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2月日寇佔領新加坡後，立即對愛
國華僑進行瘋狂報復，大肆虐殺愛國華僑。
抗日領袖陳嘉庚被懸賞100萬元在東南亞追捕
通緝。陳嘉庚在印尼南部小島避難期間，同
中國國內失去正常聯繫，但他仍心繫南僑機
工。在汪洋海島間漂泊逃難途中，古稀之年
的陳嘉庚用了13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他的
《南僑回憶錄》。書中記述了許多南僑機工
的事跡。
1942年5月滇緬公路中斷後，很多南僑機
工回到昆明後沒有工作，在街頭流離失所。
陳嘉庚讓他的得力助手、閩籍僑領侯西反和
在昆明的南僑機工白清泉等人，在昆明成立
華僑互助會，四處募捐，收留、資助流落在
外的南僑機工。陳嘉庚為籌款資助困難機工
給友人們寫信，希望「就近多多照料，因此
種專業技術人才，乃係國家命脈之血輪」。
陳嘉庚還支持侯西反、白清泉等人在昆明創
辦《南風》半月刊，繼續為南僑機工參加抗
日服務。
抗戰剛剛結束，陳嘉庚就指示莊明理向國
民黨政府提出了「八項要求」，其中包括辦
理南僑機工總登記、發放獎金、發放服務證
明書以及與英國政府研究機工南返手續等，
但這些要求提交國民黨政府後如石沉大海。
1946年6月，南僑總會推選陳嘉庚和莊明理
等五人組成南僑機工救助小組，專程拜會國
民黨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伍伯勝，當面提交
南僑總會的要求，敦促總領事親往南京為僑
民請命。陳嘉庚還親自致電蔣介石，要求政
府應資助救濟機工南回。
面對南僑總會提出的要求及各方壓力，國
民黨政府行政院反覆開會，推拖很久，才正
式出台了南僑機工復員南返辦法。為確保服
務在崗的機工及偏遠地區機工都能夠參加復
員登記，陳嘉庚要求國民黨政府在昆明、重
慶、貴陽、桂林或柳州，設立機工接濟所，
登記收容各機工。在南僑機工主要集中地雲
南地區，首先在昆明各報刊登機工登記啟
事；其次在沿滇緬公路重要城鎮設立通信

站，由機工組成的工作人員為機工登記服
務。
當時統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英國殖民當
局對南僑機工復員南返僑居地設置重重障
礙，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及駐新加坡總領館等
同英國的交涉工作十分拖延。陳嘉庚一再催
促施壓。直到1946年9月20日，英屬新加坡
和馬來西亞殖民當局才准許經審核的機工同
眷屬入境。從 1946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9
日，復員的南僑機工共467人，分三批返回南
洋，加上帶回去的眷屬約為千人，不到回國
機工總數的三分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因素，
留居國內的南僑機工大多遭受到種種猜疑、歧
視等不公正的對待，不少甚至被懷疑為「特
務」「漢奸」，受到批判甚至關押。許多人無
法找到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生活艱難，健
康惡化。陳嘉庚利用各種機會關心南僑機工的
境遇。他1955年到雲南、貴州訪問時，還專程
看望了留居國內的南僑機工。陳嘉庚去世後，
他的侄兒陳共存、孫子陳立人等秉承他的遺
志，多次前往雲南、貴州、四川、海南看望慰
問南僑機工。
中國改革開放後，華僑政策逐步得到重申
和落實，南僑機工歷史也引起有關方面的重
視並得到相對公正的評價。1985年，陳嘉庚
的侄子、當時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共
存，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勝利40
周年為契機，多次前往北京活動，爭取組團
前往雲南滇緬公路考察南僑機工善後工作，
以敦促當地落實南僑機工政策。
陳共存是陳嘉庚胞弟陳敬賢的獨生子，他
靠自己打拚成為南洋僑領。經過一年多的努
力，他終於爭取到全國政協、中國僑聯、國
務院僑辦的支持，和雲南省委、省政府的配
合。1986年11月，陳共存帶領南僑機工考察
團到雲南重走滇緬公路，尋訪戰後留在雲南
及中國國內的南僑機工倖存者，推動有關部
門和各地落實南僑機工政策。陳共存考察團
沿滇緬公路尋訪到了保山、大理和昆明的40

餘位70歲左右的南僑機工老人。
陳共存在考察後寫的《考察滇緬公路報告
書》中寫道：「由1939年至今已46年（當時
為1986年），此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尚未正式
記載，成為中國抗戰史上的一段空白。時過
境遷，這些無名英雄的事跡竟被遺忘。這段
歷史事實是一個最寶貴的歷史材料，可以矯
正年輕一代頹廢的思想，教導海內外的華人
華僑，為國家、為社會作出貢獻。」陳共存
的《報告書》受到國家有關部門和中央領導
的重視，極大地促進了南僑機工各項政策的
落實。與此同時，陳共存一行對南僑機工情
況的考察及其《報告書》，在輿論界和學術
界引起重視及反響，南僑機工這個群體的歷
史重新引起世人的關注。
陳共存於2015年10月27日去世後，陳嘉庚
的長孫陳立人接棒關心南僑機工及他們的後
人。2020年初，中國僑聯顧問陳立人又一次
倡導組團，探望南僑機工和他們的後人。大
病初癒的陳立人擔任名譽團長。他拄着枴杖
率領慰問團，於1月 3日至 9日赴重慶、雲
南、海南，看望了當年全球3位健在的百歲南
僑機工，慰問了不少南僑機工遺孀和眷屬。
正是在以陳嘉庚為代表的眾多愛國華僑的

努力下，才使得南僑機工的復員南返工作得
以基本完成。也正是陳嘉庚祖孫三代等海外
華人華僑領袖的關心和堅持，南僑機工及他
們的後人才獲榮光再現。南僑機工用自己的
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愛國情懷和民
族大義。而陳嘉庚作為他們的堅強後盾和領
路人，更是成為他們心中永遠的豐碑。今
天，當國人再次回望那段崢嶸歲月時，不禁
為南僑機工們的英勇無畏感動落淚；更為陳
嘉庚等愛國僑領的情懷與堅守肅然起敬。他
們用自己的生命和熱血書寫了一段不朽的傳
奇，為國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永恒的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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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坡上春耕忙

豆棚閒話

當第一縷春風輕柔地拂過，我們河南的魏家
坡便從漫長的冬日沉睡中漸漸甦醒。春風似一
曲溫柔的歌謠，喚醒了沉睡的土地，也喚醒了
鄉親們心中對新一年的期待。走進魏家坡，首
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依山而墾的田野。鄉親們已
在田間忙碌，將精心準備的肥料均勻地撒在剛
翻過的土地上，動作嫺熟而又充滿耐心。他們
知道，只有給予土地足夠的營養，土地才會回
饋以豐收的喜悅。肥料與泥土相互交融，彷彿
是一場生命與生命的對話。
播種的時刻終於到來。鄉親們手持種子，
小心翼翼地將一顆顆飽滿的種子撒入土地，
彷彿是在種下一個個美好的夢想。在魏家
坡，春耕不僅是農事活動，更是一種文化的
傳承，一種精神的延續。這裏的每一個人都
深知土地的重要性，他們尊重土地，愛護土
地，與土地建立了一種深厚的情感紐帶。這
種情感是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辛勤勞作
中培養起來的，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看着鄉親們在田間忙碌的身影，我不禁想

起了小時候跟着長輩們一起春耕的情景。那
時雖然年紀小，但也幫大人們撿石子、遞種
子，有時還給他們送茶水。在田間奔跑嬉戲
的時光，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憶。如今雖然
離開了家鄉，但每到春耕時節，那些畫面總
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
隨着時代發展，魏家坡也在發生變化。農
業技術不斷進步，春耕變得更加高效便捷。
現在鄉親們不再僅僅依靠傳統農具和耕牛，
現代化的農業機械也開始走進田間。這些機
械的使用不僅減輕了勞動強度，也提高了春
耕的質量和效率。然而，無論時代如何變
遷，鄉親們對土地的熱愛和對農耕文明的堅
守始終沒有改變，那份情懷難以割捨。
站在魏家坡的田野上，望着那一片忙碌的
景象，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鄉村的發展變化。
這片充滿紅色印跡的土地，正在煥發出新的
生機與活力。鄉親們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
在這片土地上書寫着屬於自己的故事，故事
裏蘊含着對明天的美好願景。

我和小于的認識，是一次偶然的機會。
周日晚上想在家陪陪年幼的兒子，周一又要上班，家離單位
雖然只有50多公里，但因不會開車，感覺也是遠在天涯。於是
掛了一個次日早上7點到雅安的網約順風車，很快被接單，車
主打來電話，問可不可以提前10分鐘出發，我答應下來。
次日凌晨車子準時到達我家門外。車主是一位30多歲的小伙
子，陽光、健談，姓于，洪雅人，在雨城區醫保局上班，上了
高速公路，我們聊了起來。一聊，竟然是雅職院畢業的學生，
這讓我有點意外。
雅安職業技術學院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高職院校，有學生

18,000多人，開設專業50多個，最有名的就是醫學衞生類專
業。小于說他是2013屆針灸推拿專業畢業，回到洪雅後經人介
紹到止戈鎮衞生院做了一年半的臨時工，後來參加縣人社局事
業單位公招考試，考到了漢王鄉衞生院。漢王是洪雅比較偏僻
的鄉鎮，山高路陡，地廣人稀，衞生院條件的艱苦就可想而
知。小于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吃在醫院，住在醫院，為
病人扎針理療，熱心服務，一幹就是7年。獲得了良好的口
碑。
後來看到有同學去考公務員，小于也動了這個念頭。公務員
是炙手可熱的鐵飯碗，對學歷不高的人來說，要考進去難度極
大。彼時家鄉招考公務員已經不招專科學歷了。眉山市最後一
次招考專科學歷就是丹稜縣。那一次小于在丹棱縣考了個筆試
第一，但面試時由於準備不足，過度緊張，結果落選了。小于
沒有氣餒，繼續去考。家鄉不行考外地。2021年8月終於考上
了雨城區醫保局。告別漢王鄉衞生院的時候，小于忽然有些不
捨。
車子從鳳鳴下了樂雅高速，過了收費站，右轉向雅職院經開
區校區而去。我問小于讀書的感悟。他說，讀書不行，隨緣就
好。小學和初中的時候，小于成績還是不錯的，可到了高中，
忽然有了厭學情緒。考不上本科就讀專科吧，小于報考了雅職
院，讀書期間盡力但沒刻苦，畢業後也沒能專升本。
雅職院畢業生的就業率是達到了95%以上的，但每年6,000多
畢業生中，能考上公務員的不多，大多數是進了技術性事業單
位和企業。那小于是不是有什麼背景呢？須知這個時代公平之
下，仍有拚爹拚媽拚背景的事情發生。
小于出生於縣城張花園街，那條街小時候我也見過，後來隨
着舊城改造消失了。小于的爸爸是小學校裏一名普通工人。媽
媽下崗後，經營麵食，後因病在家休養。妻子是南充人，自謀
職業，他們有一個三歲多的小孩。可見，這是一個普通的家
庭，靠的是努力奮鬥。
談起人生，小于說因為文憑低，沒有什麼規劃，能有一口飯

吃就滿足了。但我想，「無為而治」指的是古代帝王的治國理
念，「無為而無不為」 未嘗又不是普通百姓的人生路子呢。
這麼想着的時候，車子已經到了單位門口。下了車，我們非
常友好地留了聯繫方式，各自上班去了。

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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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九色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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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盧仝原籍范陽（今河北涿州市），寄居河南，自號玉川
子，是中唐時期著名詩人，一生隱居不仕，家貧卻不俗。
與孟郊、韓愈等詩人友好。著作有《玉川子詩集》。相傳
盧仝隱居河南時，有些惡爺威脅盧仝，他的僕人將此事告
與時任河南尹的韓愈。韓愈準備為盧仝出頭，但盧仝顧慮
惡少可能更加嬲怒，反而請惡少一群人喝茶，寫下一首
《茶歌》相贈。原詩很長，詩中描寫採茶、製茶、寄茶、
品茶的細緻過程。憑這幾碗茶，盧仝把內心顧慮訴說了，
最後用「乘此清風欲歸去」「到頭還得蘇息否」作結。韓
愈也佩服盧仝的氣度。不是杯酒釋前嫌，以茶代酒，倒更
瀟灑。可見詩人以誠待人，以茶息干戈，是一件值得人們
細味的功夫，這功夫猶如潮州人的功夫茶。
說到功夫茶，不得不提到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汕頭公
幹的經歷。那時汕頭一派小城風光，街上許多小攤檔，賣
牛丸店的門前擺着小木桌，一個年輕人手拿兩支圓木棍，
在一大件牛肉上用力拍打，原來手打牛肉丸是這樣的。在
款待我的午餐上，平日沒有喝茶習慣的我喝了不少「功夫
茶」，結果感到頭暈，有醉的感覺，原來我「醉茶」了。
從此，更不敢「滴茶沾唇」了。
約20年前一次體檢，發現血脂高了些。我想普洱可降

血脂，於是每天早上喝一杯普洱，一年後再驗，血脂竟回
復正常。可見，茶不但可以解憂，還真能降血脂。

──盧仝（唐代）

五十四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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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解碼

盧仝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節 選）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

己亥夏日
素仲配畫

良心茶遊記

在敦煌莫高窟那絢麗多姿、讓人目不暇接的藝術世界
中，九色鹿的形象宛如一顆獨特的明星，姿態優美，宛
若天使，令人難忘。今天，就讓我們走進九色鹿的傳奇
經歷，解碼牠背後那些動人心弦的故事。
這個故事源於佛經經典中的《鹿王本生》，牠被生動

地繪製在敦煌257號洞窟的壁畫《九色鹿經圖》上。這
幅畫寬390厘米，高58厘米，講述了一個在承諾與背叛
之間徘徊、在勇敢與善良中抉擇的動人故事。無論從題
材還是畫法上，這個故事都堪稱敦煌藝術的經典，創作
時間定格在中國南北朝時期。
這幅壁畫的構圖，那可真是「別有用心」。畫師沒有
按部就班地使用傳統的線性故事邏輯，而是採用了別開
生面的跳躍式敘事布局。畫面中心，是故事的高潮——
九色鹿對國王的控訴，猶如舞台聚光燈下的高光時刻。
而故事的開端和發展則巧妙地分布在左右兩側：九色鹿
的故事線從左到右徐徐展開，而國王的行動則從右向左
推進。這兩條故事線在背叛者的身上交匯在壁畫的中
部，使得最核心的衝突故事，凸顯出戲劇張力。
這種「多線敘事」的手法，即使在今天的電影和文學
作品中也十分獨特，更別提它是在一千多年前的藝術創
作中實現的，可見其超前性與藝術魅力。
這幅壁畫不僅構圖頗具匠心，色彩的運用更是讓人印

象深刻。畫師以純淨的白色作為九色鹿的主色，再用石
綠、赭石點綴，使鹿身色彩斑斕。周圍點綴花朵，還有
摩尼寶珠與鹿身的色調互相輝映，周邊的山石色彩則故
意偏向暗色沉重，通過傾斜的線條製造出一種不穩定的
危險感，讓觀者彷彿親臨這扣人心弦的場景。
更妙的是，這幅畫的山水元素與佛教故事創意融合，

不僅展示了藝術家的巧思，還將深刻的佛教哲理娓娓道
來：人性的掙扎、善惡的較量、慾望的因果代價、輪迴
的隱秘連接，一切盡在一幅畫中。讓我們再次解讀一下
這個傳播千年的故事。
九色鹿，是這片森林中神聖而美麗的存在。牠與烏鴉

是好友，烏鴉時常提醒牠，人的內心叵測，行善幫助他
們需謹慎。但九色鹿天性純善，某一次偶遇一位溺水的
捕蛇人，牠不忍袖手旁觀，將其救起。為防止有其他人
知其蹤跡，牠讓捕蛇人發誓絕不洩露自己所在位置。捕
蛇人爽快答應，還發下了毒誓。
然而，人性在利益誘惑面前往往不堪一擊。一日，王
后夢見九色鹿的絕美身影，懇求國王捕獲牠製成華衣。
國王於是許諾重金懸賞，捕蛇人見財起意，背棄誓言，
將九色鹿的藏身之地供了出來，帶領國王的軍隊去捕獲
九色鹿。當九色鹿出現在眾人面前，武士們的箭卻無法
傷牠分毫。九色鹿怒而向國王控訴捕蛇人的背叛，國王
大受感動，命人放棄捕獵，並懲罰捕蛇人，而捕蛇人最
終因果報應，全身生毒瘡，痛苦而亡。
九色鹿的故事看似簡單，卻蘊含佛教「因果輪迴」的
思想，貫穿其中的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映照出
人性的善惡，人在道義背叛中的掙扎選擇。
在欣賞這幅敦煌壁畫的同時，我們也彷彿穿越了千
年，與那個時代的藝術家、故事講述者產生了心靈的共
鳴。這不僅是一次視覺的藝術體驗，更是一場精神的啟
示，讓人默然深思。

●在莫高窟絢麗多姿的藝術世界中，九色鹿的形象宛
如一顆獨特的明星。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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