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百人遇难、上千人失
踪、数千幢房屋被毁……截
至当地时间17日，夏威夷毛
伊岛上的火势仍然没有得到
完全控制。“周围一切都被摧
毁了，看起来就像一个战区”

“我们的家乡从天堂变成了
地狱”“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火
灾警报或避难指南”“如果不
是救援不力，很多人本来可
以活下来”……在媒体镜头
前、在社交平台上，美国人纷
纷发出愤怒的控诉。

这是美国一百多年来发
生的最惨重的野火事故。它
究竟是怎么酿成的？有自然
条件的原因，包括强风、气候
干旱、植被易燃等。但随着
越来越多细节的披露，人们

发现，就像美国以往发生的
多起事故一样，毛伊岛野火
事故是天灾，更是人祸。

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
国既不缺钱也不缺技术，但
它的救灾能力广受诟病。从
2021 年佛罗里达州塌楼事
件，到2023年俄亥俄州火车
脱轨事故，再到正在发生的
毛伊岛野火悲剧，一次又一
次，美国民众体会到何为“美
式救援的绝望”。

据美媒报道，夏威夷有
强大的公共安全预警系统，
部署约 400 个警报器，其中
毛伊岛有80个。然而，大火
席卷毛伊岛时，这些警报器
并没响。当地时间15日，毛
伊岛一位居民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一段视频，显示公共电
线被风吹倒后点燃了干枯的
草地，火势迅速蔓延。人们
批评说，政府没有及时切断
电力加剧了火灾。此外，当
地一位名叫凯莉·谢尔的餐
厅业主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毛伊岛离当地军队只有 100
英里，然而火灾发生72小时
后，美国海军、医疗船、直升
机、陆军、自然灾害救援设备
才到达灾区。《华盛顿邮报》
指出，灾后高效的救援行动
不是由美国政府组织的，而
是来自当地居民。

发达的警报系统失灵、
救援队伍姗姗来迟、庞大的
美军无所作为……美国救灾
能力低下的背后，反映出政
客们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

在夏威夷，野火并不罕
见。2022 年，夏威夷曾公布
过一份报告，列举了可能造
成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包
括海啸、地震、火山喷发、野
火等，但对野火的风险判断
却是“低”。这被媒体批评为

防灾意识淡薄。而在毛伊岛
火灾发生后，美国政府的表
现更是令人瞠目。

不知是不是巧合，2021年
美军在喀布尔狼狈撤退时，美
国总统拜登在度假；2023年毛
伊岛被火焰吞没的时候，拜登
也在度假。当记者问到有关
毛伊岛伤亡情况时，他笑着回
答说“无可奉告”，引发舆论广
泛批评。许多网友指责说，面
对如此巨大的伤亡，美国总统
怎么还笑得出来？法新社15
日指出，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
最致命的野火，激起了人们对
政府不作为的怒火。

为什么美国政客放心度
假而对毛伊岛灾情毫不关
心？这种冷漠，根植于美国竞
争性的政党政治，而这种政治
的硬通货是选票。夏威夷属
于美国海外领土，毛伊岛上大
多数居民是原住民。美国政
客历来忽视这个群体的利益
诉求，没有动力去关心他们。
有美媒指出，拜登也许认为，
他在下届大选中无论如何都
会拿下夏威夷州的选票，因为
夏威夷是民主党的票仓。这
种一切围着选票转的选举游
戏，进一步放大了美国政客的
私心，最终导致天灾演变成人
祸，并造成重大伤亡。

据初步估计，毛伊岛野火
导致当地数百个家庭流离失
所，仅房屋一项预计损失60
亿美元。截至15日，美国联
邦应急管理署批准了约 230
万美元的救灾援助。而在前
一天，拜登政府宣布再向乌克
兰提供 2 亿美元军事援助。
如此强烈的对比，令不少美国
网友嘲讽：“是不是只要夏威
夷改名乌克兰，灾民们就能得
到更多援助？”“为什么乌克兰
比夏威夷重要？因为前者能

给美国大选加分，而后者不
行。”

现在，毛伊岛的野火还在
蔓延。它不仅烧毁了众多美
国人的家园，也“烧出”了政
客的不作为与美国制度的弊
病。面对受灾民众的痛苦呼
号，面对外界的强烈批评，度
假归来的美国政客能否警
醒：停止在国际上拱火、专心
在国内灭火，救民众于水火？

平 生 展 转 矮 屋 游 ，
难 得 八 十 迁 高 楼 。
清 河 新 居 鳞 次 起 ，
明 湖 烟 柳 一 望 收 。
愿 乞 养 浩 宏 正 气 ，
常 随 棄 疾 寻 胜 幽 。
暑 去 凉 来 定 然 事 ，
喜 看 夕 阳 耀 金 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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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国旗迎风飘，
五项原则领风骚，
雄鹰飞翔跨千岛，
七十八周年英豪。
今时国庆纪念日，
风调雨顺百花娇，
国泰民安生机勃，
前程似锦乐淘淘。

国庆节
黄木通

改革开放又经年，
风调雨顺得敬天，
五项原则方针下，
各族裔群肩并肩。
人民领袖是圣贤，
领导全民新纪元，
七十八岁月长河，
岛国盛世永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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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华日报》每逢周四刊
登《硕河桥》周刊，因此，周
四早晨，我必定驾车前往
Pasar Kopro 买 报 ，风 雨 无
阻。《硕河桥》周刊，与众不
同之处，是从第 72 期开始，
就增设了篇幅不小的“唱和
诗排”，许菁栽老师就是“唱
和诗”的创始者。

2022 年 5 月，许菁栽老
师写了一篇《唱和诗欢迎你》
发布在报刊，并表示准备出
版诗集，没想到反应热烈，在
许老师与李庭蓁老师的推动
下，至 2022 年 9 月总共有 28
位文友（诗友）撰写序文。

许老师与文苗老师、李
庭蓁老师商议，拟定了书名

《聊寄唱和诗》第一集，很多
文友诗友纷纷解囊赞助出版
经费，我有幸得到许老师与
李庭蓁老师的信赖，吩咐我
收集资料及整理书稿。

我是2021年 9月开始参
加唱和，之前的唱和诗排由
李庭蓁老师提供，接下来的，
李庭蓁老师嘱咐我帮忙收集
报刊发布的唱和诗排并记录
刊登日期。我一边收集一边
整理，李庭蓁老师要我收集
到最近发布的《端午节》唱和
诗为止，编排为第一集。

今年 6 月初，许老师来
雅加达参加苏东校友聚会，
我登门拜访，把我整理好的
书 稿 复 制 到 他 的 闪 光 盘

（USB），他打算先印一两本。
6月19日，许老师告知，

刘帝辉老师开车载他去拜访
印华作协袁霓总主席，主席
翻阅样本书后提出几点宝贵
的意见：目录的标题后面应
该注明页数以方便查阅，还
有字体可调大一点，为节省
篇幅，之前每页居中一排，可
考虑编列成左右两排。

按照主席的建议，我再
重新新整理，调整字体，增加
页数，比较费劲的是整理诗
排。因每首唱和诗排的唱和
数量不同，有多有少，少的话
尽量安排在一页内，多的就
两页。特意安排每页有一排
的，也有两排的，感觉看起来

比较不单调。
今天，总算不负所托，完

成使命。传送给李庭蓁老师
过目，也传送许老师，请他印
出来，再呈交给袁霓总主席
作最后审核。

唱和诗的缘起是来自印
华日报的《硕河桥》栏目，从
开始到如今，《唱和诗》排，
由李庭蓁老师组稿，发寄雅
加达《国际日报》、《印华日
报》副刊《硕河桥》周刊及棉
兰《讯报》。她是《硕河桥》
主编。

今年2023年8月8日，巧
逢《硕河桥》创刊四周年记念
日，更巧的是，《聊寄唱和诗》
第一集书成，只等印刷，就当
作是唱和诗文友赠送给《硕河
桥》园地四周年的献礼！名符
其实的“双喜临门”！

■ 雅加达：苏歌 双喜临门

■ 2023年 8月19日（星期六）

■ Saturday, August 1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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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难蛮荒、可亲山民
从勿里洞向上江划行了

三天.到达新党县以下三公里
张乾顺姑丈的树胶园，筹划好
凌晨四点多由姑丈带领三个
工人划船过新党关卡，算准时
间关卡警员换班，把守松懈时
过关。三天后的下午时分到
达介院口，再由介院口出发向
内河划行四天到达目的地大
北叻,这里十多家华裔族群全
是至亲，隔江对岸有印尼人官
吏和几位警察，还有数十家印
尼人住户。我怕村民看我生
面口而起疑心，又迁到小江上
游的亲人陈佛寿家居住。这
是郊外山区、全是朥族人的村
落，土地肥沃，村民勤劳耕种，
除出产丰富米谷，也饲养很多
牲畜和多类江鱼，有钱不愁
吃，比起堂哥表哥处，有天渊
之别。

这里风俗最具特色，可说

是全球独一无二。年轻男子
若到唠族村来作客，到了傍
晚，假如你看到有中意的少女
(已婚有夫之妇除外)，长老聚
谈后，可以说媒，称为讨米浆
(Minta Bedah)，该少女将打扮
得漂漂亮亮，用新席子铺地
板，换干净枕头，吊好蚊帐，靓
切和善的陪伴客人同眠到天
亮。能否达到神仙境界就靠
自己的本领和耐心，绝忌施
暴。

有一回和友人去膀族村，
见到老少妇女都裸露上身，下
体围着沙笼，友人选了二位健
美娇艳少女来，当着她父母面
前，拥抱亲吻她的面颊、称赞
她们美的可爱，要求她的家长
可否把女儿嫁给他?她的父母
欢笑回答:好!我从来没有见过
此种场面，而且不懂他们的方
言，不能沟通，只好坐在一旁
发呆。少女问我友我是否傻
子?后经友人说明，原来男人
来此地作客，若不向少女调情
取乐，会被当作当作是傻子，
还被认为是看不起她们，因而
不受欢迎。

高山族的风俗习惯，相似
古代人的生话，全无文化，传
达语言就用结绳法:三个结示
意三天后来相会，要特快用鸡
毛传讯，接到马上就来。小村
落有十多家住户，中等的有
二、三十家，大村落有五六十
家，每个乡村各有村长、长老，
最大的村必有一位德高望重、
既能干又得众望的老者成为
大村长，统管十多个村长，负
责排难解纷，比如发生纠纷时
由大村长召集各村长与长老
商讨后依照前例执行。若是
凶杀重案，犯徒被押运去彬路
交给法院审判。

高山族民重情义，互助互
爱又勤奋，平日以耕种为主，
没有固定年节佳日。二、三月
稻谷收成后就是新年佳日，好
几个小乡村民聚集在大村落，
男女老幼上千人，屠宰家禽牲
畜猪，自酿米酒狂欢庆祝，少
则三昼夜，多则七昼夜，男女
老幼高唱民谣歌“Panton”，跳
土风舞，有竹箫，锣鼓伴奏，载
歌载舞，欢畅歌声震荡山岳，
大吃大喝，席地而眠，醒后又

重醉，至满期为止。
他们是每年一次干旱地

耕种，二三月丰收日畅欢后，
四月份各家动员出发越山过
岭找耕地，由村长划分地界，
五月砍伐林木，人力不足可借
工互助，七月旱季焚烧干木野
草，八月下谷种。有耕地广阔
的地主，可请人帮助，召集二
三百男女，男子手提木柱在前
插洞，女的跟在后面下谷种，
边行边唱民谣歌，有的趁机谈
情说爱，中午吃竹简饭，傍晚
收工有丰盛肉类，概由地主供
应。整日劳作，使人欢乐忘
返。空闲时日去谷场种植蔬
菜、玉蜀黍、木薯等杂粮，以补
充生活食品。出门腰间缚着
砍伐刀，手拿着二寸粗两米长
的园形木棍作手杖，尖端是茅
枪利器，空心的木棍放上羽毛
箭，用口吹气，即能杀伤几十
米逺的野兽，一物三用。靠山
识鸟音，近水知魚性、山地人
最相信看风色鸟鸣虫叫的相
傳经验，出门远行中途若有不
吉祥鸟音马上折回，砍伐干净
的谷坊若有不祥的鸟音，也不

惜放亲。他们能辩别鸟类啼
声，来去的方向，是吉是凶，都
很灵验。他们没有宗教，唯一
信仰祭拜天神。遇有村民丧
事，大家停工一天表示致哀，
遗体一般火葬。他们本性纯
洁驯良好客，重情重义。华族
由祖国来此，从商定居者多是
客家人，与朥族通婚者不计其
数，有的还带回祖籍国。至以

“讨米浆”习俗，到1970年政
府和各教会在此创办学校后
即被全面废除。

六、结束语
1945年8月日冠投降，我

返回坤甸市方知老父、两位兄
长和一位姐夫已被日寇杀
害。据统计于 1942-1945 年
期间，包括社会名流、知识份
子、首长、苏丹(王子)、财主商
人、记者，西婆罗洲有两万一
千多人，被日寇集体屠杀。为
此，政府特在距坤甸市八十公
里的东万里镇(Kuala Mandor）
建了一个烈士纪念碑。

闻悉 1945 年 7 月，特务
队长中谷曾带领一队 10 多
名日军去上候县(Sanggau)平

乱视察，被该村领导的华人
用计，设宴欢迎灌醉后，被村
民用大刀砍杀消灭。幸好八
月十五日，日本天皇下令日
军投降，否则将遭日军疯狂
报复屠杀，令更多西婆罗洲
民众受害。

根据历史记载，西婆被
捕的烈士，集中在坤甸监狱
里，挨饿多日，身体虚弱，双
目无神，双手绑着，用黑布套
罩头脸，午夜用军车载往东
万律森林，带到挖好的地坑
边沿，用木棍猛击头颅，再一
脚踢进坑里掩埋。有一位好
奇的猎户曾经爬上树梢亲眼
目睹此惨剧。

日军投降后，荷印政府调
查团遇难家属去现场视察，我
也随行，亲睹被埋尸体的土坑
不深，野兽嗅到异味，用爪扒
挖松土，暴露尸骨成千上万，
骷髅头颅破裂，肢骨残碎散布
在草地上。残酷的屠杀场面，
惨不忍睹，直看得人义愤填
膺、切齿不忘。

时光易逝，几度改朝换
代，印尼华裔是世间最悲惨的
孤儿，灾难何其多?竟然历次
任人蹂躏、抢劫、焚烧、奸杀，
所谓人道、公理何在?西方人
权主义者夫复何在？华裔历
来势弱无为，惟愿祖籍国益发
强大，足以庇佑海外华人，则
于愿足矣！

（全文完。本文段落小标
题乃整理后所加）

■ 上海沈建南整理供稿 ■ 香港吴文根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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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锐评 毛伊岛大火能否警醒美国政客？ 《珍惜》读后感
■ 万隆：黄景泰

2023 年 8 月 10 日周四
印华作协万隆分会新任主
席洪念娟女士发文字信息
告知印华作协总部会员丘
菊荣女士给笔者赠送她今
年 3 月 新 出 的 文 集《 珍
惜》，要 笔 者 到 某 个 文 友
的店铺去领取。

8 月 15 日中午路过那
位文友位于市中心的店领
那本书后，立即告知丘女
士其新书已在手，也会给
她写读后心得。

今天 8 月 17 日国庆日
趁着这个公假日试试看写
着一篇读后感。喜读《珍
惜》这 本 文 集 ，笔 者 发 现
这一本文集的内容基本上
可分为：

亲情篇
《父 母 之 爱》、《一 位

母亲的心声》、《孩子——
祝福你们》等都属于亲情
篇。从这几篇文章可知作
者的父母对作者的关爱，
同时也能看出身为一个母
亲，作者很关心自己的儿
女。作者十分重视“家”，
因为世上最舒适的地方就
是自己的“家”。
人生篇

人 生 篇 这 一 类 包 括
《人 生 之 路》、《我 们 也 正
在排队》、《珍惜》、第 51 页
的《感 恩》等 。 读 了 这 几
个作品，笔者能感受到作
者 对 人 生 的 体 会 、领 悟 、
感想、品味。丘女士是一
个充满感恩的人，懂得珍
惜生活中所有的一切。

求医篇
《求 医 记》、《膝 关 节

痛》、《残酷的病毒》、《焦
虑症》等几个作品属于求
医篇。从此可见，丘女士
很注意自己和与自己很熟
悉 的 人 之 疾 病 。 只 有 如
此 ，她 才 能 更 加 注 意 保
健，爱惜自己的健康以及
保重自己的身体。

华教篇
华 教 篇 章 包 括《中 文

文 盲》、丘 菊 荣 毕 业 论 文
《雅加达西区华文补习班
的教学现状》、第 84 页的
《感 恩》等 。 细 读 这 几 篇
文章，可看出作者对华文
教育的热爱。身为第二代
海 外 华 人 ，也 是 前 华 校
生 ，她 不 忘 本 ，永 远 紧 紧
留住华夏之根。

游记篇
《不 丹 行》、《邦 加 四

日游》、《西加之行》、《感
受 五 大 宗 教 大 团 结 体

验 万 雅 佬 人 民 团 结 之
旅》、《Bunaken 的 海 底 公
园》、《越 过 高 山 横 掠
海 洋 —— 揭 亚 齐 神 秘 面
纱》这几篇游记一清二楚
地 记 录 作 者 去 过 不 丹
（Bhutan）、邦 加（Bangka）、
西加（Kalimantan Barat）、万
雅 佬 （Manado） 、亚 齐
（Aceh）的 点 点 滴 滴 和 所
见所闻，留下出外旅游的
美丽回忆。

总而言之，丘菊荣女
士《珍惜》中的真人真事、
善事、美文却确实实能反
映出真善美，具有一定程
度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

除 了 以 上 优 点 ，《珍
惜》也 有 几 个 缺 点 。 其
一，文集内容好像没按照
写作日期的先后或作品的
主题来分类，读起来有点
分散。其二，《珍惜》中有
两篇题为《感恩》的文章，
就是第 51 页的和第 84 页
的。如有这样的现象，作
者可把文章题目改为《感
恩》之 一 和《感 恩》之 二 。
其三，《珍惜》目录中的文
章题目与正文中的文章题
目有些差异，如：第 16 页
《父 母 之 爱》目 录 中 写 成
《母爱》，第 34 页《膝关节
痛》写成《膝盖节痛》等；要
出版印刷之前，作者务必
再次谨慎校对，为了避免
这方面的错失。其四，有
几个错别字或用词不当，
如第 18 页第 1 段第 5 行“我
化了九牛二虎之力……”中
的“化”该改成“花”；第 84
页第 3 段第 3 行“篇”要改
为“首”，因古体诗的量词
不是“篇”，而是“首”。不
过大体上来看，这些缺点
对《珍惜》整书内容的影响
不会很大，都是属于低级
的常误罢了。

出了《慈爱》、《立约》、
《感恩》与《珍惜》四本书，
由此可见丘女士是属于一
位辛勤的文坛耕耘者。在
海外能坚持多年用华文执
笔的女作者是不可多得。
除此之外，她的杰作不仅
在印尼《国际日报》、《星洲
日报》等其他华文报刊被
登出，而且也是录入于中
国、新加坡的一些文集与
报刊，这意味着其作品有
一定程度的水平。很希望
丘 菊 荣 女 士 能 不 断 地 动
笔，写出更真实的自己，活
出最美好的自己，记下有
自己风格的美文佳作，享
受 快 乐 无 限 的 人 生 。 共
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