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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瑞云环绕绵。诞辰景色艶无边。清钟唤醒是非焉。
和合苍生同拜愿，望慈光照盛南天。日华观礼亦机缘。

千年来
每年这一天都有
人在赛龙舟

在吃粽子
也有些人应节
写诗
此唱彼和
就这样乐此不疲地
一年又一年
在同一个框框里兜兜转转
一次又一次把
屈原溺死在
这一潭死水里

忽然记得有年台北
某大学校园在这一天
举行同性恋大会 因为
硏读离骚发现
屈原和怀王是他们
前辈

这是如何的创意

啊！诗人节
还是不要说了

余问耕

诗写端午节

与“徐霞客”一起重游云南
翻开十多年的岁月
记忆泡在两瓶贵州茅台里
浓浓的香气渗透思绪
醉倒云南
一山一水一树一木一景一物

贵州大地酿着的美酒香茗
在晚秋燃烧的一诗一句
一阵寒气无声吹过
我煮着暖暖的冬

今夕围炉
再邀徐君共品名产
行吟诗韵
让冬天开花

后记：参加首届《徐霞客杯》世
界诗赛得奖获赠两瓶贵州茅台，一
品痛快！

贵州茅台
曾原健

午夜梦迴
我听到隔壁
那座陈旧的冷气机
在呜咽……

漫长的炎夏
风儿
不满于圣婴的暴戾
罢了工
雨小姐莲步姗姗
未肯接班
在此如火如荼的时刻
谁来分担
用我的汗水代替你的汗水
这份苦差？！

今 年 2024 年 4 月
初 ，我 们 得 知 前 江 省 ，鹅
贡 东 部 因 乾 旱 ，加 上 咸
水 侵 入 ，导 致 居 民 处 于
缺 乏 食 用 水 ，儘 管 地 方
政 府 已 及 时 设 置 免 费 净
水 站 ，帮 助 居 民 解 困 。
可 是 ，乾 旱 日 子 延 长 ，咸
水 勇 猛 袭 击 严 重 ，政 府
淨 水 不 够 供 应 ，所 以 居
民 严 重 缺 乏 食 用 水 。 这
信 息 使 我 们 心 急 如 焚 ，
我 们 立 马 进 行 筹 备 援 助
计划。

十 万 火 急 中 ，我 们
几 个 人 的 微 力 ，只 能 买
到 40 立 方 淨 水 ；幸 好 一
位 善 长 人 翁 ，她 一 人 发
心 就 捐 助 了 40 立 方 ，一
共 有 80 立 方 食 用 水 ，我
们 非 常 高 兴 。 在 4 月 10
日 早 上 ，我 们 租 了 一 台
7 座 轿 车 ，从 胡 志 明 市
出 发 ；而 运 送 淨 水 车 却
从 同 奈 省 出 发 ，两 车 相
约 在 前 江 省 鹅 贡 市 一
所 学 校 门 前 会 面 。 当
到 达 时 ，已 有 几 位 地 方
政 府 官 员 等 候 ，他 们 协
助 我 们 叫 来 两 台 小 型
水 车 ，把 水 运 送 到 两 个
村 落 。 那 些 村 落 ，因 为
大 车 进 不 去 ，只 好 用 小
车 ，分 几 趟 把 水 送 到 村
里 一 片 空 地 上 。 住 在
深 处 的 村 民 ，高 高 兴 兴
拿 着 水 桶 来 装 水 。 有
的 用 脚 踏 车 推 回 家 ，有
的 挑 回 家 ，每 家 都 要 来
回 几 趟 。 来 拿 水 的 大
多 是 妇 女 ，老 人 ，因 为
年 轻 人 ，男 士 都 已 外 出
工 作 。

贡东部是前江省，东
部 的 沿 海 地 带 ，这 里 的
村 民 生 活 大 多 使 用 雨
水 ，只 有 小 部 分 居 民 有
自 来 水 ，但 水 力 很 微 弱 ，
常 间 断 。 今 年 因 乾 旱 ，
河 流 、小 溪 都 乾 枯 ；加 上
大 海 咸 水 入 侵 ，更 是 雪
上 加 霜 ，眼 巴 巴 看 着 将
要 收 成 的 果 实 ，因 没 有
水 灌 溉 ，而 一 天 天 的 枯
黄 掉 落 满 地 ，农 作 损 失
惨 重 ，居 民 一 瓢 一 瓢 眼
泪 。 而 上 天 却 欲 哭 无
泪 ，如 果 当 时 上 天 大 哭

一 场 ，那 些 果 树 就 有 救
了 ，现 在 都 枯 萎 了 ，农 民
的 心 血 前 功 尽 废 ，多 可
惜呀！

四 年 前 ，前 江 省 也 曾
经 遇 到 这 样 的 旱 灾 ，四
年 后 又 重 演 ，当 时 看 到
新 闻 ，听 到 这 里 居 民 说 ：

“ 给 黄 金 都 不 开 心 ”。 也
有 居 民 说 ：“ 两 三 天 都 没
水 洗 澡 。”似 乎 有 点 难 以
置信吧！

今 天 ，我 们 亲 临 此
地 ，送 上 情 义 甘 露 ，并 深
入 了 解 居 民 缺 水 情 况 ，
得 知“ 给 黄 金 都 不 开 心 ”
的 原 因 。 尤 其 是 住 在 深
处 的 人 家 ，他 们 没 有 车 ，
没 有 人 力 ，但 有 钱 也 不
知 道 要 去 哪 里 买 食 用 水
过 活 ，所 以 ，给 黄 金 都 不
开 心 的 。 当 时 的 处 境 ，
灾 民 只 盼 望 有 热 心 人 给
这 里 村 民 捐 送 食 用 水 ，
同 时 希 望 上 天 早 日 下
雨 ，有 水 食 用 之 馀 ，才 可
以 痛 快 的 淋 浴 ；不 然 ，真
的 捨 不 得 一 大 瓢 、一 大
瓢地将净水淋在身上。

今 年 初 天 气 特 别 炎
热 ，当 夏 天 降 临 时 ，大 家
彷 如 处 身 于 火 炉 中 。 这
些 日 子 ，大 家 都 皱 眉 叹
气 天 气 真 炎 热 呀 ！ 一 天
要 洗 几 趟 澡 ，要 喝 几 壶
冰 茶 来 缓 解 炎 热 。 当 我
们 一 天 洗 几 趟 澡 时 ，乾
旱 灾 民 几 天 才 能 洗 一 次
澡 ，我 们 可 想 象 到 ，这 些
日 子 他 们 是 多 么 的 难
受。

我 们 送 水 到 前 江 省
和 槟 椥 省 几 个 市 镇 ，目
睹 居 民 缺 水 的 困 境 ，内
心 未 免 难 过 ；但 另 一 面 ，
看 到 居 民 团 结 ，互 相 照
应 ，地 方 政 府 人 员 大 公
无 私 ，积 极 为 民 服 务 的
精 神 ，患 难 见 真 情 ，我 们
该 给 他 们 点 赞 。 此 外 ，
有 很 多 海 内 外 各 地 善 心
人 士 也 及 时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帮 助 乾 旱 居 民 渡 过
难 关 。 由 此 见 得 人 间 有
爱 ，处 处 温 暖 ，热 心 可 以
融 化 悲 哀 ，当 你 能 给 予 ，
你 就 能 感 受 到 满 足 与 成
就。

焯婷情义甘露
我母亲是一个平凡的

妇 女 。 在 上 个 世 纪 20 年
代初叶，母亲于广东潮州
浮山许厝出生。先祖曾为
官前清时代，书香世家，但
却没有田地，子孙多开书
塾授课家乡子弟，家道清
贫，但母亲年少时却极为
好学。

民初的中国陷入军阀
割 据 ，战 乱 连 绵 ，民 不 聊
生，没奈何下，我两个舅先
后挥泪辞别娘亲、辞别家
乡，跟着村中上辈“过番”
去了。大舅落府金边（柬
埔寨），二舅去了𥸎罗（泰
国）。当时，我母亲年纪还
小 ，10 多 岁 而 已 。 那 年
代，农乡女孩子多不识字，
我妈是少有的例外；她曾
上书塾唸书，喜在月光下
唱曲给同辈姊妹听，（妈多
次提到一本《飞龙乱国》的
剧本，可惜在越南我找不
到 这 本 书）。 20 多 岁 时 ，
母亲就出嫁，丈夫是林厝
村 人 士 。 公 公 很 早 便 逝
世，家里也没田地，听说先
祖在新亨村有一块土地却
被地方政府徵收盖了一个
市 集 。 奶 奶 很 年 青 便 守
寡，抚养五个子女，家境也
很清贫。后来我大伯跟随
村人“过番”去了暹罗（泰
国），三个阿姑先后嫁人，
我爸往来山湖（玉湖）及炮
台，向办出口的厂家认领
绣花原附料回来交给村里
女性做手艺加工，家庭有
点 收 入 也 给 村 人 带 来 工
作。

当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汕
头不久失陷，往来船隻中
断，我爸也失业了，生活捉
襟见肘。紧接着是 1943 年
华南大地爆发大饥荒，饥
民遍野，无数拖老携幼奔
赴江西途上，两旁田野遗
尸无计，惨不忍睹，一家三
口煞着饥饿的日子。

中国 8 年抗战胜利，踵
接 而 来 是 中 国 内 战 。 在
1948 年 11 月，我爸终于辞
别奶奶，携带我妈及小小
的 我 随 着 乡 人 从 汕 头 登
船，奔向一片陌生士地的
路程。在临别时，奶奶老
人家热泪满眶，紧握我爸
妈的手哽咽说：“你们在外
地要好好相爱，记得明年
回来过年。”可是她怎会知
道儿子此去竟成永别！

我们在法属时代的越
南西贡码头登陆，开始了
一种人地生疏，语言不通
的新生活。

我们最初住在第四郡
蓝 纸 烟 厂 后 面 一 个 贫 民
窟。这里原来是一个近似
乱葬岗的墓场，人家填上
了泞泥盖上一批茅屋租给
外来的人们，房子周边还
有不少坟墓，有的有一块
随便刻着一些字的石牌，
也有木板又有没牌的。整
个贫民窟水电全没，茅屋
简陋低矮又潮湿，卫生环
境极差，晚上只点亮一盏
小小煤油灯，睡在一张破
旧帆布床，只消伸手一抓
蚊子便可捉到一大把。

我爸开始做一些初到
西 贡 的 乡 人 常 做 的 小 生
计 —— 挑 一 担 蚶 壳 草 汁
过 领 公 桥 到 对 岸 六 省 火
船 头（ 即 西 贡 白 𥸎 码
头），码 头 上 下 船 的 人 货
与 游 人 十 分 拥 挤 。 阿 爸
生 意 不 错 。 我 妈 则 跟 着
大 家 到 河 边 剥 浸 在 水 里
的 大 树 干 的 树 皮 回 家 晒
乾 作 燃 料 ，同 时 到 公 共

“ 水 龙 头 ”挑 水 回 家 做
饭 、洗 衣 服 、洗 澡 …… 水
龙 头 那 批 专 门 为 人 家 挑
水 的“ 水 虎 ”整 天 插 桶 争
位，我妈的水桶经常被挤
在 后 面 。 一 次 碰 上 我 爸
还没出门，见我妈没挑水
回家便跑去看个究竟，知
道 原 委 后 ，他 大 怒 地 把

“ 水 虎 ”的 水 桶 抛 掉 了 。
争吵下我爸出手揍了她，
殴 打 发 生 被 捉 到 警 察 局
（派 出 所）。 幸 而 住 在 隔
壁 的“ 潮 安 伯 ”（他 是“ 老
乡 客 ”，会 说 地 方 话 。）闻
讯后，他急忙赶到警局向
警 官 说 情 ：我 爸 是“ 新
客 ”，言 语 不 通 ，不 懂 法
律 ，请 从 轻 发 落 。 于 是 ，
我爸被保释回家。后来，
那 班 挑 水 的“ 水 虎 ”再 也
不敢欺负我妈了。

一 段 时 间 后 ，我 们 迁
居到第二郡（即今第一郡）
记功街。我爸在记功街与
潮州街（今阮公着街）路口
琳 琅 书 局 左 旁 开 了 一 个

“西湖冰室”的冷饮店。冰
室就在逸仙中学校楼下，
顾 客 大 多 数 是 该 校 的 学
生。冰室兼卖梨子、苹果、
木瓜、西瓜等各种水果，生

意相当火旺。阿妈一直忙
禄，整天忙着烧饭洗衣服，
送我们几兄弟上学读书，
没有一刻闲着。（那时我已
有了两个弟弟）。读逸仙
小学时，我所穿的衣服都
是妈一手缝的。家里不曾
有缝衣机，妈却能以双手
剪缝的。

1955 年 那 年 ，我 爸 被
一个朋友唆使搞起买卖土
产生意，主要把菜蔬瓜豆
辣椒到金边去出售，结果
亏了本，我爸失败了，还背
上一大笔债务，到最后西
湖 冰 室 也 无 法 把 持 而 关
掉。

打 从 这 一 年 开 始 到
1959 年 里 ，我 们 家 境 陷 入
极为艰苦的日子。生活不
隐定，也没有固定的驻脚
之 地 。 1958 年 ，再 一 度 举
家南下西部金瓯省谋生，
但最终还是重回西贡。在
金瓯一年多时间不算长，
却给成留下深刻的纪会，
我 永 远 深 深 爱 上 这 片 土
地！

重 回 西 贡 后 ，生 活 依
然非常艰困。我爸在第一
郡滨城菜市场后的嘉隆街
巷子里租了一个房间安定
下来，靠推着一部车卖红
绿豆冰来维持整个家庭生
活。当时，我则在提探街
一家豆腐店打工；父母把
两个弟弟送进阮攸街海南
华人学校育秀小学读书。
60 年代初叶，我家庭增加
了两个新成员：一个妹妹
及一个小弟，生活稍有改
善。我妈更加忙禄，那时
她 40 多岁。

后 来 ，我 被 阿 妈 叫 了
回来继续去读书，上越文
中学；妹妹及小弟也先后
在育秀学校读书。

踏 进 1967 年 ，我 们 家
庭生活已确实有所改善。
那是我爸得到一位家住旧
邑的朋友帮助订造了一部
甜汤车（甜品档），摆在黎
圣宗街与阮忠直街街口卖
甜品。此时，我妈更加忙
碌了，她把莲子去外膜、蒸
莲子、煮薏米、煮红枣……
都是繁琐的手工（只有去
掉 莲 子 蕊 是 大 家 的 工
作）。每天天还没亮，我妈
便要起身工作，还好有了
煤油炉，可省去添柴加火，
减掉一点忙。

1972 年 ，我 爸 卖 下 隔
壁巷子里的一栋平房，我
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这也是我们历经多少年风
风浪浪、东迁西移后最终
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
都是爸妈许多年来辛劳不
懈得来的成果！我们家庭
经营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妈 妈 虽 生 于 家 道 清
贫，但知书识礼，她一生相
夫教子、勤俭持家、贫而不
贱，富而不娇、不念旧恶、
乐善好施。

妈 妈 是 位 贤 妻 良 母 。
当我爸生意失败时，妈妈
无怨无悔地与丈夫同甘共
苦、患难与共、从不向别人
诉苦。若弟弟在巷子里与
别家孩子争吵打架，妈会
先把孩子拉回家责备，不
管是谁的错，她说：“你们
阿爸为找三餐已经够辛苦
了，你们还想给他再添麻
烦吗？”

记 得 年 节 拜 祭 神 明
时，邻居有鸡有鸭三牲俱
全；而我们家贫，妈提早大
清早便拜拜，但只有一杯
清 水 ，一 碟 大 米 ，三 柱 清
香；若比较充裕时会有几
个 托 邻 居 购 买 的 来 的 甜
包、潮州韮菜粿或红桃粿
来祀拜。

当 年 弟 妹 唸 书 时 ，获
得育秀（西贡三民）学校韩
觉珍校长体念家境不佳而
分期缴学费。当妹妹成绩
优 异 ，获 学 校 颁 发 助 学
金。后来，当生活得到改
善后，妈妈婉谢不再领取
妹妹的助学金。妈对韩校
长说：“请留给别的清贫学
子吧！”

我妈也经常捐助社会
各慈善机构，如第八郡森
举的丰富会舘；而且，我妈
常对巷子里家境不好的老
人给予帮助。

有 机 会 在 一 块 时 ，妈
总与子孙们重温那些困苦
的岁月的往事，老人家总
怕子孙们“一朝有食忘了
三年飢荒！”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怎 知
于 1998 年秋天，我妈不幸
病逝，转瞬间今竟已 20 多
年，但妈依然活在我们身
为子女的心里！

在 我 心 海 深 处 ，还 有
无数说不尽的回忆！

妈妈，我们好想念您！

林松风

冷气机的悲哀
故人

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是电子的时空
但看
孩子用手机程式
点击童年
吃饭时专注着手机
睡觉时拥抱着手机

电子游戏
是全部的天地
身体都歪斜了
双手拇指还拼命按
独忘了爸妈在何方

没有亲吻、只有祝言
妳开心的笑了
相濡以沫并不俗气
无悔无求如我所愿
女儿的一束玫瑰花
比不上在耳根边呢喃的呓语
那是我对妳情真意切的祝言
爱妳一一老妻

潇洒红尘走乙回，年逾八十力方颓。
心情时刻青春挽，躯体提防疾病摧。
磨练诗书锺我意，唱歌酌酒约人陪。
精神矍铄生风采，聊寄心声一剪梅。

只今难以报劬劳，四载念思慈母刀。
遗训率循言后辈，安贫乐道不攀高。

儿童
谭仲玲

潇洒红尘缘
江国治

送给妳
——儿女们的母亲

浮萍

“母亲节”寄慨
王国华

怨谤抛开礼义尊，
昔时情重谅仍存。
中人暗箭旋伤己，
君子绝交毋恶言。

心灵小语
雅心

微躯款步行，日夕共阴晴。

结队寻生计，同心继衍荣。

筑窝长运作，裹腹苦劳耕。

蝼蚁非闲寂，人生得趱程。

同庆长街逛，五花侵眼投。
食摊排列市，跑腿喊嘶喉。
酒绿灯红醉，莺歌燕舞优。
旧情人事物，索向梦中求。

绿野乡郊不染尘，山清水秀眼前新。
闲居独钓心舒畅，柳绿花红处处春。

忆堤岸
山夫

浣溪纱

佛诞清和望日（藏头格）

卓定江

郊野春光
郭庆

劳动节感写
温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