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大国峰会维，
印尼主办值此回。
美英加澳闹群退，
中立之邦同道随。
雅加达：王悦山题诗

无限风光巴厘岛，
公平正义天地造。
务必成功 G 2 0 ，
西方诽谤吓不倒。
巴厘：容仙翁唱和

东主印尼感自豪，
巴厘峰会拒谈妖。
复苏经济重交易，
走向光明觉路朝。
棉兰：许菁栽唱和

峰会提高国际声，
俄鸟战乱减实真。
较多矛盾看会果，
东主巴厘见世情。
棉兰：孙国静唱和

管它犬吠恶狼嚎，
我为东主掌大权。
G 20 荣召诚信国，
魑魅魍魎退一旁。
雅加达：金梅子唱和

二零峰会似山峦，
秩序井然各国安。
货币流通能自主，
和谐在世众人欢。
棉兰：寒松子唱和

金融峰会巴厘开，
欧美搅局觊觎来。
正义向来生力量，
嚣张跋扈制当裁。
棉兰：邓喜来唱和

轮值峰会每年维，
巴厘办筹在此回。
稳定货融原旨意，
离席老美五盟随。
棉兰：凌云雁唱和

弍零峰会巴厘开，
独立当权不允歪。
犬吠群羊容不得，
和亲共策无萦怀。
棉兰：田心唱和

和谐峰会喜迎开，
暴虐西方搅局来。
自主外交国本立，
雄鹰正气破阴霾。
棉兰：陈德贤唱和

富国巴厘开大会，
共谋发展拓商机。
万隆会议功未老，
缺席海盗少是非。
中国：童行早唱和

仁心拯救世排忧，
G-廿巴厘论议题。
佐可威勇扛仲判，
吁调缓解创和平。
雅加达：燕飞翔唱和

印尼贵为值办国，
经济峰会为主轴。
美俄纷争成世仇，
外交部长尽游说。
世事多变起风波，
风云局势何著落？
佐科定锤在最后，
神仙岛上奈我何？
雅加达：王悦成唱和

历经峰会二十秋，
举办轮值交替流。
货币金融稳为旨，
年邀众员共排忧。
金融国际合论坛，
印尼轮为举办方。
长臂管辖风浪起，
美欧胆壮靠跟班。
棉兰：黄升榕唱和

二十领袖会巴厘，
轮办主席顾大局。
合作共赢通带路，
霸权自利断沟渠。
雅加达：老顽童唱和

G-廿巴厘会论坛，
商谋世纪议和平。
歇停战火言欢昶，
印举深得众爱心。
椰加达：潜水艇唱和

巴厘峰会即召开，
美帝明人怀鬼胎。
建议将俄踹在外，
心藏恶意不难猜。
万隆：陈星唱和

今年峰会印尼当，
经济金融合作忙。
期待成功圆满办，
全球瞩目巴厘香。
雅加达：苏歌唱和

二十峰会印尼邀，
合力拓展共富道。
冷对西方施压悍，
鲜明旗帜立新标。
万隆：侯斐珍唱和

高端经济会将开，
政策交流领袖台。
美帝施压东道主，
印尼邀请俄乌来。
北干：李庭蓁唱和

G20 峰 会 （唱和诗）

美西方针对香港选举的荒谬声明徒增笑柄！
■国际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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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魅力诗的魅力

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
代表发表声明，对8日成功举
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
政长官选举说三道四，污蔑这
是对“香港政治多元化的攻
击”，并再次搬出《中英联合声
明》说事。该声明与前一天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发表的声明如出一辙，充
分暴露了他们打着“民主”“自
由”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香
港繁荣稳定的真面目。

只要看看香港新特首选
举过程，就知道美西方所谓声

明何等虚伪荒谬，徒增笑柄而
已。作为香港落实新选举制
度后的首次特首选举，第六任
行政长官选举依法依规、公平
公正、安全廉洁。根据香港新
选举制度，选委会人数从1200
人增加至 1500人，界别从四
个扩大到五个，政治光谱更加
多元。这确保了当选行政长
官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代表
性，更能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
益。

从8日当天投票情况看，
创造了多项纪录：一是投票率
高达 97.74%，投票人数为香
港回归以来最高；二是当选行

政长官李家超得票率高达
99.16%，刷新历任特首支持率
纪录。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
长刘兆佳在接受《联合早报》
采访时表示，在不记名投票
下，李家超仍能以高票当选新
一任行政长官，反映爱国阵营
空前团结，有助于新一届特区
政府尽快取得施政成果。

可见，无论是选举过程，
还是选举结果，都足以证明此
次特首选举是一次成功的选
举。它连同此前成功举行的
选委会选举与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为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证明

新选制是符合“一国两制”原
则与香港实际的好制度，是广
泛、真实、管用的民主。

至于美西方一再捧出的
《中英联合声明》，其目的在解
决英国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
问题，而非解决香港回归中国
后实行什么政治体制包括选
举制度的问题。香港回归后，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宪制法
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
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
美西方打着“民主”幌子呼吁
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行
事，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

则的肆意践踏，也是对“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的蓄意歪曲，
更是对香港民主发展的粗暴
干扰和破坏。

当前，香港舆论普遍评
价，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李家
超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能力
与经验全面，心系香港市民福
祉，他的当选是众望所归。透
过李家超的施政方案，香港市
民对未来拥有了更强的信心，
期待他带领香港各界开创香
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这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民
意与强烈共识。美西方玩弄
的“民主双标”把戏早就被香

港市民看得真真切切，已经行
不通了。面对今日之香港，他
们除了发表空洞虚伪的所谓
声明自我安慰外，已经毫无办
法。

新选制产生新特首，香港
站在了新起点。无论美西方
一些势力如何攻击抹黑，都如
螳臂当车，阻挡不了香港由乱
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大势。
有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把握
好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机遇，新的管治团队必能团结
带领社会各界开启香港新的
篇章，让“东方之珠”绽放更加
绚丽夺目的光彩！

公元756年秋天，夜深人
静。苏州城外，吴淞江边，一
艘木船静静停泊在枫桥下。
船舱里是一位来江南躲避“安
史之乱”,且仕途坎坷的中年
进士名叫张继，他卧在床上，
辗转难眠……

这时候，远处的寒山寺里
传来一阵钟声，勾起了他无限
的愁绪，他立马翻身而起，挥
毫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月落
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
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
声到客船”。

位于苏州市姑苏区的寒
山寺规模不大，名气不响，《枫
桥夜泊》的出现，让该寺名声
远播，成为与少林寺、灵隐寺、
大相国寺、法门寺、白马寺等
齐名，成为中国十大名寺之
一；当然，寒山寺里更少不了

竖立一块刻有《枫桥夜泊》的
大石碑供游客朗读。

日本为了学习博大精深
的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
十几批遣唐使团，《枫桥夜泊》
也随着遣唐使流传到日本，成
为家喻户晓的诗歌，日本人不
仅对苏州寒山寺情有独钟，还
把《枫桥夜泊》纳入小学课本
的必背诗篇，直到现在。

除此之外，中国近代作曲
家陈小奇也从这首诗得到了
灵感，而创作一首唱遍大江南
北，旋律优美的经典歌曲《涛
声依旧》,歌词包含：“枫桥
边”、“渔火”、“月落乌啼”、“钟
声”、“无眠”、“客船”。

妙哉！一首好诗的魅力
竟然是如此不可思议。

我本人喜欢念起来朗朗
上口的古诗和新诗，华校初中
三课外读一些诗，如李白的
《静夜思》，岳飞的《满江红》,

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等等，
离校后印象仍然深刻。十年
前刚学会电脑打字，为了要熟
练操作，读到《国际日报》上的
诗，便选择性的输入电脑收
藏，三年内累计近百首，当时
我仍然是一位不会写诗的人。

2021年5月19日《国际日
报》副刊上我看到一组吸人眼
球的诗：《命运共同体》(唱和
诗)，这到底是什么新玩意
儿？细读之后恍然大悟，原来
是采用“一唱一和”的方式来
作诗,我颇有发现新大陆的感
觉，真是妙极了！

《命运共同体》是由巴厘
容仙翁题诗：

“多边主义赞歌中, 学术
商机贸易通。

一带双赢一路畅，工程眨
眼就完工。”

那一次由九人唱和，其中
有八位都按照“中”“通”“工”
的顺序和押韵框架来完成唱
和诗，他们的造诣的确令人感
到惊讶和钦佩；从此以后，我
常特别留意《 唱和诗》的刊
登，或许借此可以带来潜移默
化的果效。在诸多的作者中，
有几位是我所认识的，文苗老
师就是其中之一，我与他同住
万隆，且已成了莫逆之交，所
以敢吩咐他若是《硕河桥》有
刊登《唱和诗》，请转发给我。
这一问引来了他开始“招生”，
向我发来平仄古诗的规范，要
我先练习写，但不必投稿；我
的回答是：“自由诗都不会写，

写古诗谈何容易，慢慢来吧！”
资料放进抽屉封存，写诗可能
是猴年马月……

时间来到了同年 10 月
份，中国成功发射神舟十三，
印尼荣获汤姆斯杯，这两个振
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我想何不
写两首诗来表示祝贺呢？既
然有了意念，就该付诸行动
吧！结果，花了一天的功夫，
仅仅写出第一段：

“今年十月汤杯赛，羽坛
选手聚丹麦。

我队锐气不可挡，金杯重
新夺回来。”

至于第二段及另外一首
神舟十三的诗，都是经过文苗
老师和郑平老师多番斧正后
才完成，最终刊登于《覆舟山
下》。

光阴荏苒又一年，2022年
3月16日又读到《国际日报》
的唱和诗《俄乌战争》,这次参

与者25位，我的朋友杨秋源
也首次加入，我立刻发短信给
他加油！此事给我一个极大
的激励，是时候该逆流而上，
快马加鞭了！四月初文苗老
师在一周内发来两首诗邀我
唱和，分别是《赞普京》和《哀
拜登》，我以“玩文字游戏”的
心态，用方块字拼图的方式，
先后完成了这两首唱和诗，文
苗老师替我发给主编后，再转
给许箐栽老师审查，他只在
《赞普京》里的第一行修改两
个字，后者则不必，我终于可
以突破自我，上了一个台阶。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许箐
栽老师开辟了一块《唱和诗》
小园地，与几位老前辈一同着
手栽种奇花异草，《硕河桥》李
庭蓁老师期待有更多的文学
爱好者，把你们的“花卉”带来
此地增添异彩，以期看到“百
花齐放，蜂蝶飞舞”的美景。

今年 1 月，印尼国会通
过《国家首都法草案》，为正
式迁都提供了法律依据。印
尼新首都(IKN)已选定在东
加 省 北 帕 纳 赞 县 (Penajam
Paser Utara)，命名努山达拉
市(Nusantara)，新首都将是具
备高效率、创新势头、高素质
人才的现代化城市，是印尼
的新希望。

但反对阵营却对新首都
的立案发起攻讦，有“记者”
隐喻加里曼丹是“精灵(JIN)
抛弃孩子的地方”及侮辱达
雅族的言辞；有政客盲目指
责政府将向中国借贷巨资兴
建新首都，更有的诬蔑说新
首都将挤满中国来的移民等
等。对此，政府都作出了明
确的答复。

总统于3月10日于独立
宫的仪式上，在受邀嘉宾及
全体内阁成员见证下，正式
委任班庞(Bambang Susantono)
及多尼 (Dhony Rahajoe) 为新
首都特区正、副首长；他们都
具备专业知识，在多年的实
际工作中表现优异，积累丰
富的经验，深获各界的肯定
和期冀。

早在2019年 4月提出迁
都时，政府深知这是一个长
期的宏大工程。一方面，现
首都雅加达面对各种压力与
挑战，难以为继，亟需新首都
工程为其分忧。然而，在一
片“原生态纯天然”的土地上
建立一个现代城市，会平添
哪些新问题？也令佐科维政
府难以回避。

多家媒体5月7日报道，
异见人士洛奇(Rocky Gerung)
又在 Youtube 就新首都大放
厥词，他援引 4 月底签署的
2022年第 17号政府条例，其
中提到新首都的建设资金包
含在国家收支预算(APBN)方
案内，“这显然与总统在2019
年 5 月 6 日的讲话内容有冲
突，当时总统表明新首都的
建设无需动用国家预算。”此
外，政府竟邀请南韩企业参
与投资建设。

洛奇质疑财政部长慕丽
雅妮(Sri Mulyani)在新首都的
建设预算上太过迁就总统的

意愿，“我十分担忧，慕丽雅
妮的脑子在想什么？为何只
会点点头。”他说，其实慕丽
雅妮明白并没有建设新首都
的资金。不过，“因为在那里
有政党的利益，全部具有政
党背景的部长高官，当然希
望能从中取得一些工程。”“我
们可以等着瞧，广大民众将
被迫加缴税务，而这些仅为
了完成佐科维总统那非理性的
(irasional)、力所难及的决策。”

安塔拉社 3 月 15 日报
道，佐科维总统在总统府官
方平台讲话时，坦承建设新
首都需要15到20年，因这是

“巨大的工程”且“十分复
杂”。但与新首都“急不得”
相矛盾的，却是给雅加达减
负的“等不起”，最直接的原
因是雅加达已经不堪重负，
老病丛生了。

印尼国父苏加诺早就认
为雅加达“不太适合作为首
都”，提议迁都至加里曼丹
岛，第二任总统苏哈托和第
六任总统苏西洛也考虑过迁
都，但未能迈出实质性步
伐。而雅加达的城市病却愈
发严重，人口过剩、交通拥
堵、环境污染和地面下沉，已
成为迫在眉睫的危机。

雅加达人口超 1000 万，
加上都市圈人口共3500万，
拥堵挤迫。美国《时代周刊》

封为全球交通堵塞最严重的
城市。而汽车废气加剧了环
境污染，雅加达卫生局 2019
年数据显示，该市全年只有
两天空气质量符合“健康标
准”，污染程度可以比肩印度
新德里。

雅加达另一个危机是地
面下沉。因常年过度开采地
下水，如今已成为全球地面
下沉最快的城市。气候变化
导致海平面持续上升，如果
保持现在每年 25 厘米的地
面下沉速度，到了2050年雅
加达三分之一的区域将被海
水淹没，尤其是北部 95%的
区域将不复存在。

雅加达失去首都地位并
不意味被“抛弃”，它仍将是
东盟秘书处所在地。东盟秘
书长林玉辉确定东盟秘书处
不会随印尼政府搬离，而且
以联合国总部纽约加以类
比，表示相信雅加达“将成为
东盟的首都”。政府对于雅
加达特区的期待是“减负”，
而非“衰落”。

《亚洲周刊》4 月下旬第
17 期刊登卢德仪《印尼迁都
牵动大马 吉隆坡须因应变
局》的评论称：“佐科维在
2019年连任后的首个国情咨
文中明确提到，‘迁都是为了
实现经济发展的均衡与平
等’。”“他在连任竞选中也承

诺，要推动爪哇岛以外地区
的经济发展，争取为这些地
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民众
也看到这两年来总统的努力
和政绩。

迁都的目标是使印尼经

济实现更为广泛和均衡地增
长。印尼新首都所在的加里
曼丹临近马来西亚东部的砂
劳越和沙巴两个州，离汶莱
王国也不远，有利于吸引国
外投资及人才。而大马会因

印尼迁都而获益，还是面临
经济、政治的挑战？就看两
国间的沟通和智慧了。

倘若要问国内反对派为
何不赞成迁都？花里胡哨的
答案可多了，可那都是些小
瑕疵及臆测的枝节，而没有
触及主题。难怪有议论称，
反对派的质疑迁都，只是“意
在沛公”！

反对派为何不赞成迁都？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椰 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蕉

■本报评论员：余凡

欣知钟逸自评言，从事新闻五七年。
建树多方难逐举，由衷钦佩能持坚。
三秋再过一甲子，在望夜空星满天。
感慨万千长寿在，上苍保佑福人间。

为钟逸先生从事
新闻五七载而作

棉兰：孙国静

回历开斋气势宏,一周长假闹通红。
旅游胜地人头窜,行远归乡戚属逢。
举国喜迎佳节至,宽容互恕共融充。
闲情逸致舒心乐,焕发精神干事松。

开斋随笔
棉兰：田心

■ 万隆：陈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