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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某不敢具名的美
国官员诬称“中国收到了
俄罗斯的援助请求”，被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赵 立 坚 斥 为

“撒谎不打草稿”之时，澳
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却开始

“实名”胡言乱语。
莫里森3月16日公开表

示，中国“武装”俄罗斯的任何
举动都是“令人憎恶的”，如果
澳大利亚的盟友决定因此对
中国实施制裁，“澳大利亚将
跟进”。

这位反华“急先锋”的表
态延续了过往的风格：遇中国

“针锋相对无脑黑”，对美国
“痴心不改永相随”。澳大利
亚《独立报》网站批评莫里森
煽动对华激进言论，完全是

“狂妄自大”。
此外，莫里森还宣布投资

5 亿澳元用于国内的稀土开
采，以挑战中国在这一领域的
市场地位，增加澳大利亚及其
盟国稀土供应的多样化。

莫里森的反华表演越高
调，就越衬托出其执政能力的
低下。疫情防控的优柔寡断
令其在国内饱受诟病，而在国
际舞台的出尔反尔则给自己
贴上了自私虚伪的标签。进
入2022年以来，澳大利亚的

多份民调都显示，莫里森保守
派联盟的选情并不乐观，支持
率一路下滑。彭博社形容此
时的莫里森是在大选前的“苦
苦挣扎”。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2019
年澳大利亚森林大火期间，这
位总理却和家人前往夏威夷
度假，还悠闲地晒出了自己度
假的照片，成为众多民众心中
挥之不去的丑陋一幕。

随着五月大选的临近，留
给莫里森挽回颓势的时间不
多了，而他的“临门一脚”也偏
得离谱。除了反华牌，“拥核
梦”恐怕是莫里森此时能够紧
紧抓住的救命稻草。这位亲

自推动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
领导人在本周宣布，澳大利亚
港口已做好准备接待来自英
国和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尽
管莫里森一直以成立美英澳
安全合作联盟为任内最大政
绩之一，但在国际社会眼中，
这其实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联盟成立之初就因可能
引发的核扩散风险遭到很多
国家的质疑和反对。继去年
11月理事会后，国际原子能机
构在今年3月的理事会再次
以协商一致方式设置单独正
式议题，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
艇合作相关问题。这再次体
现出国际社会对三国核潜艇

合作的严重关切。
尽管如此，这个执拗的

“老男孩”依旧我行我素。莫
里森近期又宣布了多项国家
安全支出，包括一个耗资100
亿澳元的海军基地，气势相当
咄咄逼人。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日前发布的全球军
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间，全球武器交易量
比前一个五年有所下降，但
同期美国海外军售却大幅
上升。与此同时，澳大利亚
的武器进口增长了 62%，在
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中高
居第二位。所以，澳大利亚

人应该看清：是谁在煽风点
火，又是谁在随声附和？到
头来是谁赚走了真金白银，
又是谁乖乖买单？

近期，澳大利亚媒体和学
者不断地呼吁要理性地处理
对华关系。澳大利亚 Stock-
head网站发表文章指出，核潜
艇问题对保卫澳大利亚没有
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正视与最
大贸易伙伴进行政治斗争的
经济后果。

扩军备战不等于安全，危
言耸听也换不来选票。莫里
森在国际关系中大逞“实名”
造谣的匹夫之勇，只能引来轻
蔑和嗤笑。

“实名”造谣，所为何来？

日出商店坐落于巴达维
亚贝佳布兰庙3路（Klenteng-
Pekapoeran 3 Batavia），随后更
名为日出书店。20 世纪30 年

代，这家书店出售的商品琳琅
满目，从药品到彩票一应俱
全。1938 年，这家店引进并
售卖做蛋糕的模型工具——”
魔法蛋糕模”，以及配套的马
来语菜谱。如此一来，广大女
性都能够制作出在当时来说
造型比较现代的糕点。这也
可以从书店的宣传语看出来
——“这是被喻为魔法蛋糕的
现代糕点”。

后来，因出版大量菜谱书
籍，日出商店以书店的身份为
人熟知，其中就有《图尔希娜
的现代糕点制作》（）。该书第
一版的出版时间不得而知，但
是从出版社给其客户寄信时
使用的信封来看，这本书在
1941 年时已开始打广告。由
于书中介绍了当时鲜为人知

的西式糕点制作方法，读者众
多。20 世纪50 年代，仍然有
许多读者购买此书，为此还多
次再版。

在其他菜谱书籍出版商
中，《竞报》出版社较为知名。
这家出版社随后摇身一变成
为金达有限公司（PT.Kinta）。
20 世纪50 年代，《竞报》出版
社非常积极地出版菜谱。公
司创始人欧阳炳昆（Auwjong
Peng Koen）随后创办了罗盘-
格拉美迪亚集团。（详情请看
第二部分《欧阳炳昆——新闻
记者、出版商兼社会政治活动
家》）。在欧阳炳昆的数篇文
章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民
众的饮食和营养问题（Ish-
wara，2001）。正是这种精神
让这家出版社不断地出版菜

谱书籍，如今更是发展成为了
格拉美迪亚出版集团。除了
菜谱，《竞报》还出版过关于餐
桌礼仪的书籍，如苏卡哈提
（Sukahati）和甘碧娘（Kam Pi-
eNio）合著的《餐桌及上菜礼
仪》。此书出版于1956 年，讲
解了适用于各种场合的餐桌
布置规则及用餐礼仪。

万隆、三宝垄、泗水等几
个地区的小出版社往往由华
人经营，这些出版社也会出版
菜谱书籍。

为何当时菜谱书籍出版
如此盛行的确切原因我们不
得而知。有可能是因为战争
结束后，人们有大量的空闲时
间以去培养个人兴趣爱好，其
中就有烹饪。民众得以接受
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通

过教育，他们有机会了解饮食
世界。在《餐桌及上菜礼仪》
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苏卡哈
提（可能为化名）和甘碧娘写
道，她们到美国一年后，习得
不少餐桌礼仪知识。

从餐厅到培训班
除了书籍，菜谱还可以通

过其他途径传播。20 世纪30
年代末，在特莽贡县（Temang-
gung）巴拉坎镇（Parakan）,举
行了一次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筹款的慈善表演（Toneelop-
voering Dames Comite FondsA-
mal Tiongkok），筹办委员会在
指南小册里夹带了几份菜谱。

华人经营的餐馆成为推
广饮食的渠道。对西方饮食
的了解促使华人接连开设餐
馆。他们在印尼开设的第一

家餐馆是哪一家尚未得到证
实。

从华人家庭生活中亦可
了解到荷属东印度的餐厅经
营情况。大企业家黄仲涵
（Oei Tiong Ham）（1866-1924）
的生平故事里提到，他家有三
个厨房，一个专门做中国菜，
一个做西餐，另一个用于特别
点餐。负责欧洲厨房的主厨
曾经在巴达维亚的一家大餐
厅里学习过如何烹制法国菜
（Lombard，2005）。然而，遗憾
的是那家餐厅的名字仍然是
个谜。不过，华人很可能开启
了餐馆经营的先河。与荷兰
人打交道让华人开阔了眼界，
并且得以抓住先机做起这门
生意。有为数不少的餐馆延
续至今，如棉兰的”顶好餐厅”
（Tip Top）、三宝垄的”温氏餐
厅”（Restoran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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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融的努山达拉美食文化
■ 安德列阿斯·玛尔约多（ANDREAS MAR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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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潮 人民币避风港 痛失良才
■ 北干：李庭蓁

蔡 俊 源 夫 人（Mevr.
Tjoa Tjoen Goan） 在书里推
广 自 己 的 产 品 ，同 时 分 享
了制作糕点的食谱。

世 人 皆 知 ，70 多 年 来
维系美国“霸主”地位的四
大支柱是：军事霸权、美元
霸权、科技霸权和媒体霸
权；其中尤以“美元霸权”
是重中之重，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

美国以其“霸主”地位
促成了日本广场协议、苏
联解体、欧洲动乱、中东战
祸等来维护“美元霸权”；
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美
国股市海啸等事件中凸显

“ 美 元 霸 权 ”对 世 界 的 影
响。专家分析的结论，每
隔 5 年，美元就会割韭菜、
薅羊毛，让世界承担亏损。

众 所 熟 悉 的“ 美 联 储
印刷新美元”仅是其中的
一个方法，还有其他几个
步骤是相互配合、促进和
依赖的。大量印发美元，
是最关键的第一步；因已
非 金 本 位 制（Gold stan-
dard），美国几年前发行的
国债，虽增发货币而稀释
其价值，但回购时还是相
同数额的美元。

那么美元增发的受害
国家有哪些呢？只要国际
结算用美元的，都是受害
者；外汇储备越少的国家
就越吃亏。所以，世界都
在思考一个问题：美国增
发货币的神操作是不是可
以无限的进行下去？当然
不行，“美元的问题是世界
的”这老套路已不能一招
吃遍天下了。作个简单的
比喻：全世界靠劳动力、资
源、工业赚取美元外汇，外
汇多了，美国加个息就把
美 元 弄 回 去 了 。 资 金 外
流，各国只能在市场上抛
出美元购买本国货币以维
持金融稳定。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 (FOMC)经过两天会议
后，于 3 月 16 日表示将上
调银行隔夜利率 0.25 个百
分点。经济预测显示，今
年 的 加 息 幅 度 至 少 7 次 ，
共增约 1.75 个百分点。

这是美联储自 2018 年

12 月以来首次加息，是对
通胀飙升的回应，目前物
价 以 40 年 来 最 快 速 度 上
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
行 行 长 布 拉 德 (James Bull-
ard) 表 示 ，他 更 希 望 加 息
0.5 个 百 分 点 。 今 年 应 有
12 次加息效果，向民众展
示美国压低通胀的决心。
预计年底前联邦基金利率
增 幅 1.75%-2% ，但 点 图 中
最 高 值 是 3%-3.25% ，全 不
顾“吃相难看”！

美 联 储 主 席 鲍 威 尔
(Jerome Powell)表示，这一过
程 最 早 可 能 在 5 月 份 开
始。隔天美联储理事沃勒
(Christopher Waller) 宣 称 ，美
联储今年可能需要一次或
多次 50 个基点的加息，以
抑制通胀。意味着在不久
的多次会议上可能会加息
50 个基点（0.5 个百分点）。

回顾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期间，赛场
上，中国奥运健儿们奋力
拼 搏 ，屡 创 佳 绩 ；赛 场
外，数字人民币成了闪亮
的 科 技 名 片 。 作 为 首 批
与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数 字 货
币 研 究 所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议的服务机构，银联商
务 凭 借 近 20 年 来 在 综 合
支 付 和 增 值 服 务 的 技 术
优势，参与冬奥及冬残奥
会 数 字 人 民 币 场 景 建 设
与保障工作，在支付服务
中发挥显著作用。

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场馆、冬奥村等红线
内 区 域 ，只 支 持 VISA、现
金人民币和数字人民币 3
种方式，首次面向境外人
士开放的数字人民币，吸
引外宾尝鲜。对习惯移动
支付的宾客而言，数字人
民币软钱包成为他们的选
择。用户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后 ，仅 需 手 机 号 开 通
个人钱包后就可进行支付
交易，为国内外宾客提供
便捷的数字人民币支付体
验。

俄 乌 爆 发 冲 突 ，美 国
没有与俄罗斯兵戎相向，
而以“金融霸权”挥舞制裁

大棒，冻结俄在美资产，接
着宣布将俄罗斯、白俄罗
斯部分银行踢出国际资金
清 算 系 统（SWIFT）。 美 国
与西方抛出“金融核弹”，
连中立了 200 多年的瑞士
银行也参加制裁，让人惊
诧。

俄 白 两 国 被 踢 出
SWIFT 系 统 后 ，难 以 进 行
国际贸易，在西方掌握国
际贸易主导权的情况下，
这样的制裁对俄白两国的
确是不小的打击。但必须
注 意 到 ，SWIFT“ 政 治 挂
帅”的做法无异是自掘坟
墓。一个运行良好的国际
金融机构应该是开放、中
立的，若不顾广大民生经
济，动辄将某国踢出局；其
他国家当然会担忧，这种
命运会不会有一天也降临
到自己头上？

中 国 、印 度 两 个 大 国
因不跟风制裁俄罗斯而被
西方国家口诛笔伐，甚至
一度传出美国准备制裁印
度的消息。作为两个蒸蒸
日上的大国，中国和印度
肯定会思考自己的出路，
未 雨 绸 缪 ，避 免 受 SWIFT
系统“金融霸权”的控制，
而另寻一个开放、可靠、安
全的避风港。

美国的金融制裁最终
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迫使各国加快去美元化，
建立替代 SWIFT 的结算系
统 。 中 俄 已 先 走 在 最 前
面，而法、德等欧洲国家及
南美、中东、东南亚国家正
在想法绕开美元体系的操
控，另一方面，也能减轻美
联储加息而被“薅羊毛”的
亏损。

金融体系应该是利于
世界联通的，没有哪个国
家可以一手遮天。美元可
以 嚣 张 一 时 ，而 欧 元 、英
镑、日元等通行货币只能
对美国“金融霸权”忍气吞
声。但大国绝不会对潜在
的危机视而不见；美国莫
张狂，很多国家已开始关
注人民币这公平、便捷的

“避风港”。

乍闻寒酸客（洪良辉）文
友乘鹤西归噩耗，我泪流满
襟！

《硕河桥》周刊，失了位
模范生。

2021年2月8日，看见私
聊里多了位AlwiAngkasa。他
留言：“早安！你好，李庭蓁
主编，久仰大名，我是寒酸
客，对不起，请问一下，《硕河
桥》还接收投稿吗？谢谢！”
我回复：“早安！寒文友，久
仰大名，非常欢迎您投稿《硕
河桥》！成人稿、学生稿都
可。有发稿费。谢谢！”他
回：“可否给个邮箱？”我答：

“好！”他马上投稿，“已寄上
《子孙满堂》，请查收，谢谢！
不必稿费，稿费留给需要的
地方。”

2021 年 2 月 17 日，印华
日报印华文艺A5/5版，《硕河
桥》第113期，多了位寒酸客
文友的闪小说佳作《子孙满
堂》。他寄来的第二篇闪小
说佳作《生意难做》，刊登在3
月10日，《硕河桥》第115期。

记得那时，我还在印华
作协苏北分会群里赞扬寒酸
客是《硕河桥》第二位模范
生，因为他自发性投稿。大
部分的文友，是我先去找他
们，加盟《硕河桥》。

许菁栽老师得知寒兄投
稿《硕河桥》园地，要我邀约
他来唱和平仄诗。

2月26日，我邀寒兄“唱
和”。他说：“我真的不懂写
律诗，没研究过平仄，偶尔写
打油诗，不登大堂。”我说：

“可用新诗方式唱和。四行，
每行七个字，第一、二、四行
的第七个字，一定要压韵。
不对平仄没关系。”他说：“我
试试看吧！谢谢。”

他第一次对“唱和”诗，结
果我还是把平仄公式寄给他。

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起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一三五不究，二四六分
明”等等。

2月27日，他的《北京冬
奥颂》对出来了，而且用平仄
法来对唱，他很谦虚地说：

“请帮忙指正。”我告诉他：
“我们的唱和诗，我会寄去给
许菁栽老师过目。”他说：“好
的！许老前辈，我在棉兰书
法社学书法，认识他，是不可
多得的才子。以后，我可寄
书 法 ，寄 国 画 给《 硕 河
桥》。”

看他这么勤学，我赞美
他：“第一次写平仄唱和，有
这样好的成绩与速度，真是
了不起！加油！学会了，教
子孙，教有志学习的文友。
弘扬中华古典文化啊！”他高
兴地说：“好的！”他还吩咐：

“别在群里赞扬我，咱们低调
就好。”

我寄唱和题诗去，他很
用心地用平仄法唱和。3月1
日，他唱和《疫情过后》篇；3
月6日，唱和《赞防疫》篇；3月
7日，唱和《俄乌战争》。

他的唱和诗，已刊登在国
际日报、讯报、印华日报《硕河
桥》文艺刊。只剩一首《赞防
疫》因有的文友唱和未进来，所
以我未排版。想不到，竟成了
寒酸客文友的遗作。

二月八日至三月十七
日，我认识寒酸客文友只短
短的四十天，可惜识荆无缘，
因为WA里，他没放照片，可
是却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爱学习，非常努力地学平
仄唱和诗，“活到老，学到老”
的精神在他身上发挥得淋漓
尽致，真是大家效法的好榜
样；他随和、低调、爱护新文
友、支持新园地《硕河桥》，自
发给《硕河桥》投稿，好标
杆！这也是《硕河桥》两年多

来未曾断稿的主因，有多位
自发供稿的文友！是他们让
《硕河桥》生生不息！真是感
激不尽。

寒兄，您在印华作协苏
北群里调侃说，您自投罗
网！现在您出网了！飞吧！
飞到美丽的天堂，那儿没有
疫情、没有战争……

最后，谨以一首悼念诗
追忆寒酸客文友：

《悼寒酸客文友》
噩耗传来泪湿巾，
硕河桥悼模范生。
致哀陷阵猖狂疫，
低调音容驾鹤升。

附记：棉兰寒酸客文友
的唱和诗。

《北京冬奥颂》
北京冬奥飘红旗，
厚雪难将友隔离。
各显神通体育界，
输赢不计创迹奇。

《疫情过后》
疫袭数年苦咽吞，
宅家洗手且严遵。
只怜堂授不能聚，
来日栋梁难见春。

《俄乌战争》
瘟疫未停又战争，
俄乌相残被人坑。
何时待得破冰日，
盛世太平红日升。

《赞防疫》
瘟神凶猛把门敲，
美丽家园烟火硝。
幸得科兴三利剑，
盼能筑起钢筋碉。

■ 廖省：林越

去岁深秋枫叶红，有缘邂逅寒酸兄。

以诗会友喜相叙，写作交流心意逢。

酬唱硕河同乐乐，笔耕园地惜惺惺。

忽闻驾鹤返西去，怅望知音泪湿睛。

悼寒酸客兄
廖省：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