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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无锡：周熙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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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三 宝 垄 华 贤
陈松山先生于 7 月 27 日不
幸逝世，中国“中央政府驻
港联络办协调部”致唁函给

“ 三 宝 垄 新 中 旅 港 校 友
会”，全文如下：“谨向陈英
杰 先 生（陈 松 山 先 生 原 名
——编者注）逝世表示深切
哀悼，愿陈先生一路走好！
感恩陈先生在弥留之际牵
挂内地灾情并捐款，愿家人
节 哀 顺 变 ，珍 摄 为 重 ！”本
报谨以发表周熙陶先生的
文章以示纪念。

又一个炎热的夏天，又
一个冰冷的清晨，一早印尼
传来噩耗，我的好朋友陈松
山先生于 2021 年 7 月 27 号
晚上 23 点 21 分因为新冠肺
炎离开了我们，我不敢也不
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印象
中的陈先生儒雅风趣，喜欢
唱歌，性格爽朗，始终充满
了自信与热情……他矫健
的身影，快乐的笑颜，一幕
幕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真的
不知道此刻的我该用什么
方式来表达此时内心强烈
的悲伤与痛苦，唯有写下自
己的心情寄托一点哀思。

陈先生从小在印尼长
大，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
艰辛的年代，他不畏艰难，
含辛茹苦，披星戴月，吃尽
人间艰辛万苦，去摸索成功
的道路，开创事业的发展。
他勤奋努力，对未来永远充
满希望，他勤俭持家，身体
里永远保持着祖辈流淌下
来的吃苦耐劳的血液。他
凭着自己坚定的决心，用惊
人的毅力，聪颖的智慧，在
百分之一的希望中作出百
分之百的努力，终于为自己
为家庭打出了一片天地，取
得了事业的辉煌。他的身

上有着与祖先一样爱拼才
会赢的优秀品质。

陈先生助人为乐，热心
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在
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
关注着河南灾区的人民，关
注着他人的安危，为河南受
灾的民众捐款。豁达大度，
胸怀宽广在陈先生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

陈先生为人正直，与人
为善，又热爱生活，对家人关
怀倍至，体贴入微，作为慈父
对儿子关爱有加，为下一代
的成长付出了无尽的心血，
他用自己的全部关爱着这个

生机勃勃的幸福的家，家里
贤惠善良的妻子和孝顺能干
的儿子及家庭里其他成员融
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无限温
馨，美满的大家庭。

可恶的新冠疫情无情
地带走了陈先生。陈先生
匆匆地走了，他还没有充分
地享受今天的幸福和小辈
的天伦之乐。我们知道，冥
冥之中，他一定依然在注视
着，期待着，祝福着，他的
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平平
安安。千言万语唯有化作
一句：天堂没有病痛，一路
走好。

忆 陈 松 山 先 生

三宝垄华贤陈松山三宝垄华贤陈松山

关心国际时事的人都
知道，近来，东欧波罗的海
小国立陶宛的亲美立场更
趋明显，走在了反俄、反中
的最前沿。这趋势于去年
10 月立陶宛胜选的右翼联
合政府上台后愈加明确，推
动强硬的“价值观外交政
策”，包括多次对于中、俄
国等的高调“威胁”言辞。

今年 2 月，立陶宛首先
指俄罗斯与某国是该国国
家安全的最大威胁。5 月
份退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17+1 合作机制”；还
在涉疆、涉港等关于中国内
政事务中大肆发表荒谬的
言 论 ，态 度 恶 劣 至 极 。 6
月，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
（Gitanas Nauseda）建议欧盟
最好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会面。近来立陶宛更与台
湾眉来眼去，配合美国的台
海政策。

立陶宛于 6 月对外放出
消息，正计划在台设立“代
表处”，当时中国外交部表
示坚决反对。不料其经济
部长叫嚣不怕中方制裁，强

调会继续推进此事。媒体
20 日称，“台外交事务”负
责人大外宣，台立双方经过
协商后，同意互相设立“代
表处”，特别指出驻“立陶
宛代表处”将是欧洲首个以
台湾为命名的“代表处”，

“意义重大，今后还会加强
合作”。

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
先后作出回应，反对建交国
与台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
往来，包括互设“代表处”，
敦促立陶宛恪守与华建交
时 的 承 诺 以 及“ 一 中 原
则”，不要向“台独分子”释
放错误信号。并警告台当
局，一切妄图“谋独”的阴
谋都不会得逞，只是死路一
条。

立陶宛却口出狂言，声
称不怕中国报复，如此自不
量 力 不 过 是 国 际 笑 料 罢
了。该国与中国的贸易额
不大，对中国巿场的依赖也
不大，正如他们国内一些专
家所言“没什么损失”。其

次，中立两国相距十万八千
里，其地理位置注定中国不
可能对其产生军事威胁，说
白了就是无所畏惧，立陶宛
认为中国拿他们没办法，所
以才敢干出背信弃义的失
德事。

立陶宛1990年从苏联独
立出来后，一直走自由民主
的发展路线。该国国土面积
6.53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279.4万。2003年，立陶宛入
欧公投以91%赞成通过正式
加入欧盟，民众的亲欧立场
很明显。受惠于欧盟近 30
年的经济援助，立陶宛得到
不错的发展，现在同时是欧
盟和北约成员国。作为后来
者，立陶宛和波兰一样具有
强烈的“皈依者狂热”，所以
两国是欧盟中最反华的几个
国家之一，他们不停跳蹿，怕
美国对其表现不满意。

对于这种跳梁小丑，中
国自然犯不着太在意，但立
陶宛肆无忌惮地踩踏底线，
中国必需给予有力回击。任

何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若
是打破“一中原则”，那双方
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就没
了。否则这个坏头若是开
了，日后若被其他国家效仿，
局面将更不利。立陶宛既然
赖上中国，而反击也不会对
中国造成损失，是个可以“杀
一儆百”的反制对象。

局势很明显，美国近来
有意操作涉台议题，立陶宛
为讨好美国而赤膊冲上前
台，西方类似的动作只会越
来越多。中国应有御敌于外
的尚方宝剑，譬如对澳大利
亚输华产品制裁，美国却就
不能出手相助，这提醒一些
小国别一味紧跟美国，他们
充其量只是白宫的棋子。

德、法等国为了自身安
全和发展，不断改善与俄罗
斯的双边关系，使“北约”的
敌对情绪也稍有缓和，这当
然是美国所不乐见的。原本

“防俄前沿”的立陶宛也感到
在北约开始被边缘化，所以
不断鼓吹反俄、反华情绪，就

是为了向美国表功，争取多
得一些“美援”。

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
据显示，2020 年中国与立陶
宛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2.9
亿美元,其自身经济总量只
有上海的16%。中国甚至不
用制裁，都能让立陶宛难受，
譬如，只需绕开立陶宛，让商
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立陶
宛的经济贸易在 2021 年必
将出现下滑。倘若中国进一
步联系俄罗斯、白俄罗斯来
一曲《阳关三叠》，立陶宛肯
定吃不完兜着走。

国际现实是小国话语权
不高，立陶宛为了讨好美国
而反华，实在没必要。国家
要想进步，需要权衡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为本
国带来更多利益。疫情大流
行时代，中国的经济复苏最
快也最好，各国都设法进入
中国市场，立陶宛挑衅中国，
实在是愚不可及。

中美在加拿大安克雷奇
会谈，美方被杨主任“中国不

吃这一套”顶回。之后关系
没有改善，双方不断相互隔
空指责。过去两周美方在

“病毒溯源”问题对中国加大
指控力度，重提新疆话题，插
手台海事务，诬陷网络黑客
等，而且愈演愈烈。这不仅
是美方在谈判前加强自身实
力的尝试，这些做法也可以
表明，美国今后将全方位、死
缠烂打地向中国施压。

近日在天津市举行的中
美部长级会议上，王毅外长会
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时，呼吁
美国放弃傲慢偏见，回到理性
务实的对华政策上来。外交
部副部长谢锋指出，美方的对
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
计，竞争是话语陷阱。美国既
要坏事做绝，还想好事占尽。
中方坚持向美方提出两份清
单、三条底线，表明中国在对
美外交上变得更加自信、主动
积极。

国际观察家也看到了美
国手中通货膨胀、外债不畅、
国内动乱的“衰牌”，已料定
中国必然敢于反击。立陶宛
却在这时挺身当“出头鸟”，
我们静候北京砸下的那记闷
棍吧！

立陶宛为什么“叫嚣”反华
■ 廖省：林越

自从去年 3 月初新冠瘟
疫在本国暴发后，宅在家，
不敢出门探亲访友。

大概 3 个月后，女儿发
来她闺女背诵一篇课文的
视频给我们观赏。视频中
的 5 岁外孙女长胖了不少，
圆圆的脸，很认真、字正腔
圆地诉说《神奇的小种子》
的故事，结尾还跟着音乐唱
了一段儿歌，最后更不忘说
了句“感恩”。

看完后，突发奇想，托
邻居的园丁买些西红柿、茄
子、辣椒的种子。翌日，他
带来的不是种子，而是几株
小苗，扒土、除草、施肥、搭
棚，种在家对面的空地上。
可能是土质的问题，只有辣
椒苗茁壮成长，半年后已长
成一米半多高了，枝叶茂
盛，开满小花，结出不少绿
色的小辣椒。

当初种植小苗，原以为
等到开花结果后，就该解封
了，谁知道疫情还是这样僵
持着，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心 情 感 到 很 是 压 抑 、无
奈......

今年，终于见到一线曙
光，本国也开始接种疫苗
了，然而，没料到的是，病
毒变异，疫情又再告急，更
多的人确诊，眼睁睁看着周
遭一些亲朋好友，不治逝
世，感到悲痛不已；近来，
不少有功于社会的知名人
士，也感染新冠，最终都没
能逃过病毒的魔爪，让人不
胜唏嘘！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暴发蔓延，全球其他各地又
天灾频发，世界正处于多事
之秋。

追看 7 月 20 日中国河
南郑州暴雨成灾的报道和
视频，令我非常揪心。1000
多人受困于郑州地铁 5 号

线，乘客眼见洪水位越来越
高，呼吸越来越困难，不少
人已经发微信与亲朋好友
诀别了；所幸救援队及时赶
到，全力施救，遗憾的是，
仍有十余人不幸遇难。而
在其他地区被洪水冲走的
人、汽车等，不计其数，当
中也有一些遇难者。在巨
大的灾难面前，人类真的渺
小如尘埃，大自然的威力令
人震撼，无法抗衡啊！

有诗曰：“天有不测风
云，人有旦夕祸福。”本来
只是一趟乘坐地铁上班下
班、出门回家的日常活动，
却不料突然间陷入绝境，徘
徊在生死边缘，几乎就要永
别至亲至爱的人了！行文
至此，蓦然间脑海里浮现出
慈母的笑颜……

母亲今年 88 岁了，由妹
妹照顾，疫情肆虐一年多
来，没能去探望，每天都忙
着关注疫情的动态和消息，
也不记得多久没致电问安
了，立马联系上妹妹的手
机，和母亲视频交谈。

“ 你 是 谁 ？”她 有 点 犹
豫，可能是看到我略微发胖
的脸庞有点陌生吧。

“妈妈，您好吗？”我对
她展露微笑。

她看到站在我身旁的
小孙女，问道：“是你的女
儿，好可爱啊！”

唠嗑好一会儿，她才记
起我的名字，把父亲的大名
报 上 ，她 笑 得 眯 起 双 眼 ：

“我知道呀！”
见到母亲久违的笑容，

开心的同时，感觉到母亲似

乎有了老人痴呆的迹象，令
我担忧。这是所有老年人
都不可避免的难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
她数十年人生之线，可能会
从最近的地方逐渐擦拭一
空，逐渐返老还童，她的记
忆也许会回到小女孩的时
代。

人 生 无 常 ，世 事 难 料

啊！老人家极有可能突然
在某一天忘记了自己，更不
能指望他们会记得我们这
些做子女的了。在他们的
记忆还没完全消失之前，多
陪伴、多交流，珍惜与至亲
的人间缘聚。孝敬父母，时
不宜迟啊！此事无关尘念，
无关贵贱，愿与大家共勉
之！

疫情的联想
■ 廖省：苏歌

17、人生如歌
一九五七年末，这个时

候，父亲督工盖建的两座工
棚大致上完成，“林先生”
叫父亲加时赶工，最好是圣
诞节或一九五八年元旦前
建盖工作全部杀青，预备在
开始启用工地之前举行一
个感恩会；所谓入乡随俗，
像“林先生”这样一个受荷
文教育的人，也脱不了这一
种民情风俗的习惯。

父亲答应圣诞节前全
部竣工，“林先生”就决定
元旦时在工地举办庆祝新
年暨祈福感恩会，之后叫工
人象征式即时开一下工就
放两天假，正月三日正式开
工大吉。

一九五八年元旦一早，
我随父亲来到“林先生”的
工地——也是我父亲将用
来工作的地方，我们到达时
工棚内已坐了好些人，多半
是父亲邀来工作的工匠。

只见牢固的两座工棚
结了鲜艳彩带，摆了三十多
张椅，几张桌子，一张桌上放
了一个用竹片编织的大簸
箕，里面装有一团圆锥形的

“敦朋”黄姜饭，黄姜饭周边
点缀好些菜肴，有鸭蛋煮辣
椒椰汁浆，香茅椰果汁乾煲
鸡、煎豆腐、煎豆饼、油炸咸
鱼、两梭丰满大只的香蕉皇，
好多样糍糕甜品的地方小
食，这些都是土人在动工建
筑前或落成后，平安吉祥的
感恩祈福仪式的供品。

另一边桌上则放着用彩
带，系着一包一包的礼物，硬
实的土地上盖放一大片草
席。

不一会“林先生”伉俪与
他的两个随扈来了，不久一
辆吉普车也停在棚前，“林先
生”的弟弟走下车，打开另一
边车门，抱起三四岁大的男
童，一手牵扶一个风姿绰约
的洋女人下车，是林先生弟
弟的“洋太岁”。

他们一行人绕着工棚走

一圈，在几根木柱摇了一摇，
“林先生”点点头表示满意。

这时，一个老态龙钟的
老者被牵扶着进来，见过了

“林先生”后便就地坐在草席
正中，他的跟从把桌上的黄
姜饭放到他的面前，然后在
小泥炉生火，把“汶烟”香放
进火炉里的燃烧，一时烟雾
弥漫缭绕，异香扑鼻。来宾
们盘腿在草席上围着黄饭而
坐，诵念经文的老者口里念
念有词，不时念出一句“阿
门”，来宾们也跟着他齐声一
句“阿门”，我当然不甘人后，
也随他们“阿门”一声唱和。

接着由老者把供品分
了，让大家一起食用。通常
是分了后用蕉叶一包包地包
着，让来客带回家去。

黄姜饭味道稍含茅香，
甘而微咸，佐有鸡肉鸭蛋咸
鱼，又有豆腐豆饼，吃起来也

别有一番风味。
散会前，林太太把桌上

的礼物分给来客们，这些来
客几乎全是预备在这里工作
的木工、焊接工、打铁工、油
漆工。父亲走在最后，看看

“林先生”或许还要交待一些
什么。

这时，那个“洋阿姨”向
我招招手叫我走过去。我走
近她叫一声“旦得”，她的夫
婿则从吉普车带下一袋东西
走过来，待他走近时我叫了
他一声“欧姆”，他说他叫艾
迪，他的太太爱丽丝，是荷兰
婆。

爱丽丝从丈夫手里接了
袋子顺手交到我手中，她说：
这包东西给你，是山（野）猪
肉干，艾迪很爱上山打猎，是
他猎到的山猪，肉干是我自
己晒的，你吃完了喜欢时就
叫你父亲告知艾迪，他经常

猎获野猪，我自己也喜欢晒
晒肉干。

我向他们辞谢，与父亲
一道回家。

工地离大街大约五十米
长，当我在街边左张右望找
辆三轮车时，偶然一回头，看
到写着“中国中学”四个大字
的建筑，我叫父亲等一等，我
走得更近向里头张望，原来
这是与我母校遭同一命运被
没收标封的“右三校”之一；
从街边望进去但见校门紧
闭，右侧一边是一座仿造的
迭石假山，依大般中国园林
的假山仿造，内进是否还有
亭榭花墙，那就不得而知。

次日上学，不由得我庆
幸还有竹棚学校，还有竹编
的竹墙隔成的教室供我们上
课。

其实，我们刚由初中毕
业进入高中的、抑或其他班
级全校同学，在重新报名时
就知道这个学期是在竹棚盖
建的教室里上课，因此都带
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

从容自若，心无旁骛听老师
讲课授业，早上准时上学，中
午按时回家，平平顺顺过完
一九五七年并进入一九五八
年元旦，接着一九五八年春
节也来临。

人生如歌。这是自然规
律，由不得你。一首歌之所
以为歌，抑扬顿挫，一起一
伏，一高一低，一长一短全由
拍子音符划定牵引，拍子步
骤一乱，走音是必然的事。

由是，当春节过后不久，
政府经文教部又来下令，禁
止华人（右派人士）办华文学
校，因此即使是竹棚学校也

“不可以”，一定要“闭门大
吉”。事到如今，我连要在竹
棚教室里“踎”下去“苦读”也
做不到了。

由标封没收，进一步到
禁止，为期不到一年，呜呼哀
哉!

歌是那么的动听
世界是多么的可爱
也是多么的肮脏

（未完待续）

我的故事
■ 三宝垄：夏木匠

（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