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此《东盟文艺》创刊
500 期 之 际 ，我 代 表 汶 莱
华 文 作 家 协 会 表 示 热 烈
祝 贺 ，祝 愿 百 尺 竿 头 ，更

进一步，未来再创辉煌！
岁 月 峥 嵘 ，山 河 为

证 。 我 们 挥 别 2022，迈 进
2023，世 界 仍 处 大 变 局 ，
但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已 经 得
到控制，以前住家囤糧等
封控；现况家里囤药等发
烧。当我们回眸，守护家
园 、守 护 地 球 村 ，浑 然 一
体 ，不 分 彼 此 ，共 同 肩 负
时 代 的 责 任 和 历 史 的 使
命。这一切历历在目，人
在 低 谷 ，只 要 能 沉 得 住
气 ，扛 得 住 难 ，在 生 活 中
精 进 自 己 、超 越 自 己 ，与

世界更好地相处，总有拨
云 见 日 的 那 一 天 。 我 们
不 屈 不 挠 、无 畏 无 惧 、奋
发 进 取 的 故 事 已 汇 入 滚
滚的时代洪流，汇入滔滔
的历史传承。

今年本会在富丽堂皇
鹿谷大礼堂，隆重举行一
项盛大“颁奖典礼”，这是
汶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参 与 学 校 最 多 的 挥 春 比
赛，在老师，学生，以及社
会人士共同努力，全国共
有 1873 书法爱好者参加比
赛，结果 137 名获奖者，大

赛终于完美结束。
《东盟文艺》在疫情期

间，发挥了文学的力量，作
者描述的经历与读者本身
遭遇相似时，激起心灵的
共鸣，一种“海内存知己”，
或“同是天涯沦落人”。有
个年轻人曾向杨绛倾诉人
生困惑，杨绛笑笑说：“你
的 问 题 主 要 在 于 书 读 太
少，而想得太多。”

希望《东盟文艺》继续
再 激 励 我 们 体 味 不 同 的
人 生 ，不 同 经 历 ，收 获 不
同的思想，不同感悟。

书读太少, 想得太多 孙德安 (汶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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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健（越南）

““东盟文艺东盟文艺””弥足珍贵弥足珍贵

印尼《国际日报-东盟
文艺》自 2010 年 5 月 18 日
创刊以来，转眼已将近 13
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
东盟 8 国作品轮流刊出至
今迎向第500期，这是该报
也是全球报刊十分难得的
对外刊物。

对于该园地的“越南
篇”，我是从第三期接手组
稿至今。一直以来，我常
鼓励、动员各位作者积极
写作投稿，以在“东盟文
艺”发表。因此，所发表的
作品除了老中青三代的新

旧作品外，还编进各华文
中心新秀的佳作，旨在激
发他们创作的兴趣和努力
创作。每年，各国轮流刊
登该国的作品大约六期左
右，虽不算多，但叫我们珍
惜，弥足珍贵。

还是一句心底里的说
话，衷心感谢《国际日报》
总编与编辑部支持《东盟
文艺》。尽管时下的纸报
读者不断下滑造成巨大的
影响，但为促进东盟文艺
的发展，该报没有取消这
个园地，这是东盟各国文
友的福气。

据悉，此园地当时由总
编辑李卓辉建议创刊；并
托旅居新加坡作家寒川老
师负责集稿与编辑。不经
不觉今已第 500 期。寒川
老师功不可没，他已默默
付出了莫大的精力，为东
盟 文 艺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在此，仅代表在此园
地发表的越华文友致以衷
心的谢意！

许均铨 (缅甸)

第第500500期有感期有感

《缅甸篇》在印尼国际日
报《东盟文艺》副刊上，连续
13年，有近百位缅甸华文作
者文学作品，是一件庆幸的
事。

我出生于缅甸，1983 年
初定居到澳门。2009年我在
印尼棉兰市开会期间，认识
了新加报的寒川文友。之
后，我在他手上接下了《缅甸
篇》的组稿工作。当时我以
为是权宜之计，稍后我会将
这一项工作转交给缅甸本土
的作者来完成。

这期间，有黄德明等几

位缅甸文友先后接过组稿工
作，黄德明组了多期，时间最
长。有一年，寒川文友突然
联络不到黄德明，就马上找
我。我很快组了一期稿，因
为我有一条不明文的规定：
不会让《缅甸篇》停下。

我重新接下组稿工作
后，还有几位缅甸本土的文
友接过组稿工作，都是组一
期，就说拜拜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
至今还是没找到缅甸本土的
组稿人。

我应该是与印尼国际日
报《东盟文艺》副刊有缘，与
东盟十国的组稿人有缘，这
十多年来大家齐心协力，为
把《东盟文艺》打造成一个完
美的文学平台，尽心尽力。
原因很简单，大家对文学的
执著，加上我们都是东盟人。

在《东盟文艺》副刊第
500 期的大喜日子，我写下
一点感想。

祝《东盟文艺》副刊：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

印 度 尼 西 亚《国 际 日
报》在 2010 年 5 月开辟《东
盟文艺》版。第 1 个泰国篇

在 2010 年 6 月 1 日推出，至
今 2023 年 3 月，我都不知道
泰国篇推出多少个版了，但
总数已经达到 500 期，这是
非常值得庆祝日子！

13 年来，每位组稿人的
工作都非常繁忙，因为有本
身的工作和创作，组稿时间
都 是 挤 了 又 挤 才 挤 出 来
的。尤其是 2020 发生新冠
肺炎瘟疫，每个国家都经历
了一场严重的没有硝烟的

残酷的战争，人民死伤无
数，其中也不少华文作家染
病。但是活下来的人坚持
着华文文学创作，《东盟文
艺》版在这三年来没有中
断，在瘟疫中挺过来了。

看到《东盟文艺》版每周
刊出，东盟文友的作品源源
不断地在印度尼西亚国际
日报上展示着，在这个平台
上，各国文友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寒川兄每次在泰国篇
出版前，都会提前给我提
醒，让我筹备稿件。接到后
又帮忙看稿，再送到印度尼
西亚。稿子见报后，寒川兄
又送来图片，他尽了全力，
我追随着他，为东盟为泰国
文坛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

借此机会，我希望印度
尼西亚《国际日报-东盟文
艺》版继续顺利出版，继续
挺进！

互相交流, 继续挺进 杨玲（泰国）

创 刊 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的印尼《国际日报-东盟
文 艺》副 刊 ，即 将 迎 来 第
500 期 。 由 新 加 坡 寒 川 担

任统筹兼新加坡组稿人，
另有马来西亚、泰国、菲律
滨 、印 尼 、越 南 、汶 莱 、缅
甸七国的组稿人，真的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
过了十三年，这是一项难
得的记录，开创了华文报
纸副刊固定设立东南亚各
国华文文学专版的先河。

一 支 筷 子 易 折 ，一 把
筷 子 就 能 发 挥 坚 固 的 力
量。《东盟文艺》就是东南
亚八国八位组稿人组合成

一把筷子，为推广、宣传东
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作品
作 出 了 积 极 的 努 力 和 奉
献！十三年 500 期，看起来
好像很简单，真的要践行
起来其难度系数甚高。这
群海外华文文学产品的搬
运义工，持之以恒地不求
名、不为利的付出，其目的
乃是为了促进各国华文文
学界的良性互动和有益交
流。

欣悉中国国家社科重

大课题“东南亚华文文学
史料研究、分类编纂、信息
处 理 ”巳 经 正 式 获 批 ，开
始筹备研究撰写工作。这
是 一 个 重 量 级 的 宏 大 项
目，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
史全面梳理与整编。世界
华文文学研究学界，仍对
东 南 亚 华 文 文 学 充 满 信
心，给予关注，将倾力重写
东 南 亚 华 文 文 学 史 。 因
此，《东盟文艺》副刊的存
在，意义非凡！

东盟文艺，任重道远 王勇 (菲律滨)

苏清强 (马来西亚)

五百基石开步行五百基石开步行

接到寒川兄的通知，知
道《东盟文艺》将迎来第500
期。如果推动一个文艺期刊
也像攀登斜坡的石阶，一期
一级，500个阶石缓缓而上，
应该也是远远超过打造础功
架的阶段。其实，大家也没
有为此而刻意。这个文艺园
圃，因大家的志同道合而在，
重在互相扶持、沟通和交
流。每期一个东盟国家的作
品，轮流着来。各花入个眼，
互相观赏，了解彼此状况，也
有无言的喜悦。写作如农
耕，善于掌握天时和地利，作

业产品出现在低地或高岭，
自有其特色与品质，切恰得
宜，国风民情，不炫而现。五
百基石的步行，和谐相伴，一
路迎风歌吟，乐而忘忧。

我不因竞技而组稿。大
马篇时有新人参与，我倒乐
得他们也走出去与大家交
往。做人唯诚，作品重本
真。新人幼嫩，却也得有机
会经风冒雨。疫情肆虐期
间，大马文坛有三本与冠病
有关的作品选集出炉，没有
在《东盟文艺》这块园地上发
布信息，确也是一直遗憾。
疫情确实影响了整个世界，
也引起笔耕者的关注。当
然，它也阻碍了东盟文友间
的聚会，让人更怀念过往团
聚的盛况。有时想想，幸好
还有《东盟文友》作为大家联
系的桥梁，弥足珍贵。

在走上了五百基石的此
刻，我们还是跟过往一样，齐
心开步走。文学道上，不忘
初心。 （21.3.23）

《国 际 日 报 - 东 盟 文
艺》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创
刊。我在〈创刊语〉里写
道:“东盟不仅是政治和
经价的综合体, 它也是文
化讯息的交流站。”

时 任 该 报 总 编 辑 的
李卓辉便曾指出, 每星期
轮 流 介 绍 东 盟 国 家 的 文
学作品, 旨在让印尼读者
也 共 享 东 盟 兄 弟 国 家 的
华 文 文 艺 作 品 。 李 总 目
光 远 大, 相 信 此 是 创 举,
也是壮举!

由新加坡篇打头阵,
续之马来西亚、泰国、菲
律 滨 、汶 莱 、越 南 、缅 甸

等 各 地 作 品 上 场 。 半 年
后, 缅甸篇组稿人许均铨
请 来 许 昭 华 负 责 柬 埔 寨
篇, 在 2010 年 11 月 23 日
推 出 第 一 期 ( 总 29 期)。
可 惜 曇 花 一 现, 仅 出 现
四 期 。 十 年 后, 2020 年 6
月 26 日, 印 尼 加 入 队 伍,
由 莎 萍 组 稿, 黄 碧 珍 协
助 推 出 第 一 期 ( 总 371
期), 迄 今 已 出 版 了 16
期。将来若有机会,“柬
埔 寨 篇 ”重 现, “ 老 撾
篇 ” 偶 尔 亮 相, 东 盟 文
坛 肯 定 又 有 一 番 热 闹 景
象了!

过去 13 年, 《东盟文
艺》有几个具有纪念意义
的日子:

( 一 )2012 年 5 月 1 日,
庆 祝 创 刊 100 期 。 执 笔
者 除 了 常 见 的 组 稿 人 杨
玲 、曾 广 健 、许 均 铨 、苏
清 强 、一 凡 、许 昭 华 之
外, 另 有 袁 霓 ( 印 尼)、段
春青(缅甸)。

(二)2013 年 5 月 14 日
(第 146 期)为创刊三周年
纪念, 祝贺者有莫河 (新
加 坡)、晓 星 ( 印 尼)。 组
稿人则有王勇、奇角、寒
川。

( 三)2020 年 5 月 20
日, 创刊十周年纪念 (第
366 期）, 七 位 组 稿 人 齐
亮相, 感謝各地文友的支
持, 祝 福《东 盟 文 艺》继
续向前迈進。

(四)2021 年 1 月 29 日,
庆 祝 创 刊 400 期 。 执 笔

者除了组稿人之外, 尚有
比 尔 陈 琳 ( 老 撾)、冰 谷
(马来西亚)。 401 期也刊
出了晨露 (马来西亚)、李
宗舜 (马来西亚)、黄碧珍
(印尼)、黄奕诚(新加坡)、
余 问 耕 ( 越 南) 的 祝 贺 美
文。

庆祝三周年时,中国
学 者 涂 文 晖 教 授 也 給 予
义 务 奉 献 的 各 国 组 稿 人
深深的祝福。她在《浅议

〈东盟文艺〉对地区文艺
交流的贡献》写道:“ 在
《东 盟 文 艺》这 个 平 台
上, 东南亚各国的华文作
家 们 轮 番 亮 相 、各 显 其
能、交流切磋; 研究者从
中 获 取 了 不 少 有 价 值 的
资 料 。 在 推 动 东 南 亚 华
文 文 学 走 向 世 界 的 过 程
中,《东 盟 文 艺》功 不 可
没 。”( 见《2013 世 界 华 文
文 学 研 讨 会 论 文 集 》
p161)

《东 盟 文 艺》为 东 盟
地区文友提供一个耕耘、
交 流 与 切 磋 的 园 地, 对
缅 华 文 友 来 说, 那 更 是
无 法 形 容 的 喜 悦 。 许 均
铨 在 2010 年 6 月 29 日 第
7 期缅甸篇刊出时, 激动
了好多天。毕竟, 这是近
半 个 世 纪 在 缅 甸 以 外 的
报刊上, 首次有一整版的
缅甸华文文学作品!

许 均 铨 当 时 的 喜 悦,
不正是今天我们迎来 500
期 一 样 的 极 度 兴 奋 与 激
动!?

谨此感谢一路走来的
各 地 组 稿 人 的 辛 勤 付 出
与贡献。共勉之!

寒川 (新加坡)

兴奋与激动

印 尼《国 际 日 报》为
推动东盟各国华文作家的
交流与相互学习，在时任
《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
前辈的创导与推动下，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 创 刊 ，并
恭请长期支持印尼华文文
学的新加坡诗人寒川兄担

任《东盟文艺》的统筹。交
游 甚 广 的 寒 川 接 下 重 担
后，联系了新加坡、马来西
亚 、泰 国 、菲 律 宾 、文 莱 、
越南与缅甸等国的作家组
织，自选定组稿人，负责各
国的组稿工作。2020 年 6
月 26 日, 印尼篇也首次出
现了, 列为第 371 期, 由莎
萍 组 稿, 碧 珍 从 旁 协 助 。
十多年来，在寒川兄统筹
下 的《东 盟 文 艺》从 未 脱
稿，而且内容越办越精彩，
这 一 点 是 甚 为 难 能 可 贵
的。

印 华 作 家 绝 不 会 忘
记，在印尼禁绝华文印刷

品的艰辛环境下，寒川兄
冒着危险，千方百计地“躲
过”海关的检查，将宝贵的
华文书籍带进印尼，分送
给当地的写作者，同时，也
将印华写作者的作品安排
在 新 加 坡 与 其 它 国 家 发
表 ，受 惠 者 包 括 我 本 人 。
寒川兄雪中送炭、见义勇
为的精神必将永志印华文
学史册。

十 多 年 的 一 晃 间 ，
《东 盟 文 艺》已 进 入 了 第
500 期，坚持不脱稿出版了
500 期，这就是一个令人敬
佩与惊讶的成绩。没有寒
川与各国组稿人坚持不懈

的无私付出，没有各国作
家的勤奋执笔，就没有今
天的成绩。

在 此 ，我 衷 心 祝 愿 东
盟各国作家继续加强彼此
间的联系与合作，为繁荣
与发展东盟地区华文文学
一尽绵力，让东盟文学在
世界华文文学的殿堂里占
有一席之地。

同时我也向印华文学
的功臣寒川兄致以诚挚的谢
意，祝愿他身体健康，文思泉
涌，继续在文学大道上大踏
步前进，为我们的下一代留
下宝贵的文学遗产。
(完稿于2023年3月19日)

欢呼《东盟文艺》跨入500期 晓星
(印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