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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与美国政治：
自由、民主与权力争夺的反思

在 政 治 学 的 视 角 下 审
视 ，政 治 并 非 仅 限 于 国 家
机 构 的 运 作 ，而 是 涉 及 到
社 会 各 个 层 面 的 权 力 分
配 、资 源 调 配 和 决 策 制
定 。 此 外 ，政 治 还 包 括 了
各 种 社 会 组 织 、利 益 集 团
以及个体之间的权力争夺
和 相 互 影 响 。 因 此 ，对 于
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打压
行 为 ，我 们 需 要 从 政 治 学
的 角 度 进 行 深 入 反 思 ，考
量 其 中 的 自 由 、民 主 以 及
权力争夺等因素。

首 先 ，言 论 自 由 作 为
现 代 社 会 的 基 本 价 值 之
一 ，在 政 治 学 中 占 据 着 重
要 地 位 。 TikTok 作 为 一 个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为 用 户 提
供了表达意见和观点的自
由 空 间 ，这 体 现 了 言 论 自
由 在 数 字 时 代 的 重 要 性 。
然 而 ，美 国 政 府 对 TikTok
的打压行为可能对言论自
由 构 成 威 胁 ，因 为 这 会 限
制 用 户 的 言 论 权 利 ，从 而
违背了自由社会的核心原
则。政府在处理此类问题

时 ，应 当 着 重 考 虑 言 论 自
由 的 保 障 ，而 不 是 采 取 单
方面的打压手段。

其 次 ，在 民 主 政 治 的
理 念 中 ，政 府 的 决 策 应 当
经 过 公 开 透 明 的 程 序 ，以
尊 重 公 民 的 权 利 和 自 由 。
然 而 ，美 国 政 府 对 TikTok
的打压似乎缺乏民主程序
和 透 明 度 ，这 引 发 了 对 民
主原则的质疑。政府在处
理 类 似 问 题 时 ，应 当 更 加
注 重 公 民 意 见 的 参 与 ，通
过 合 法 、公 开 的 方 式 解 决

争 议 ，而 不 是 采 取 不 透 明
的行动。

最 后 ，人 权 作 为 普 世
价值，包括言论自由、信息
自 由 等 在 内 ，应 当 得 到 充
分的尊重和保障。政府对
TikTok 的 打 压 行 为 可 能 会
对 用 户 的 人 权 造 成 威 胁 ，
例如限制言论自由或滥用
个 人 数 据 ，这 涉 及 到 了 人
权 保 障 的 核 心 问 题 。 因
此 ，政 府 在 行 动 时 应 当 切
实 尊 重 和 保 护 人 权 ，确 保
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基本的

自由和权利。
笔 者 认 为 ，美 国 政 府

对 TikTok 的 打 压 行 为 引
发 了 对 自 由 、民 主 和 人 权
等 核 心 政 治 价 值 的 关
注 。 作 为 一 个 自 由 民 主
的 国 家 ，美 国 政 府 有 责 任
尊 重 和 维 护 这 些 价 值 ，而
不 是 采 取 单 方 面 的 打 压
措 施 。 我 们 呼 吁 政 府 能
够 通 过 民 主 、透 明 的 方 式
解 决 问 题 ，促 进 社 会 的 和
谐 稳 定 和 民 主 进 程 的 持
续 发 展 。

“ 印 尼 新 报 ”是 印 华
文坛资深作家，曾担当国
际 日 报 、印 华 日 报 总 编
辑，李卓辉老前辈创办的
电子版新报，其报刊字体
清 晰 ，图 文 并 茂 、鲜 艳 美
观，很受读者青睐好评。

新 报 内 容 丰 富 ，包 罗
万象，国内外大小热点新
闻，总是第一时间刊载报
道 ，并 有 几 位 资 深 评 论
家，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
正 面 中 肯 ，详 细 评 论 到
位 ，让 读 者 读 后 获 益 不

浅 。 还 常 有 介 绍 中 国 博
大精深的文化、历史英雄
人物，以及印华文友创作
的优秀作品，深受广大海
内外读者喜爱。

不 久 前 ，我 心 仪 的 作
家意如香老师，鼓励我把
作品也投给新报 ，每想到
经 常 侥 幸 被 刊 登 。 看 到
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 ，被
刊登在精致美丽的新报 ，
惊 喜 万 分 ，异 常 兴 奋 ，从
电 脑 下 载 后 ，爱 不 释 手 ，
因 此 激 励 了 自 己 更 加 有
信心继续创作投稿。

后来意如香打电话告

知，有计划把刊登在新报
的文章，下载收集成一本
彩 色 的“ 新 报 文 集 ”，邀
请我和夏之云，组成三人
合 集 ，真 是 让 我 受 宠 若
惊，雀跃万分。能与心仪
的意如香、夏之云伉俪的
佳 作 ，同 台 合 集 在“ 印 尼
新 报 作 品 集 ”，是 何 等 幸
运 ，是 我 做 梦 都 想 不 到
的。

意如香老师与夏之云
是 人 人 知 晓 的 世 华 文 坛
侠 侣 ，资 深 的 印 华 作 家 ，
经 常 获 得 世 界 华 文 比 赛
的 散 文 、诗 歌 、微 型 小 说
征文比赛多项优秀奖。

让我敬佩的是意如香
很有创意，计划将刊载在
印尼新报的文章 ，下载后
影印成精美彩色 ，图文并
茂 的 文 集 ，即 快 捷 又 美
观 ，鲜 艳 夺 目 ，真 可 谓 是

“中国速度”。
文 集 出 版 后 ，希 望 有

其他文友也能效仿 ，如法
炮制，也把刊登在新报的
文章，下载影印集成一本
彩色精美的文集 ，让千岛
之国的印华文坛 ，再掀起
更积极的创作热潮 ，为推
动印华文学，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作 者 系 印 华 作 协 井
里 汶 分 会 主 席）

我们的“新报三人作
品 集 ”，是 因 为 看 到 电 子
版 新 报 的 彩 色 排 版 插 图
精美，每一篇作品都有彩
色插图，觉得如果收集起
来复印成书，必然会是一
套精美无比的文集 ，因而
我 们 三 人（意 如 香 、夏 之

云 、云 风）商 定 ，就 把 三
人 近 几 年 来 在 新 报 发 表
的作品整理出来，竟然也
有三百多篇，遂决定即刻
复印成书，就有了如今的
《意 如 香 、夏 之 云 、云 风
新报作品集》。

首先要感谢的是，印
华资深老报人、新报总编
李卓辉老前辈，正是李总
多年来的厚爱，不断地把
我们的作品，第一时间在
新报里发表，才有了我们
三人的新报作品集，特再
次感谢李总的关爱支持，
并祝福李总身体健康，多
多保重身心，您的健康福
体就是印华文坛之福，更
是印华文学的宝贵财富。

我 们 觉 得 如 果 能 把
在 新 报 发 表 的 其 他 文 友
的作品，也收集起来复印
成文集，必将是印华文坛
的一件美事，尤其是李总
等具有分量的政论文章 ，

结 集 成 图 文 并 茂 的 作 品
集，就是一部印华文坛难
得的政论史册文集 ，是印
华 文 学 的 一 个 史 料 文 集
创举。

寥 寥 数 言 ，谨 以 此 作
为 我 们 三 人 合 集 的 后 记
之言。

新华诗人寒川，数十年来
在诗歌领域进行不懈的努力和
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深得广大诗友的青睐。寒
川，原名吕基炮，又署吕纪葆，
1950年生于福建金门。五岁南
去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大学，于
1965年开始文艺创作。其作品
以诗歌、评论、杂感为主，尤以
诗歌见长，诗歌作品主要有《火
中的诗》（与人合著）、《红睡
莲》、《岛屿五人诗集》（合著）、
《在矮树下》、《树的气候》、《金
门系列》等。寒川的诗歌创作
有着较为明显的风格演变过
程，本文拟按照年龄，将其诗作
大致划分为少年诗（20岁前）、
青年诗（21——30岁）和中年诗
（30岁之后）三个阶段。这种划
分方式当然过于刻板，但为了
阐述的方便，本文暂且采取这
种方式，归纳出不同阶段其诗
作的主要特点，并在特殊之处
进行说明。
乐观单纯、热情率真的少年诗

寒川少年诗主要集中于
《火中的诗》和《红睡莲》。这一
时期诗人处于诗艺的探索阶
段，诗歌类型多样，整体上具有
一种单纯向上的少年气质，并
明显受到中国现代诗“新月派”
和冰心哲理抒情小诗的影响。

一、积极的内容、明快的语
言和乐观的态度

寒川的少年诗洋溢着单纯
积极的气息，语言生动明快，情
感态度乐观向上，呈现出一种
鲜明的少年朝气蓬勃的气质。

这些诗常把青春、理想、友
情、爱情等作为书写对象，表达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
冀。如《诗的园地》，“许愿做一
个园丁/在荒芜贫瘠的诗土上/
默默地开垦/殷殷地耕耘”，表达
了对诗歌的热爱和追求；又如
《麦里芝池畔》歌颂友情的美
好，“虽则生活教我们不能时时
相聚/年青的生命可从不嗟叹/
不问逝去的日子多悲哀/让我们
纵情地把歌唱”；《谁知道呢》则
书写爱情中的苦闷心绪，“他相
信美丽的爱情唯有真诚/他把真
诚献给她/但她总教他烦恼/他
也许不被爱，谁知道呢”，感情
青涩稚嫩，但又极为纯粹可贵、

真切动人。
诗歌语言往往明快生动，

富有感染力。《华中，我的保
姆》，“华中，我的保姆/绒绿的青
草缀成她的衣裳/她七十三亩的
广阔土地呵/处处有花草播散的
清香”。华中，即新加坡华侨中
学，是新加坡华人文化传承的
重要基地。诗歌运用拟人的手
法，同时又有鲜明的色彩点缀
和敏锐的嗅觉描摹，更显活泼
明快。《征者》中，“让春风吹醒
绿的原野/让绿的生命在春风里
茁长”，“吹醒”、“茁长”等词富
有生命力，传递出一种明媚愉
悦的感觉。《记忆》中，“记忆呵/
在新的日子里/展现着色彩/跳
跃着热情”，意象新颖生动，“色
彩”、“跳跃”则营造出一种充满
激情、昂扬向上的青春氛围。

积极的内容和明快的语言
背后，体现出诗人乐观向上的
人生态度。面对生活，年轻的
主人公常常热情积极，纵情高
歌，“对着阳光/彩虹呵/表现七
彩/我的心呵/也憧憬着/一个多
彩的明天”（《彩虹》），“让诗人
伟大的笔呵/不分昼夜永远对着
生活歌唱”（《征者》）。即使生
活有时呈现出枯燥伤感的样
态，也不会损害主人公对未来
的满怀期待，自信能够驱散这
些不如意，“崎岖的旅途我们无
畏向前/明天的路程将更宽广更
平坦”（《希望》），“十七岁的生
命没有光芒/也未尝爱情的滋味
是甜是酸/横竖未来的日子还久
长/岁月里必有铁树和银花”，

“有那么一天乌云罩住了太阳/
我也要狠狠地上天把它驱散”
（《自勉》）。这些语言感情真挚
坦率，饱满充沛。即使在一些
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诗作中，
诗人也仍然葆有乐观的态度。

“你且睁大你的眼睛吧/看几束
曙光催生出一个黎明”（《你
许》），“何不埋葬腐朽的过去/倾
听历史的铃声如何把人惊醒”
（《迷失》），这些诗在语言、意
象、情感等方面都接近西方现
代派，但思想仍不失积极，在荒
诞的环境和悲伤的情绪中，仍
有对光明的渴望和坚信。当
然，偶尔也会有一些流露苦闷
迷茫情绪的诗作出现，但占比

不大。
二、情感的节制和格律的

讲究
根据寒川自述，他从15、16

岁就喜欢读诗写诗，早年喜欢
中国现代诗人如闻一多、冰心、
徐志摩的诗。闻一多和徐志摩
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冰心
则以哲理抒情小诗见长，他们
的诗风对寒川的影响，或多或
少都可在其早期诗作中找到痕
迹。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诗史
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崛起
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闻一
多、徐志摩等人为代表，大体以
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
期。前期新月派诗人提倡新格
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
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
向。后期新月派提出“健康”、

“尊严”的原则，讲求“本质的醇
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
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
式与现代派趋近。可以说，节
制情感和讲究格律是新月派的
突出特点，寒川早期诗作就具
有这类的鲜明特点。

首先是情感的理性节制。
尽管寒川少年诗具有浓郁的浪
漫主义特点，但并不是纯粹的
浪漫派。经典浪漫主义诗歌常
采取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以
情绪的自由表现和宣泄、夸张
的想象、语言恣肆等为特色，而
寒川书写情感时往往与之拉开
一定的距离，进行较为节制的
情感表达。《期待》书写恋爱时
的心绪，“一颗心无比的跳跃”，
应当是充满激情的，但诗人只
是将这种青春的激情转化成一
个含蓄的场景和动作，“落花，
枯叶/展一朵微笑/我又默默地
期待”，微妙地传达出悸动、相
思、期盼等复杂情绪。《因为爱
你》亦刻画了爱情里的微妙心
理，“因为爱你/竟不知要怎么

说/那一句话呵，那一句话/你也
许知道/我还是不说的好”，“因
为爱你/我的笑呵/露出幸福千
万朵/但使你爱我/让我摘一朵
送给你”，将强烈的感情客观化
为千万朵花样的笑容，把激情
隐藏在欲言又止的状态下，使
得情感表达更加真切饱满、细
腻生动。《血花的哭泣》是一首
哀悼祖母的诗，通过与祖母对
话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悲痛和对
祖母的怀念。“我再也不能对你
说话/泪花里想见你慈祥的微
笑/你也不会再对我说乖乖/因
为你——你已长眠在地下”，于
朴实的语言和节制舒缓的叙述
中，让人体味到浓郁强烈的情
感，真挚感人。

情感的节制也与格律的讲
究有关。新月派对新诗的格律
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探
索。在理论方面，闻一多提出
诗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
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指
诗的音节方面，强调音尺、平
仄、韵脚；“绘画美”指用词方
面，强调词藻的选择要秾丽、鲜
明、有色彩感，每一句诗都能形
成一个独立存在的画面；“建筑
美”则指诗的整体外形方面，强
调“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在
以“三美”主张为代表的理论指
导下，新月派诗人进行了积极
有效的探索实践，闻一多的《死
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都
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寒川许多
早期诗亦格律谨严。比如《马
来姑娘》，全诗共四节，每节两
行，每节字数虽不完全一致，但
大体是匀齐的；首节和尾节同
韵，遥相呼应，其他两节亦各自
押韵；在构图上亦具美感，“在
那阔而大的芭蕉树底下/孤零零
地站着一个马来姑娘”，广阔的
空间和微小的身影构成对比，
富有强烈的画面感，又如“尽管
迟归的昏鸦驮来满天云霞”，

“瞧那一道急灼而又害臊的眼
光”，生动传神，并带有浓郁的
地域风情。《小巷》更是明显带
有闻一多《死水》的影子。在形
体上，全诗共四节，和《死水》一
样每节四行，每行九字，方正整
齐，均衡对称；在音节上，每节
押韵，读来音韵铿锵，富有音乐
美；在语言上，亦善用修辞和对
比画面，“这里泛滥着绯色的梦/
廉价的脂香在此回荡/这里的青
春闪着泪影/吸血的妖魔纵姿癫
狂”，“这里哪有纯洁的爱情/爱
情已教金钱给典当/这里充塞着
野兽的性/礼义廉耻全都改了
行”，揭露了东南亚某些红灯区
的污秽情景，美丑对照迥异，更
加凸显诗人的批判倾向。诗的
最后一节更见对《死水》的模
仿，“这是一条污秽的小巷/这里
断不是美的温床/不如燃一把炽
热的火/看她小巷烧成什么样”，
呼应开头，表达了铲除丑恶开
辟光明的期望。对照《死水》，
可以说这首诗从格律到结构都
进行了有意识的模仿。其他还
如《麦里芝池畔》、《十二月》、
《自勉》等诗，同样音韵和谐、形
式匀齐。

三、哲理抒情小诗
寒川少年诗中还有一些简

短的小诗，主要收在《月光》、
《浮云》两篇里。这明显受到了
中国现代小诗的影响，尤其是
以冰心《繁星》、《春水》为代表
的哲理抒情小诗，对他的影响
更为明显。

关于中国现代小诗的概念
界定和发展轨迹，有不少学者
提出观点，吕进认为：“小诗是
诗歌的一种类型。小诗形式短
小，多则七八行，少则两三行，
是一种篇幅短小的诗体。它常
常采取以小见大，以一驭万的
办法，表现瞬间感觉或一时一
地之风景，富有余味。中国的
小诗创作兴盛于 1922 年和
1923年，它是在外国诗歌影响
下形成的，最主要的影响来自
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
和郑振铎翻译的印度诗人泰戈
尔的《飞鸟集》。当时，影响较
大的小诗诗人有冰心和宗白
华，他们分别著有小诗集《繁
星》、《春水》和《流云》。”这是比

较全面准确的。
寒川的《月光》、《浮云》明

显带有冰心的影子。这些诗形
体短小，一般在两到七行之间；
语言细腻婉约、纯美温静，多用
抒情咏叹的词句；在主题取材
上也对冰心有所借鉴，比如对
自然、母爱、婴孩的歌颂，对青
年人的勉励，以及一些哲思感
悟等。此外，寒川有些小诗还
涉及了爱情题材。这些诗往往
能对景物特点或情感心绪进行
较为细腻准确的捕捉。《月光》
中，“月光——静泻在草丛里/草
丛里/一只虫叫了/两只虫叫
了”，以有声衬无声，夜晚宁静
到虫子似乎能被月光惊动，短
短几行诗描绘出自然之静美和
谐。“这壁天堂/哪有你心灵的宁
静/除却零零的星星/还有谁在
喘息”，将人的内心与自然界联
系对照，能听到自然中幽微而
不知来处的声音，内心必是极
为宁静的，仿佛进入到一种天
人合一的境界。《浮云》中，“漫
步在花径/听发上东风的絮聒/
那一刻宁静的心湖呵/也不免丝
丝动荡了”，“黄昏——静夜/
在静谧的相思湖畔/想起伊人
含羞的倩容/我的心便堕入荒
野了”，“怎么尽是心跳呢/寂
静的夜晚/在乡间的小径上/残
照依依地/偏留下几番摇曳”，
描绘出瞬时的情绪感受和幽
微的心绪流转，余音袅袅，令
人回味。

不过，这些小诗也有一些
不足。有些诗流于浅显直白，
缺乏诗的含蓄美和意境美，比
如“撑一把桨橹/把小船轻划/看
他乘风破浪/看她飏向生活的宝
藏”（《月光》），没有营造出诗的
意境，读来没有余味，不耐琢
磨。有些诗则更像一种格言、
口号或咏叹，比如“山岗呵，别
了/感谢你付与我/自强不息的
精神”，“青年人/赞颂你的青春
吧/这无边的岁月里/我们又有
几个青春呢”（《浮云》），只有情
绪或感悟的直抒，诗味较淡。
当然，这些不足是小诗这一文
体本身容易产生的弊病，也是
初期写诗者经验不足、技巧不
够成熟所致。

（未完待续）

真诚的生命之歌
——论寒川诗歌风格的演变（1）

■ 厦门大学:费志萌

“印尼新报”意如香、夏之云、
云风作品集

■ 井里汶：云风

前 言

■ 巴厘：意如香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