东，是绿营票仓，事关重
大，不“表演”则难以交代。
专家披露，台湾禁大陆 600
多项农产品输入，包括大陆
凤梨，而宁可买泰国凤梨做
罐头；大陆1500项其他产品
也在台湾禁止之列，因此，若
要上诉 WTO，可能台湾要先
受惩罚。

日本资深媒体人、旅台
作家本田善彥在题为“台产
凤梨风波背后的心理”一文
写道：“中国大陆暂停进口
台产凤梨，台方未提改进方
案，反而大骂客戶，民进党
认为这是政治操作的好机
会。”“据农委会的统计资
料，去年间，台湾出口到大
陆的凤梨与凤梨加工品总
计 42121 公吨，价值 5036 万
美元，三年来，大陆占台湾
凤梨外销巿场 95.2%。”

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说，
台湾凤梨会被“封杀”，是因
国民党执政时期，将凤梨种
植技术泄露给大陆，如今自
食苦果。大陆得到金钻凤梨
的品种与技术，摆脱了对台

湾的“依赖”。网民进行“人
肉搜索”，一名嫁到台湾的海
南籍女子，和她的台湾丈夫
蔡旭升把技术引进海南岛。
而蔡旭升曾任台湾高雄市大
寮区翁圆里里长，当时其身
份是“民进党”党员。

日前，一些在美华人受
台湾所谓“侨委会”鼓动，
试图以购买凤梨给蔡当局

“送温暖”，结果刚下订单
就发现，台湾新鲜凤梨无法
进入美国市场。因“台湾凤
梨没有被列入美国可以进
口的农产品许可品项中”，
根本过不了美国海关。日
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海外网》4日称，台湾凤
梨闹剧在岛内吵得沸沸扬
扬，民进党政客宣传“吃凤梨
救台湾”、“自由凤梨“，不断
衍生“吸眼球”的剧情。“台军
凤梨满汉全席”菜单网上流
传、台军 3 月 8 日至 14 日这
一周的一日三餐，无论主食、
配菜、汤，还是水果，全部都
是由凤梨制作，菜品还包括
诸如“凤梨苦瓜炒鸡腿”、“珍

珠粉圆凤梨炒饭”等等，让不
少台网友看得目瞪口呆。台
防务部门赶紧出来澄清称，
这是假消息，台军从未有此
类菜单。

香港中评社报道，台湾
中原大学陈若晖教授受访
时说，大陆以“食安”暂停
进口凤梨，构成不了 WTO
申诉条件，加上诉讼旷日废
时，缓不济急。他认为，凤
梨不会是单一事件，过招不
会只出一拳，我们不愿如
此，“希望双方愿意坐下来
谈，贸易本身就是谈判。”

蔡“政府”上台后推行
所谓“新南向政策”，宣称
要摆脱台湾对大陆的经济
依赖，但近 5 年过去，显然
成效不如预期。台湾农业
网红“Linbay 好油”更踢爆，
去年蔡英文在脸书宣布凤
梨外销澳大利亚，但他查了
台湾“关务署”数据，去年
只有 56 公斤去澳洲，今年
竟然一公斤都没有。对此，
台湾评论员直言，“绿营支
持者竟然敢揭穿大内宣”。

去年中国对澳洲葡萄
酒实施限制后，台当局立即
给澳洲“送温暖”，还捧上

“自由红酒”的政治高帽，
民进党政客纷纷购买澳洲
红酒以表示支持。如今轮
到台湾凤梨被大陆限制，澳
洲虽答应蔡当局“进口凤
梨”，但须经过熏蒸的苛刻
条件，根本不能实行。那些

“支持”台湾的国家不过是
要捞好处，当台湾需要“温
暖”时，这些“友邦”却装糊
涂了。

绿营“全能名嘴”黄创
夏经过慎密计算后，得出台
湾 每 人 每 天 吃 18 公 斤 凤
梨，吃上两个星期，就能轻
松 应 付 这 场 风 波 的“ 妙
论”。还真有台湾民众信
了，才几天就差点闹出命
案。网民怒怼：“谁提议，
他 们 全 家 先 吃 吃 看 ！”看
来，这场“风波”还没那么
快消退。

台湾媒体人陈挥文以
“菠萝”话题与大陆网友沟
通 ，得 知 民 众 对“ 台 湾 凤
梨”并不太在意，而单只广
东 徐 闻 县 年 产 就 达 70 万
吨 ，那 是“ 菠 萝 的 海 ”啊 ！
民进党是该自己掂量了。

由“台湾凤梨”感受的两三事
■ 廖省：林越

近 半 年 多 来 ，泰 国 发
生 多 起 街 头 抗 议 示 威 活
动，政局持续动荡，引发广
泛关注。上个月，在沉静
两个月后，曼谷街头再次
出现反政府示威活动，大
批示威者聚集在民主纪念
碑，敲打锅盆呼吁改革宪
法，要政府废除冒犯君主
条款。

此 次 政 局 动 荡 ，媒 体
已 经 关 注 到 了 党 派 、经
济 等 方 面 的 因 素 ，但 也
有 媒 体 指 出 美 国 在 其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色 。 笔 者
也 举 两 个 疑 点 来 看 看 此
次 政 局 动 荡 中 的 美 国 身
影 。

疑 点 一 ：与 香 港 暴 乱
如出一辙的示威方式。在
前 段 时 间 曼 谷 示 威 活 动
中，示威人群对社交媒体
的利用、示威活动的组织、
沟通乃至“摆拍”手法，令
人回想起此前香港街头暴
乱活动中的熟悉身影。《华
尔街日报》与路透社均曾
指出，泰国的示威者复制
了香港街头暴乱活动中使
用的部分战术，其中包括

去中心化的组织，统一着
装与指挥沟通，以及借流
窜、欺骗等战术干扰警方
等。巧合的是，就在泰国
政局动荡前不久，美现任
驻泰大使迈克尔·迪·桑布
里（Micheal·Desombre) 曾 在
香港活动多年，其到任泰
国尚不满一年。此外，在
香港暴乱活动中被香港亲
中媒体称为“暴徒军师”的
美国人布恩·帕特里克·科
恩（Brian Patrick Kern）正 好
在泰政局动荡前从香港前
往泰国。

疑 点 二 ：美 国 社 交 媒

体 推 特 恰 巧 封 杀 亲 政 府
账号。去年 10 月 8 日，美
国 社 交 媒 体 巨 头 推 特
（Twitter）宣 布 封 禁 近 1600
个账号，涉及国家包括古
巴 、伊 朗 、沙 特 、俄 罗 斯
和 泰 国 。 其 中 ，泰 国 以
926 个 账 号 高 居 榜 首 ，其
中 包 含 了 大 量 泰 国 政 府
和 军 方 的 账 号 。 在 这 敏
感关键的时刻，推特的做
法无疑是推波助澜、火上
浇油，摆明了要帮助反政
府 群 体 推 翻 政 府 。 推 特
尽管只是一家私人企业，
但 是 它 已 经 越 来 越 明 显

地 显 露 出 其 服 务 于 美 国
国 家 利 益 的 真 面 目 。 与
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去年
法院裁决包括“保王党市
场”在内的数百个账号涉
嫌违反泰国法律、应被立
即关闭后，泰国数字经济
与 社 会 部 于 去 年 8 月 中
旬 根 据 裁 决 结 果 要 求 脸
书 和 推 特 在 15 天 之 内 分
别 关 闭 661 个 账 户 和 69
个账户。但是，脸书和推
特 对 此 反 应 消 极 ，直 至 9
月 24 日 ，脸 书 才 关 闭 了
225 个 账 户 ，而 推 特 仅 关
闭 了 5 个 账 户 ，连 十 分 之

一 都 不 到 。 这 种 双 重 标
准饱受质疑。

过 去 一 年 来 ，在 新 冠
疫情影响背景下，政治动
荡 严 重 压 制 泰 国 经 济 增
长，官方刚宣布，去年经济
萎缩了 6.1%，是 20 多年来
的最糟糕表现，今年泰国
经 济 预 计 将 取 得 2.5% 至
3.5% 的 增 长 ，显 著 低 于 此
前预测的 3.5%至 4.5%增长
率。显然，政局动荡对泰
国 经 济 造 成 了 不 小 的 损
伤，而这些损伤里面也许
美 国 需 要 承 担 不 小 的 责
任。

泰国政局动荡中的美国身影
■ 李麦田

笔耕不辍的非专业写作者
几 个 月 前 ，印 华 作 协

的碧珍文友将她第二本文
集的电子稿发送给我，嘱
我写序。按我理解，个人
出书，总是要请人写几篇
序言放于文前。此乃结集
著书之通例。

但 我 也 同 时 认 为 ，那
些 有 资 格 为 他 人 写 序 的
人，应该是道德文章俱佳
的 贤 达 名 流 ，水 平 高 ，站
的角度也高，可为文集增
光添色。而我只不过是一
个来自中国，写作印华人
物 传 记 为 生 的“ 码 字 师
傅”， 还 有 一 点 顾 虑 ：
我平时工作非常之忙，如
要为人家的文集作序，必
须细读其全部作品，认真
琢 磨 品 味 ，才 能 落 墨 下
笔。但费了力并不一定能
写到令人满意。所以，我
便把上述想法向碧珍文友
说明。可是碧珍却爽朗表
示 ，请 我 写 序 ，属 于 文 友
之 间 的 相 互 评 论 抑 或 鼓
励 ，她 感 觉 更 接 地 气 ，也
更亲切。她说“我知道丁
先 生 很 忙 ，但 是 没 关 系 ，
我给你三个月时间完成可
以吗？”

这 样 一 说 ，我 只 好 恭
敬不如从命。如今三个月
期 限 已 到 ，我 即 按 照 约
定，抽空把碧珍发来的 24
篇 文 稿 从 头 到 尾 看 了 一
遍，读罢感慨丛生。

现将有关感悟和心得
记述如下。

碧珍曾长期在国际日
报从事打字和通联工作，
她不是一位专业写作者，
却 因 每 天 在 报 馆 耳 濡 目
染，渐渐养成了用笔记录
生活抒发内心的习惯，而
且坚持多年笔耕不辍，先
后出版了两本文集。

正 如 著 名 老 报 人 李 卓

辉先生评价的那样：
“ 碧 珍 是 一 位 勤 奋 学

习、拼搏有成的幸运写作
者。2005 年，她与七位印
华作协文友出版合集《生
命的火花》，2012 年，她的
第 一 本 著 作《迟 来 的 春
天》就 有 多 篇 文 章 说 明

“ 我 的 工 作 心 得 ”、“ 我 的
文学缘”、“我与作协”，清
楚表达她如何边作边学、
坚强不懈力争上游的奋进
精神，终于从在商店做薄
记 ，转 身 进 入 报 馆 ，再 从
打字员又转身成为副刊编
辑，并担当印华作协的联
络部主任。大半生都充满

“ 爱 拼 才 会 赢 ”的 坚 强 不
懈 精 神 ，如 今 年 过 七 十
岁 ，她 离 开 了《 囯 际 日
报》，但 仍 然 积 极 活 跃 ，
争取在社团和印华作协参
与社会工作，希望再创时
代的佳绩，这是十分难得
的豪迈表现。”
把独特的生活阅历记录下来

2017 年 的 时 候 ，笔 者
曾帮忙碧珍校对并编辑过
一 篇 长 文《 往 事 的 回
味》。在这篇自传体长文
中，碧珍记述了她从小在
东加里曼丹麻里巴板市的
生活片段，以及年轻时在
故 乡 做“ 地 下 华 文 老 师 ”
为 小 朋 友 补 习 中 文 的 故
事；还回忆了少女时代赴
泗水求学就读高中，闽南
籍老校长专门与其对谈乡
音 ，以 解 乡 愁 的 往 昔 岁
月 ，直 至 后 来 父 亲 患 病 ，
她为挑起家庭的重担，不
仅单枪匹马飞去泗水办货
学做批发生意，还为给父
亲医病拜师学习针灸，回
到东加小城便以出诊形式
为 他 人 治 病 ，成 为 一 名

“不是很专业的中医师。”
此 外 ，碧 珍 还 讲 述 了

她后来结婚成家来到首都
雅加达，在布商行做会计
十多年。印尼民主改革华
文复苏之后，又进入报馆
克服重重困难学习电脑打
字，最终变成一位热爱写
作 的 文 化 人 ，并 成 为“ 印
华作协”骨干理事的心路
历程。

我 一 向 主 张 ，历 尽 岁
月沧桑，拥有双重文化背
景，饱受政局变动磨难而
又百折不挠的印尼华人，
应该把他们独特的生活阅
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将会
形成世界华人历史宝库中
珍贵的一页。

遗 憾 的 是 ，我 熟 悉 的
许多印华文友似乎无意记
述自己家族故事，而热衷
于写作千篇一律的游记，
抑或风花雪月的散文。缺
乏个性，也浪费了自身宝
贵的生活素材。

碧珍当然也写了很多
流水帐式的游记和华社活
动，但毕竟同时把视角和
笔墨触及了难忘的人生旅
程，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历
史。坦白说，碧珍对生活
有不少感悟，也具有一定
的文字表达能力，但缺乏
文学训练，其作品的文学
审美品位并不算高。可是
她 的 文 笔 质 朴 ，感 情 真
挚 ，毫 无 矫 揉 造 作 ，读 来
亲切自然。这都是值得肯
定的地方。

在 这 本 文 集 中 ，大 多
系叙事文章、也有不少同
学及亲友的活动报道，碧
珍的写作风格一如既往，
平白朴实，娓娓道来。在
她的笔下，记录了印华作

协的很多“节目”，比如开
展文学漫谈、举办世界微
型小说研讨会、文友相互
赠书等，还生动记述了作
协会所的变迁，及全印尼
文 友 慷 慨 解 囊 的 感 人 过
程。为后人研究印
华文学史留下了许多真实
的资料。
“写作是为了自我满足”

古 今 中 外 ，除 了 笔 者
这类以写作为生的，其他
人为什么要写作呢？

美国知名作家和电影
导 演 斯 蒂 芬·金 在《写 作
这回事》中写到：

“ 人 们 会 用 各 种 不 同
方式问我，你写书是为了
赚钱吗？

答案是否定的。现在
不 是 ，从 来 都 不 是 。 的
确，我写小说确实赚了不
少钱，但我从来不曾为了
要拿稿费而落笔写过哪怕
一个字。我写作是为了自
我满足。

也许我借此还清了房
贷，还送孩子上了大学，但
这些都是附加的好处。我
图的是沉醉其中的乐趣，
为的是纯粹的快乐。如果
你是为了快乐而做事，就
可以永远做下去。

曾经有些时候，写作对
于我来说好比是一种坚持
信念的行动，是对绝望的
挑衅和反抗。此书的第二
部分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中
写成的。正如我们小时候
常说的那样，是我拼着老
命写出来的。写作不是人
生，但我认为有时候它是
一条重回人生的路径。”

此 刻 ，我 也 重 新 开 始
审视写作的意义。

写 作 ，不 该 是 为 了 赚

钱 、出 名 、找 人 约 会 或 是
交朋友。

写 作 ，应 该 是 为 了 让
读 你 文 章 的 人 生 活 更 丰
富，也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

斯 蒂 芬·金 说 ，是 写
作，让他的生活变成一个
更明亮、更愉快的所在。

在《写作这回事》这本
书的最后，斯蒂芬·金写道：

“你可以写，你该去写，
而且如果你足够勇敢，开始
写了，你要坚持写下去。写
作，跟其他的艺术创作一
样，是神奇的生命之水。这
水免费，所以畅饮吧。干
杯，再满上。”

我 想 说 的 是 ，如 果 你
和碧珍一样，已经踏上这
写作之路，正在体验过这
神 奇 的 生 命 之 水 ，那 么 ，
此 刻 ，不 妨 拿 起 笔 ，和 她
一起，坚定地写下去吧！

诚 然 ，碧 珍 是 一 位 平
凡的写作者，她记述的大
都是平凡的人和事。可是
她应该为自己高兴。

我们都应该为自己高兴。
就像中国作家刘心武

曾经总结的：
“ 争 取 不 凡 诚 然 可 敬

可佩，然而甘于结结实实
的 平 凡 ，则 更 可 爱 可 羡
……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
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
在 的 ，恰 恰 相 反 ，这 个 世
界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

为 你 自 己 高 兴 ，因 为
你的努力奋进已取得了一
些 成 果 ；为 你 自 己 高 兴 ，
因为你能够如现在这样也
真是挺不错；为你自己高
兴，因为你不为自己设置
徒添烦恼的标杆；为你自
己高兴，为你那平凡而充
实的、问心无愧的存在而
高兴！”

写 完 这 篇 序 ，我 也 为
自己能有机会在碧珍文友
这本书里，表达了上述观
点感到高兴。
写于2020年12月22日广东

我们应该为自己高兴！
——写在碧珍新作出版之际

刘皓怡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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