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 睡醒了
睁开惺忪的眼睛
看 到 了 晨 曦 已 洒 在 树 梢
上
顿时唤醒了我迷糊的睡意
感谢这一天的到来
又开始了美好的一天
愿安祥的日子日复一日

走出户外
习习的晨风 暖暖的晨曦
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
早晨的宁静 风轻云淡
我 以 轻 松 的 心 情 信 步 走
向河边
瞭望着远山 近看着绿水
悠 悠 的 河 水 在 阳 光 照 射
下
波光粼粼 一闪一闪
河 里 几 只 小 舟 荡 起 双 桨
随风泛舟
远山苍翠 层峦迭嶂

云彩缭绕山峰
如此秀丽的景色
拍拍照 定格在网页里
一张张的美景画面
徐徐展现在朋友圈
以此与大家分享
并附上早安心语

朋友 早安 早上好
亲切的问候 深深的祝福
都 是 你 我 的 一 片 心 意 和
关怀
这 里 面 溢 满 着 我 们 的 深
情厚谊
愿 我 们 的 每 一 个 问 候 与
祝福
都会带给所有的朋友
平安 祥和
谢 谢 大 家 每 天 的 早 晨 心
语
让 没 见 与 相 见 都 觉 得 一
样的亲近

早晨心语
■ 北加:孤雁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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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隆：高鹰

献上一颗赤诚的爱心

我的母校是万隆清华中
学，是清华哺育了我成长，我
接受了清华教师爱国思想的
熏陶,，使我心灵深处有炽热
的爱国情怀。同样，万隆的
侨中也对我有恩，我要回报
恩重如山的多位的侨中老
师，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正
确光明的文学之道。我要向
侨中及其 老师们，献上一颗
赤诚的爱心。

我和侨中有着千丝万缕
的情愫，有一定的历史渊
源。首先，我的爱妻是侨中
生，让我长期受到侨中精神
的激奋；我的两个弟弟也是
侨中毕业生，一个从事中医
针灸，一个当万隆丘氏互助
会的秘书长，我也受到了侨
中思想的感染。我所属的作
协万隆分会，大部分理事也
是侨中生，我们之间亲如兄
弟，血浓于水。当我的处境
十分险恶时，侨中的周兴华

理事助我一臂之力，侨中前
辈幸一舟，总是搶先站在我
前面，掩护我渡过难关。还
有侨中的刘仁经、明芳、唐
锦欢、刘玉霞等有情有义，
是肝胆相照的文友。

印华文学路上，我有幸结
识了犁青和吴毓深，他们都是
知名的侨中老师。记得60年
代初，犁青原名谢中明，在侨
中执教，因同好结了缘。当
时，他家住班杜街。余暇，我
会预约去拜访他。他总是掛
着酒窝接见我，亲切地和我促
膝谈心，常鼓励我写作要多写
民间疾苦，反映现实生活。当
时，他在台港澳的名声鹊起，
他出色地写了感人肺腑的长
诗《红溪的血浪》，在海内外受
高度评价。

八七年间，他在香港创办
了《文学世界》和《诗世界》两
种文艺刊物。当时我彷佛在
乱世中找到了归宿，黑暗中豁
然见到了光明，找到了发表文
章的新天地。当时，我十分推

崇他写的评论《诗人之死留给
人们的思索》(一一论顾城的
崩溃与毁灭)。这篇蜚声海外
的评文，多少推动了我走上
写评文的道路。

最使我难忘的，是 2010
年间的事。每当犁青回万隆
探亲时，不管怎样繁忙，他一
定会打电话找我攀谈，询问
印华文坛的动态。並邀请我
参加《国际诗人笔会》的活
动。谈话中总是谆谆叮嘱
我：网络时代，务掌握好电脑
操作，写作要有爱国情怀，要
有向上进取的精神。

另一位推动我创作上进
的，是侨中的资深女老师吴
毓琛。她有很深厚的古文基
础，曾在万隆开办古文班，很
受欢迎。她对我也很关心，
曾对我写的散文《婆罗浮屠
佛塔赞歌》，作了中肯的批评
和鼓励。她曾多次对我说，
要多学古文，古文是中国语
言的精华；要多读鲁迅的书，
鲁迅的文章是现代中国文学

的典范，是思想的精华。他
的谆谆告诫，推动了我创作
向上进取的努力，给了我写
作的信心和力量。

以上两位是我创作路上
的领路人，我衷心表示万分
感激和谢忱。

弹指之间，今年是万隆侨
中建校 75 周年。漫长的 75
年，你立下了丰功伟绩，为国
家和社会造就了杰出的人
才。其中最突出的，是印尼的
昆达拉将军，他是侨中早年培
育的精英，曾荣誉担任印尼驻
中国大使。侨中实实在在为
印中两国的友谊作了伟大的
贡献。侨中还了不起培养出
了印华文化重量级的顶尖人
物，他便是梁立基，是他主编
了1242面页数的《印度尼西
亚一一汉语大词典》，另一位
副主编是清中毕业的黄琛芳，
他们俩为中国编写外语词典，
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还值得一
提的是，侨中也为印尼培养了
名不虚传的羽毛球翘楚陈有

福。侨中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名垂青史。

如今活跃在印华文坛的
侨中生不计其数。常在国际
日报副刊发表文章的有卜如
亮，他常评论印尼局势为题
材的作品，内涵出奇，有血有
肉。此外，副刊上时而出现
以许以斌为笔名的政 论性
文章 ，内容含有浓厚的思想
性和敏锐的政治远见。深受
读者青睐和赏识。

国际日报上，常见写报
导的幸一舟和雪妮，都是万
隆侨中出身。我喜欢他们写
得老练。内容真实，简洁朴
实，语言生动。我赞美侨中
老前辈黄盛达老师的书法笔
力猶劲、圆润秀美，我也赞佩
黄德昌先生的书法艺术，笔
墨潇洒，笔走龙蛇。我喜欢
国际外语学院涂绍贤老师写
的诗化散文。我也赞赏侨中
王朝关先生高超的电脑操作
技巧变幻莫测、妙趣横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长

期以来，劲松十分重视培养
接班人。目前国际外语学院
的新院长就是年轻有为的曾
秀娜。是侨中自己培养的人
才。劲松基金会的老将轻松
地退了下来，一个个新秀上
了岗。侨中看来没有青黄不
接的现象。

获悉，目前侨中的教育
机构正稳步有序发展：己有
劲松幼儿班、小学、初中、高
中(三语学校)。此外还有完
整的国际外语学院。这是侨
中一二十年来奋斗的卓越的
成就，推动印华教育起向复
苏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愿国
际外语学院，和孔院、玛大的
汉语班加强合作，携起手来，
一走向未来，不断取得新的
优异的业绩值此侨中建校75
周年之际，我衷心表示最热
烈的祝贺!並献上一颗赤诚
的爱心。最后以一首小诗
《劲松》作为75周年的献礼！

“悬崖见劲松,昂笑挺拔
风雪中,万树最威风。”

后殖民时代业余摄影
师沙龙

一本 1953 年出版的三
宝垄摄影俱乐部目录中这
样写道：“因对摄影的热情
而结缘的兄弟情谊，大家

相聚在一起，没有比这更
幸 福 了 ”。 20 世 纪 50 年
代，这种“兄弟情谊”的一
部分，不仅意味着在俱乐
部与朋友们见面，而且在
想象的层面上，将成为把
印尼呈现给全球现代化的
模范公民。印尼独立后，
爪哇和华人摄影爱好者继
续发展一种社会精英认可
的现代观点，即将乡村景
色和村民视为审美愉悦的
对象，也是永恒的传统源
泉。这些业余摄影师认为
摄影是印尼需要掌握的现
代技术，以加入现代国家
的行列（Soelarko, 1956:1）。

20 世纪 50 年代，印尼
各大城市的业余摄影俱乐
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
多数成员是华人。例如，
1952 年成立的三宝垄摄影
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是华
人。在贵族和商人占大多
数人口的城市，如日惹和

梭罗，成员们则来自各个
族群。在万隆，业余摄影
协 会（之 前 的 名 称 是 Pre-
anger Amateur Fotografen Ver-
eiging）直 到 1952 年 ，还 有
几位成员是荷兰人，但如
今华人成员占多数。

后殖民时期印尼业余
摄影的普及并不是一个独
立的现象。20 世纪 50 年代
和 60 年代，业余摄影也在
全亚洲起步。例如在印尼，
华人在东南亚的各个摄影
俱乐部里非常活跃。一些
区域性的摄影协会，例如世
界 华 裔 摄 影 师 协 会（1958
年在香港成立），摄影沙龙
展 览 协 会（1963 年 也 是 在
香港成立）以及亚洲摄影艺
术 联 合 会（1966 年 在 台 北
成立）。当荷兰的殖民主义
日落西山，其它现代化中
心，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
使作为印尼业余摄影的国
际路线更加突出。

对 于 业 余 摄 影 师 来
说，国家层面的组织对于
取得与其它国家业余摄影
爱好者同等的地位非常重
要。1953 年，印尼摄影协
会联盟（Gabungan Perhimpu-
nan Foto Indonesia, Gaperfi）成
立，由 13 个摄影俱乐部组
成 。 但 由 于 经 济 状 况 不
佳，几年后就解散了。20
世 纪 50 年 代 末 不 断 上 涨
的排华氛围，在苏哈托政
权时期充满暴力的政治过
渡期，导致许多华人被指
是印尼共产党成员，成为
被攻击的目标，这些都是
摄影协会衰落的原因。虽
然印尼摄影协会联盟实现
了俱乐部成员们的愿望，
但 直 到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才具备可以促进具有
国际关系的国家组织的社
会经济条件。

长期持续的愿景
摄影俱乐部成员的例

行 活 动 —— 一 起 外 出 拍
摄，举办摄影比赛，摄影技
术培训要保证了后殖民时
期图像视角的可持续性。
就如在殖民时期，沙龙摄影

师们把某些景观“原材料”
及其所在地变为易于跨越
国 家 和 文 化 的 标 志 性 图
像。摄影作品的标题经常
使用英语要正如在 1953 年
三宝垄摄影俱乐部展览中
的 目 录 显 示 ：“ 老 主 人 ”
（Old Master），“晨雾”（Misty
Morning），“ 海 上 明 月 ”
（Moonlight at Sea），“隐藏的
美”（Hidden Beauty），“艺术
家 之 手 ”（Artist's Hands），

“ 巾 帼 之 傲 ”（Woman's
Pride）—— 帮 助 提 高 他 们
在某种隐喻/象征性的记录
中的照片拍摄质量，并象征
着印尼摄影师们与来自其
他国家同行之间谈论（或想
象自己和自己说话）的美学
语言的普遍性。

从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起，业余摄影师们的作品
更明确地用于想象国家的
角色。各种国际性的摄影
比赛，如由联合国科教文
组 织（UNESCO）和 东 南 亚
国家联盟

（ASEAN）等 机 构 赞 助
的比赛，有力地推动摄影师
们将“印度尼西亚”呈现在

世界的每个角落。同时印
尼政府开始着手推动文化
旅游，作为盘活经济建设的
重要因素。通过比赛及其
它方式，政府为出色的业余
摄影师们指明了方向，即展
示印尼自然和文化财富。
后来有一些重要转变的发
生（例如彩色胶卷的出现以
及“人类兴趣”照片中不断
增加的选择），使得在殖民
时代后期和后殖民时代初
期发展起来的业余摄影很
快就融入新角色中。

因 此 ，业 余 摄 影 师 的
作品开始超越沙龙俱乐部
的独特环境，走向更加广
阔 的 舞 台 ，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在电视广告、政
治广告牌、其它主流媒体
等，呈现出“真正的”印尼
形 象 。 这 些 摄 影 作 品 为

“真实的印度尼西亚”意识
形态提供了视觉支持，但
讽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
忽视了华人对本民族的归
属感。

（原 载《华 人 在 印 尼 民
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
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摄影想象力中的华人
卡伦·斯特拉斯勒（KAREN STRASSLER）

（3）

三宝垄一家华人照相
器材商店的广告宣传单

——热烈祝贺侨中建校75周年

众所周知，美国每年都借
“人权报告”对世界各国进行
指摘，却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
反驳。尤其是对中国新疆人
权的胡乱诬蔑和狠毒指控，反
映了美国政客丑恶的心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
年4月回怼：“美国根本没有
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他
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戏该
收场了，美国政客该从自己

‘楚门的世界’里清醒过来
了！”

《亚洲周刊》第10期新闻
眼报道：“3月1日，中国国新
办发表《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
报告》，关注美国疫情、暴力、
难民等问题。全《报告》共分
成六章，分别是：操弄疫情防
控付出惨痛代价、固守暴力思
维威胁生命安全、玩弄虚假民
主践踏政治权利、放纵种族歧
视加剧社会不公、背离人道主
义制造移民危机、滥用武力制
裁侵犯他国人权。”

报告揭露美国人均寿命
降低一点一岁，是二战以来的
最大降幅。美国去年发生近
70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
超过4.4万人丧生。此外，去
年美国在南部边境拘留了170
万移民，还有非法囚禁在关塔
那摩监獄中的囚犯也遭受到
违反“人权法”的非人道待遇。

《新华社》电，国务院新闻
办报告的“序言”写道：“2021
年，劣迹斑斑的美国人权状况
进一步恶化。政治操弄导致

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激增，枪击
事件致死人数再创新高，虚假
民主践踏民众政治权利，暴力
执法让移民难民的处境更加
艰难，针对少数族裔特别是亚
裔的歧视攻击愈演愈烈。与
此同时，美国单边主义行径在
全球制造了新的人道灾难。”

一、操弄疫情防控付出惨
痛代价。美国拥有先进的医
疗设备和技术，却成为新肺感
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暴发疫情后，防控措施被
政治化，政客只顾政治私利，
无视民众健康。政府不思治
理，鼓噪“病毒溯源”，热衷“甩
锅”推责。民众受政治操弄误
导，拒绝戴口罩，掀起“反疫
苗”运动，加剧疫情蔓延。美
国去年确诊3451万例，死亡
达48万例，远超2020年，两项
数据均居世界各国之首；人均
预期寿命减少1.13岁。

二、固守暴力思维威胁生
命安全。美国 2021 年发生
69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增长
10.1%。枪击事件造成大量人
员伤亡，威胁公众安全。美国
控枪措施停滞不前，枪支暴力
问题丛生；警察歧视性执法，
执法人员有罪不罚，司法不公
饱受诟病；民众生活在缺乏安
全的恐惧中。——美国社会
治安形势恶化，暴力犯罪居高
不下，枪击事件导致超过4.4
万人丧生。

三、玩弄虚假民主践踏政
治权利。美国总统选举的全
国初选完全受富人、名人、媒
体和利益集团的操纵，民众投

票支持的参选人往往不真正
代表民意。尽管自身民主和
国际形象没况愈下，白宫却高
调举办“领导人民主峰会”，将
民主政治化，拉帮结派，分裂
世界。《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
称，美国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
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卫
报》2021年 1月报道，美国两
党候选人2020年选举周期内
仅广告费即高达 140 亿美
元。美国49个州提出超420
项限制选民的法案，只有7%
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尚
属健康。

四、放纵种族歧视加剧社
会不公。美国根深蒂固的种
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
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
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的歧视有
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
迫害仍在继续，种族不平等日
益加剧。81%亚裔成年人认
为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正在
增多，纽约针对亚裔的仇恨犯
罪比去年猛增 361%，59%民
众认为少数族裔没有平等的
就业机会。

五、背离人道主义制造移
民危机。移民难民危机沦为
美国党派斗争的政治工具，政
府朝令夕改、暴力执法，移民
遭受超期羁押、酷刑和强迫劳
动。美国经挥舞“人权大棒”
干涉别国内政，但“骨肉分离”
移民政策却危及移民的生命、
自由等人权。去年，美国在南
部边境拘留170多万移民，其
中包括4.5万名儿童；以暴力
执法夺走557人生命。

六、滥用武力制裁侵犯他
国人权。美国奉行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以强权挑战公理，
肆意侵犯他国人权。美国近
20年发动的“反恐”战争已夺
去92.9万人的生命。在阿富
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3万
多平民在内的17.4万人死亡，
超6万人受伤。近三分之一
阿富汗人沦为难民，近 2300
万人面临极端饥饿，其中有
320万名5岁以下儿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独立
专家组今年1月10日声明，20
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拘
押在关塔那摩监狱，施加酷刑
虐待的，违背国际人权法，是

“美国政府在法治承诺上的污
点”。尽管遭到国际社会“强
烈、反复、明确”的谴责，但美
国仍继续蛮干、我行我素。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
届会议上，中国代表陈旭7日
表示，理事会涉斯里兰卡决议
不符合公正、客观、非政治化
等原则；未获当事国认同，会
对斯里兰卡推进国内和解造
成障碍。呼吁尊重斯里兰卡
主权和政治独立，尊重斯里兰
卡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的
人权发展道路，停止将人权问
题政治化和借口人权问题干
涉斯里兰卡内政。得到了很
多国家的支持。

如今，西方假借“人权”对
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的时代
过去了，西方“双重标准”的伎
俩也玩不开了。何况，由“中
情局”堆砌、渲染的“民主灯
塔”，已经开始慢慢崩塌！

■ 廖省：林越

看人权报告 叹民主“灯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