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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好诗：《沉默的大海》

被中国“冤枉”的加拿大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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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华人应该不会忘记，
2018年12月1日，华为高管孟晚
舟途径加拿大温哥华时被无理
拘捕，美国随即向加拿大要求引
渡。加拿大法院定于12月7日
就此事举行保释听证会。12月
11日，加拿大法院作出裁决，批
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的保释申请。

凑巧的是，中国国安机关也
于 2018 年逮捕了 2 名在华从事
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
(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
弗(Michael Spavor)，两人被指控
在华从事间谍活动，刺探中国国
家机密，并向境外组织传递情
报。但加拿大一直狡辩两人是

“冤枉的”。
康明凯和迈克尔被依法逮

捕，尽管中方掌握证据，按照司
法程序进行审理，但加拿大竟然

“激动”得几乎失去理性，一面污
蔑中国是对加拿大扣押孟晚舟

的“报复”，是“不可接受的任意
拘押”；另一方面纠集数国外交
官向中国施压，企图干涉中国
司法主权。

在美国推波助澜之下，整个
西方舆论都为两人“喊冤”，对中
国倾泻大量攻击性、抹黑性言
论，将此案当成妖魔化中国的重
点素材，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
形象。这些声音在美西方社会
影响了很多人的对华认知，成为
加拿大民众对华态度趋于“负
面”的转折点。

中国《环球网》报道，康明凯
曾担任加拿大驻华外交官和国际
危机组织东北亚地区顾问，2017
年至2018年间以伪造的商人身
份在北京、上海和吉林等地活动，
通过另一名中间人迈克尔收集了
大量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非公
开信息，并据此撰写报告。迈克
尔同样是以商人身份在中国境内
活动，多次拍摄解放军军事装备
照片，提供给境外情报组织。

两人被捕后供认不讳，2021
年丹东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康明

凯和迈克尔犯有境外刺探、非法
提供国家机密罪。在中国司法机
关审查康明凯和迈克尔间谍案期
间，加拿大政府一直为两人“喊
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责中国
司法机关的审判是“莫须有罪
名”。

2021年8月18日，孟晚舟引
渡案结束审理；9 月 25 日，孟晚
舟搭乘中国包机返回祖国。康
明凯和迈克尔同年被“驱逐出
境”，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社媒
上发文欢迎两人“回家”。他俩
在加拿大和美国受到英雄式的
接待，加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
两人还受邀出席美国总统在渥
太华议会的晚宴。西方把他们
当成抹黑中国的“活标本”，进行
政治化利用。

然而，两人回国后却意外低
调沉默，没有现身说法“揭批”中
国，让西方政客感到失望，臆测
是因被中国拘押的经历给两人
留下阴影而不愿回忆。后来大
家才知道他们的“苦衷”：真相和
加拿大讲的故事完全不同，两人

的沉默其实是帮加拿大“维护”
面子……

加拿大《环球邮报》近日关
于曾任加国驻北京、香港外交官
康明凯和商人迈克尔·斯帕弗涉
嫌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爆料，
还原了这个曾引起中加近年来
最大外交风波的案件真相，让加
拿大所谓“任意拘押”的指控失
去依据，成为弥天谎言，但加拿
大仍然“嘴硬”。

当初，加拿大对案件的渲
染，激起大量加拿大民众对康明
凯、迈克尔的同情和对中国的愤
怒，而今却证明是加拿大政府的
谎言。回顾加拿大对“中国间
谍”的炒作，以及对孟晚舟的“任
意拘押”等。加拿大应该向中
国，向被欺骗的加拿大民众和国
际社会道歉。

《腾讯网》于 11 月 19 日报
道，迈克尔及其律师正在就间谍
案一事与加拿大外交部谈判，以
寻求数百万美元的和解赔偿。
康明凯确实是加拿大情报人员，
但并非隶属情报局，而是外交部

“全球安全报告计划（GSRP）”
成员，该项目旨在“填补情报官
员留下的空白”，以外交手段收
集所在国相关的安全信息，所有
情报最终汇总到加拿大情报部
门，及背后的“五眼联盟”。不
过，康明凯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期
间，已卸下了加拿大外交官身
份，但情报部门认为他在中国收
集到的信息“很有价值”，于是要
求他继续保持“活动”。

迈克尔认为自己被康明凯
“连累”，康明凯照理无权招募人
手为他收集情报，但却指使迈克
尔工作。迈克尔承认曾将自己在
中国获得的一些情报分享给了康
明凯，而康明凯在他不知情的情
况下将情报传递给了加政府和

“五眼联盟”；这些说法印证了中
方的指控。康明凯在中国时常找
迈克尔喝酒套话，这或许是中国
将迈克尔视为“间谍”的原因。

如今，迈克尔觉得自己被“欺
骗”并要求加拿大外交部赔偿，而
加政府坚称迈克尔的相关说法不
实。但媒体爆料，加拿大司法和外

交部门正就此事与迈克尔进行秘
密谈判——这意味着嘴上为迈克
尔和康明凯“喊冤”的加拿大政府，
私底下默认了他们的间谍身份。

迈克尔对加拿大政府的指
控，不是在中国时“被逼”说出
的，而是获得自由两年多后在自
己的国家透露的，并由加媒报
道。事情还在发酵之中，容不得
特鲁多政府躲闪回避。

若将当年对中国的漫天“嘴
炮”，和现在迈克尔起诉加拿大
外交部的新闻相媲美，只能说加
拿大情报部门不枉跟“五眼联
盟”混了这么久，把“中情局”的
无耻学得那么快。难怪还有那
么多“愚民”，盲从地相信“独裁”
的中国“冤枉”了加拿大的“好间
谍”！

加沙涂炭风雨悲，
无良政客六腑黑。
美帝干材添烈火，
横尸万里血肉飞。
九州义愤万民起，
和平力量不可摧。
作孽终来因果报，
声讨豺狼共发威。
棉兰：陈德贤题诗

宿怨兵戎杀意浓，
深仇灭族锁中东。
硝烟四起加沙暗，
尸骨纷飞血染红。
体谅回徒沙漠恨，
妇孺命丧战火中。
无差轰炸人神怒，
美帝遵从小祖宗。
棉兰：廖世敬唱和

千年宿敌地天悲，
美帝挺以谋利黑。
狗肺狼心掀战祸，
平民性命肉骨飞。
巴方医院被炸毁，
卫地哈马不易摧。
霸道为非终应报，
中国善举誉名威。
万隆：文苗唱和

加沙战火人间悲，
浓密硝烟日夜黑。
美帝航编天海利，
以军戈箭陸空飞。
強食弱肉常规见，
人喊童呼寿命摧。
灭恶回归何日至，
太平世紀缺声威。
棉兰：田心唱和

腥风血雨罩加沙，
作恶黑心变更麻。
不讲人道放肆干，
米国挺腰军火打。
中国十四亿民愤，
世界苍生义愤发。
共讨狼心狗肺犯，
应果报应随时达。
占碑：郭春明唱和

以巴边倒干戈悲，
伤死万余天地黑。
反战呼声多国起，
以方导弹侵巴飞。
难民无处安家地，
哈马斯军被殘摧。
联国安全人道进，
可能引发三型威。
棉兰：孙国静唱和

加沙以炸谓文明，
战乱难书残暴行。
四野哀鸿尸遍地，
难逃劫运妇孺营。
宗教引发世仇恨，
领土纷争武力临。
宇宙若无美毒手，
球村融洽享和平。
棉兰：凌云雁唱和

恩怨不休千载缠，
以巴烽火漫天燃。
疯狂轰炸无存卵，
尸骨横飞哭枉然。
自古兵凶宜谨记，
而今战乱忆贤言。
残垣断壁空悲叹，
家毁人亡泪已干。
雅加达：苏歌唱和

战乱升温以国攻，
横飞血肉加沙熔。
陆空轰炸无侥幸，
灭绝族群歼敌踪。
置若罔闻联国谴，
推波助浪美妖宮。
欲除世纪千秋恨，
一举毁销巴国戎。
棉兰；黄升榕唱和

主反战爭两面刀，
金融大鰐赚全包。
你亡他死无关我，
资本操纵幕后钞。
棉兰：许菁栽唱和

反战主流浪汹涌，
以军暴虐不能容。
裝聋作哑联合国，
挽救生灵岂能等。
巴厘：容仙翁唱和

滥炸狂轰哀怨呼，
生灵涂炭自成图。
以舔美狗全球谴，
除暴安良道不孤。
棉兰：寒松子唱和

涂炭生灵天地悲，
高人神棍自瞎吹。
忍无可忍联军起，
横富暴徒无处归！

雅加达：老顽童唱和

巴以战争烽火绝，
以军人性滥杀削。
浇油美帝失民意，
各国劝和方为决。
巴厘：意如香唱和

千年怨恨以巴埋，
激战加沙百姓哀！
停火呼声成号筒，
和平日子永拜拜！
万隆：陈星唱和

俄乌战乱犹未熄，
哈以烽火又燃起。
巴勒斯坦加沙地，
遍地都是人间狱。
星洲：林文良唱和

俄乌炮火冤魂奠，
以巴杀戮血泪溅。
黑手一朝点战火，
苍生十载生死劫。
万隆：侯斐珍唱和

以巴争斗惨局拖，
炮炸连绵残酷磨。
涂炭生灵如草芥，
横尸殒命血成河。
人神共愤遭责谴，
美帝孤行搅战火。
促盼和谈良上策，
太平岁月万民歌。
巴厘：许巧云唱和

兵戎相见以巴宣，
战火硝烟漫敌天。
断壁残垣尸遍野，
医房难所尽遭歼。
呼吁两国速停火，
美帝坚持唱反间。
正义止戈声讨起，
眼前因果问苍天。
棉兰：雁儿唱和

战火加沙离体牺，
遗尸焰烟渡悲疲。
资产美帝登高崖，
戈箭持兇为打吹。
欺霸強施时乱规，
无保寿命苦衰萎。
除蛇灭惡何日嘻，
世纪和平声力差。
棉兰：文平唱和

领土纷争宿怨悲，
加沙战火炮烟黑。
无差屠杀骨尸溅，
滥炸狂轰血肉飞。
涂炭生灵如炼狱，
声援止战世人推。
中东美以豺狼共，
道义全无失国威。
北干：李庭蓁唱和

叶竹的诗我一定看，而且
好好地看。但是，《沉默的大
海》，一看，我就感受到一种异
于一般的诗意。一读再读，更
读出了其触目惊心的冲击力。
诗思明朗而新颖，诗情抑郁而
喷发。

开头一句：大海。但是，在
我们眼前展现的大海，不是我
们通常想像的那种没有静止
过，甚至是汹涌不断的大海，而
是“沉寂的像一尾翻白肚的鱼/
睁着圆圆的黑眼珠/如灰暗的天
空”。那是像死了或者像在死
亡边沿的鱼的沉寂的海。这大
海，“一片无声的呜咽/在心里汹
涌/它想投诉什么”。那是受冤
屈，想投诉而又无奈而只能沉
默的大海啊！

这是诗人创造的非常形
象、生动又十分真切的大海的
画面。紧接着，诗人又进一步
放飞他的幻想，呈现更为深刻
的海的意境。“只有欲哭的云知
道/骤把飘散的海水/蒸发成一
滴/红色的/泪/重重地/向你我的
胸口/撞来”。那云也许是诗人，
也许是所有有良知的人，把一
滴红色的泪向你我撞来，向世
界撞来！

从此，我们通常看到的没
有静止过，甚至是汹涌澎湃的

大海已不复存在；从此，我们已
经听不到海水的欢唱，已经看
不到海豚的表演，纯净也已经
不复存在。这一段诗句的语气
和用语虽然相对平和一些，但
流露出的是丧失最珍贵的东西
的伤情和悔恨。

作为诗歌的结束段，诗人采
用非常诙谐但辛辣的用词，揭示
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矮矮
的排水管/ 喷出长长的罪行”，

“美丽的樱花羞涩地/ 撒向大海/
开放出黑黑的/ 永不凋谢的狰
狞”。诗句至此戛然而止，让读
者慢慢寻味，咀嚼诗的韵味。

《沉默的大海》展现给读者
的形象、生动的画面或意境是
那么动人心弦，耐人寻味；这首
诗的遣词用句也非常不一般。

“红色的/泪”、“向你我的胸口/
撞来”、“集体仰泳抗议”、“矮矮
的排水管/喷出长长的罪行”、

“美丽的樱花羞涩地”、“开放出
黑黑的/永不凋谢的狰狞”，也都
是蕴含强大的震撼力。

叶竹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
第三代华裔。曾与北雁合集出
版《双星集》《双星集2》，与香港
作家东瑞合编:《印华新诗欣
赏》。主编双周刊千岛诗页，现
任印尼东区文友协会主席。

我以为《沉默的大海》是一
首难得的好诗，你说呢？

沉默的大海

叶竹
大海
沉寂的像一尾翻白肚的鱼
睁着圆圆的黑眼珠
如灰暗的天空
一片无声的呜咽
在心里汹涌
它想投诉什么
只有欲哭的云知道
骤把飘散的海水
蒸发成一滴
红色的
泪
重重地
向你我的胸口
撞来

从此
听不到海水的欢唱
海豚也不再表演花样
成群结队的
不知名的鱼
集体仰泳抗议
极力要回
再也回不来的纯净

矮矮的排水管
喷出长长的罪行
美丽的樱花羞涩地
撒向大海
开放出黑黑的
永不凋谢的狰狞
（写于2023年 8月 24日，

海洋受难日）

李约翰的功绩
《生活》杂志（Life）在1949年9

月26日刊登了罗伊·罗万（Roy
Rowan）的一篇报告，报告题为《走私
到印尼的枪支与圣经》（Guns-Bi-
bles-are Smuggled to Indone-
sia）。在文章的首页刊登着李约翰
手持圣经站在船尾位于荷兰封锁海
域时的照片，照片名为“走私之旅的
前 一 刻（before a smuggling
trip）”。事实上，“走私”（smuggling）
这一术语的使用从印尼的角度出发
明显是不对的，更恰当的表达应该
是“突破荷兰的封锁”。

埃里克·塔利亚科斯佐（Eric
Tagliacozzo）（2007）认为，在殖民
统治时期，对于“走私”的界定还
很模糊，并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不断变化。例如，有一段时间，
大米曾被列为走私物品，但在其
它时期并不属于走私物品。一般
来说，军火和鸦片是被禁止运往
海外的。但随着领土边界的变化
和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处理这
一问题的相关政策也随之变化。
如果以个人的名义进行走私活
动，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然而，
塔利亚科斯佐（Tagliacozzo）却在
金万安（Kim Ban An）轮船走私案
中指出了一项新的变化。金万安
的船只本打算将360担黑胡椒运
往槟城，但却于1873年8月在亚
齐海域被荷兰当局截获。订购这
批商品的是槟城著名商人戈拉
姆·迈丁萨（Golam Meydinsah）。
但提供船只租赁的则是洛林吉莱
斯皮公司（Lorrain Gillespie and
Company），该公司是一家英荷联
合公司。该案件在巴达维亚进行

审理时，荷兰殖民事务部部长
（Menteri Urusan Koloni Belanda）
也出面提供了相关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宣
布独立。一心想夺回统治权的
荷兰政府却不予承认。由于受
到人才资源、技术设备、基础设
施以及财政能力的限制，印尼新
兴政权的巩固之路举步维艰。
印尼政府尝试通过向马来半岛
和泰国出售橡胶等自然资源以
换取外汇，然后再用这些外汇来
购置印尼国军抵抗荷军所需的
武器装备，有时还会采用飞机运
输这些物资。为了阻止印尼共
和国充实国库和获取武器供应，
荷兰便封锁了印尼海域。

当时还有很多前二战时期的
武器遗留在菲律宾和泰国等东南
亚国家，这些武器在新加坡进行买
卖。新加坡的华人也参与到这类
交易中。1947年，据上述提到的
《生活》杂志（Life）报道，当时每个
月的武器交易额达到300万美
元。但在这些交易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荷兰对英国施压，武器买卖便
从原来的马来半岛转移到泰国的
普吉岛。于是，李约翰也动身前往
泰国。与他共事的是驻曼谷的印
尼代表（外交官）伊扎克·玛迪
（Izak Mahdi），而伊扎克也得到约
翰·科斯特（John Coast）的协助。

约翰·科斯特是日本占领时
期在曼谷被俘虏的一名英国人。
他被迫成为一名劳工，参与修建通
往缅甸（Birma）的铁路。他在日本
集中营时认识了来自印尼的俘虏，
借此机会学习印尼语。二战结束
后，他在曼谷的英国使馆任职，后

来他又转去协助在泰国的印尼使
馆。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书名
为《革命新力军：在印尼的冒险和
政治活动》（Recruit to Revolution：
Adven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
nesia），书中提到李约翰的故事。
当印尼驻泰国代表办事处的资金
快要用尽时，李约翰带着一批橡胶
货物及时出现，解决了印尼共和国
代表办事处燃眉之急。

李约翰的功绩得到政府的关
注。《生活》杂志（Life）就曾刊登过
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
mad Hatta）在与荷兰当局谈判前
与李约翰会面的照片。具体的会
面时间并未提及，但刊登该照片
的《生活》杂志（Life）出版日期为
1949年9月26日。因此这次会见
可能就发生在哈达前往出席在荷
兰举行的圆桌会议（Konferensi
Meja Bundar）的途中。

李约翰和哈达一家的关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很密
切。1988年8月，李约翰为庆祝
哈达生日（8月12日）和印尼共和
国独立纪念日（8月17日）送上了
花环。1988年 8月 19日，拉赫
米·哈达（Rahmi Hatta）对李约翰
的关心表达感谢并说道：“我们全
家都不会忘记李约翰少将在保
卫我们最爱的祖国时所做的一
切贡献，更不会忘记他在捍卫我
们权利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

1988年 8月 27日，面对上
帝的召唤，李约翰也冲破尘世
的封锁，长眠安息。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
设 中 的 角 色 和 贡 献（第 三
册）》。本篇未完待续）

徐老出书徐老出书
■华中人

一
一生爱好陪书刊

笔墨相随时日长

雅智文修一才子

赢来一手好文章

二
久年心血积佳章

苦尽甘来书味长

校史从今更灿烂

公诚勤朴永飘扬

注：徐老即徐安良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