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學人》前主編比爾．艾
默特（Bill Emmott）所著《西方
的 命 運 》 （The Fate of the
West），最近出版了，他因而撰
文指全球化大有問題，他從列寧
（Vladimir Lenin）說起：100年
前民粹主義造反者在蘇黎世策劃
布爾什維克革命時，寫了一本名
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
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的小冊子，
解釋為什麼革命已箭在弦上。
他在文中又提到兩卷本巨著

《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作者奧斯瓦爾德．斯彭
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說的
西方其時還沒有北約和歐盟，西
方指向歐美文明；他認為那是時
代最大的問題：自2001年以來的
外交事務、2008年以來的經濟事
務目睹眾多的挫敗之後，全球最
富裕的西方國家正日走下坡，而
衰落極可能源於不斷崛起的民粹
主義。
「全球化」一詞乃問題的核
心，那是民粹主義者所埋怨的對
象，乃新怪物：一套超越國家控
制的貪婪的權力、將環境塑造得
符合遠方外國人利益的經濟力
量；換言之，全球化已變成新帝
國主義，透過列寧及很多反全球
化主義者所言的金融資本、剝削
機制而形成的不安全感及無力
感。
從中可反映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寫作建議：能用短詞
時，就別用長詞；「全球化」一
詞的創造者要負很大責任；如果
當初聽從奧威爾的建議，採用
「開放」（openness）一詞，或早
已弄明白了；「全球化」易於招
民粹主義者憎惡，其怪異之處意

味着努力讓一切皆變成全球性，
謀求超越國家的世界性，雖然一
些企業將全球化納入戰略規劃，
但並沒有任何公共政策變得「全
球化」；全球國家沒有一個將全
球化確立為行動目標——除了英
國，但英國要退出歐盟了。
他認為「全球化」僅為結果，

而非目標；全球化政策包括對貿
易、思想、資本、文化的相互影
響以及移民的開放；二戰後初
期，當貿易自由化及對外直接投
資主要俱靠美國及西歐時，基本
上只是跨大西洋關係的問題，儘
管作家出身的法國政治家尚-雅克
．塞爾旺-施賴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提醒人們，要
時刻警惕美國挑戰，其時美國跨
國企業更善於利用新興的泛歐洲
市場。
跨大西洋關係接納時代的經濟

奇蹟日本，隨着對外積累起愈來
愈大的順差，在上世紀80年代
《新聞周刊》將索尼（Sony）收
購哥倫比亞影業公司（Columbia
Pictures）形容為「買下美國的部
分靈魂」，日本很快被貼上「不
公平」貿易國的標籤。
湯瑪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的書，
題 為 《 世 界 是 平 的 》（The
World is Flat），雖然大多數人俱
知道他的言下之意，除了約10億
印度人仍生活於貧窮處境，世界
顯然崎嶇不平；如今全球化倒退
了，過去70年間為維持和平、促
進開放而建立的大量西方機構如
世貿組織（WTO）、歐盟、北
約、各種聯合國機構備受抨擊；
當局勢艱難時，指責全球化的貪
婪就成為誘人選項，其實應該對
問題作出恰當的診斷。

■葉 輝

全球化與西方沒落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張桂輝

《圖南集》輝耀香江

■徐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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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廈門鐵路文化公園

畫中有話

台中枇杷，一種別樣的甜

柳亞子先生，是我國才情卓絕的愛國詩
人，有「今屈原」美譽。他所到之處，均留
下很多膾炙人口的詩詞名句。抗日戰爭時
期，柳亞子先生兩度登臨香江，他在抗戰期
間至香港淪陷前夕，在香港寫下的甲、乙、
丙、丁四大輯，總共144巨頁，342首，長篇
壯麗史詩——《圖南集》，留下令人難忘的
抗戰實錄。
《圖南集》是何時寫成？其手稿的存佚如

何？據史料，陳君葆先生是柳亞子最深交的
一位，在《陳君葆日記》，及其往來書信，
留下非常準確記述：柳、陳過往互仰已久，
但素未謀面，緣於良機，1940年底，柳亞子
由上海抵港。其後在香港新文字學餐會中初
聚，兩人一見如故，視若知己，頻頻交往。
隨後「中國文藝界抗日協會香港分會」在

皇后大道中勝斯酒店舉行恭迎柳亞子先生盛
會，當時出席聚會的有許地山、陳寅恪、陳
君葆、袁同禮、葉恭綽、冼玉清、馬鑑等文
化名人。柳亞子詩興高漲，對與會者均贈詩
為念，他贈給陳君葆的一首是：「孔璋湖海
士，豪氣最難忘。柱下猶龍子，寰中馬季
常。瑯嬛羅典籍，庠序煥文章。願借燃藜
讀，期君發秘藏。」全詩對陳君葆充滿讚
譽！
由於日寇入侵，1941年12月7日香港進入

戰時緊急狀態。12月10日市區已聞到炮聲，
形勢非常緊張，人心惶惶，大部分人早已居
家避亂。但當晚九時，陳君葆到香港大學巡
視完畢，仍掂掛着柳亞子，時近半夜，交通
不便，但仍由香港大學急步到西摩道「保衛
中國同盟」辦事處，去探望柳亞子父女，見
到他倆安全才放心回家，可見友誼情深。很

快日寇已佔領香港，柳亞子也被周恩來指派
廖承志拯救安全轉移到中國大後方去。
在抗戰極為艱難的情況下，柳亞子仍不斷
託人打聽和探視陳君葆的長女陳雲玉避難內
地的下落，關切之情十分感人！抗戰勝利後
的1947年，柳亞子應邀再到香港，此時陳君
葆由於抗日期間保護了大批香港檔案功勞卓
著，獲英皇頒授O、B、E勳銜，柳亞子也為
這位老朋友風采依然而欣興，1948年8月4
日，柳亞子到香港跑馬地山村道鳳輝台四號
二樓探望陳君葆，歡聚之餘又贈陳君葆七律
一首：「鳳輝台上陳君葆，羝乳海濱蘇子
卿。大節臨危能不奪，斯文未喪慰平生。蕭
何劫後收圖籍，阮籍壚頭證性情。更喜謝庭
才詠絮，老夫眼為鳳鸞鳴。謂雲玉女公子」
詩中借用很多歷史名人典故來彰顯陳君葆傑
出的歷史功績。
正當新中國建立前夕，1949年2月柳亞子

應邀赴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到達北
京之後，活動繁忙，身體又不好，但依然和
陳君葆保持着頻密的聯繫，除書信往還之
外，陳君葆於1951年、1956年帶領港大師
生回內地觀光，1955年陪同港大英籍教授訪
京期間，在行程繁忙中抽空到柳亞子住處去
看望他，彼此的交往從未因時空阻隔而中
斷。當然，《圖南集》是柳亞子精力最旺
盛、歷練最豐富、人際關係最廣闊、人生登
峰造極之作，對他而言也特別珍貴。在顛沛
勞碌的歲月，疲於奔命的年代，《圖南集》
手稿難以隨身攜帶，只好拜託他的摯友陳君
葆存藏，在別離的日子，柳亞子也常常寫信
給陳君葆，請陳君葆找人抄寫《圖南集》將
副本寄給他。對柳亞子的囑咐，陳君葆均不

負所託，盡速完成，事畢更以詩報覆：「補
鈔圖南集逸稿竣事其後即寄南史：索居無意
更搜奇，吟罷君詩讀杜詩。且喜詩來徵逸
稿，蠹魚閒篋未充飢。小胥鈔罷北征詩，言
情時憐杜牧之。奚事薄遊歸去後，置身猶隔
鳳凰池。附南史和詩」以詩言志，以詩傳
情。是千百年來中國詩人特有交往程式，他
們用中華民族精闢文言，傳遞着心靈深處美
妙密碼。同樣，「識英雄，重英雄」亦是中
國文人特有氣質，陳君葆極尊崇柳亞子詩
詞，柳亞子也同樣欣賞陳君葆的詩詞學養，
還在朋輩間予以推崇。例如柳亞子在贈饒彰
風的三首詩句中第一首末二句，就提到了陳
君葆：「十卷圖南詩集在，期君鄭重訊元
龍。」（元龍就是陳君葆。希望饒彰風把柳
在香港所作的《圖南集》拿去和陳君葆研究
研究。——羅孚語），可見柳亞子對陳君葆
非常了解，亦極度信賴。柳亞子在1949年9
月25日又寫信給陳君葆：「……弟第一次到
港詩稿數帙，寄存兄處，託代覓人錄副，未
知已辦妥否？如有兩份，則請以副本設法寄
京，原稿仍存兄處，為名山之藏，可否？如
何之處，尚希示復，千萬感謝之至！……」
如此厚望和信任，當然令陳君葆心領神會，
欣然接受，並將之妥加珍藏。陳君葆後來數
度赴京拜見柳亞子時，他亦重複表達其心
願，由此可見兩人惺惺相惜，手足情深！
《圖南集》不但是柳亞子抗戰時期在港的心
靈結晶，更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愛國文人
高尚氣節在香港的體現和積澱。《圖南集》
問世至今七十有年，其表現的民族氣節，詩
韻文采，華麗辭章，宏偉詩魂，更值得新一
代繼承和珍惜！

眾人皆曰：台灣水果可口怡人。初春
之中，得一盒台中枇杷。食之，果肉鬆
韌、汁水飽滿。而枇杷中那一別樣的甜
味更讓我駐留於晚間歸家的石橋上。這
是一種別樣的甜，孕自泥土的氣息，堅
韌剛毅如翠柏，傲然嚴冬似梅花，如此
的甜芳氣息恰到好處，不矯揉造作。那
一刻，寂然的海面、石橋兩側的花木甚
至四圍的夜空，都沉溢於枇杷的甜芳
裡，恰如一幅未完成的油畫，要讓我用
這一甜味幻化的色彩補綴其中。自己似
乎既是作者，也是畫中人。
這是一種別樣的甜，如看海時的遠眺

心境：自由沒有邊際，靈魂卻拒煩惱。
佇立海灘，心中期待浪潮的到來。第一
波浪花似乎只是枇杷播種的綵排，在雙
腳的不遠處徐徐止步，回到了海中。在
忐忑不安的期待中，一秒鐘的走神便令
第二波浪花沖到了自己的身後，人雖不
及後退但卻留下了歡笑。
這是一種別樣的甜，是山澗邊的一條

小徑。沿住小徑上行，這條登頂觀景的
路固然略有險陡，但小徑側翼的密林
中，奔跑出一隻黑色的貓相伴而躍，其
輕盈的步伐與不時回望的目光驅散了疲
憊和畏高。山頂略有寒涼，抱起「喵」

了一聲的黑貓，於彼處看到了最美的風
景：霧氣環繞的巍峨之巔，擁有綠色、
擁有大地，漫山盡溢枇杷香，一覽人生
悲喜情。
這是一種別樣的甜，似深夜中，電車

的叮叮聲，純粹而清鳴。軌道與車輪的
碰觸，承載別樣的甜，步向城市的每一
處角落。那裡需要甘蜜的澤被，需要溫
存的叮嚀。電車軌與鐵路因為這一香甜
而聯結。安坐疾馳的列車中，車窗外的
景色在不斷後退，也在不斷到來，如同
這一份甜味，周而復始。枇杷之甜讓軌
道上的每一站變得既近且遠，因為每一
站的停留都是無比珍貴的重逢。
這是一種別樣的甜，蔬果有時令但品

味無限；時空有域境然情誼無價。這份
別樣而寶貴的甜早已深浸於春光、夏
夜、秋日、冬雪之中。它已是生活中的
甜，已是歲月中的甜，已是一道大海中
的年輪，已經是一朵記憶中的玉蘭花，
不隨風雨的來去而消逝或凋零。正是這
一份別樣的甜，讓生命的簡短變得更加
深邃和無限，無論人生何時步入終曲，
這份來自台中枇杷的香甜已嵌入心靈及
摯愛的大地，更超越了永恒之外的永
恒。

來鴻

古典瞬間

■■廈門鐵路文化公廈門鐵路文化公
園是由廢舊鐵路改園是由廢舊鐵路改
造而成造而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迄今為止，全世界有7座由廢舊鐵路改造而成
的最美公園。如美國，紐約一條被稱作「死亡大
道」荒廢了十多年的鐵路，變成了紐約的標誌性
高空城市公園。廈門鐵路文化公園，躋身其中，
榜上有名。
廈門市鐵路文化公園建成之前，曾經是鷹廈鐵

路延伸線廢棄鐵軌的「安息」地。在廈門交通乃
至福建經濟社會發展史中，鷹廈鐵路既是奉獻
者，又是見證者。鷹廈鐵路來之不易。它的誕生
過程，遠不只「十月懷胎」。在1949年9月召開
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閩
籍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向大會鄭重提出了修建
福建鐵路的提案並獲得通過。後來，因朝鮮戰爭
爆發，雖未能實施，卻得到毛澤東的明確批示：
「此事目前雖一時不能兼顧，但福建築路的正確
意見，當為徹底支持。」1951年國慶期間，時
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張鼎丞，分別向中央和華東
局建議，儘快考慮修建鷹潭至南平的鐵路，以解
決福建出省的通道問題。為了福建的發展和戰備
的需要，中央決定投資5億元，修建鷹廈鐵路。
鷹廈鐵路，又稱鷹廈線，是中國東南部地區重

要的鐵路幹線。它北起江西鷹潭，在贛閩兩省邊
境地區穿越武夷山地後，沿閩江支流富屯溪谷地
延伸，到達南平附近的外洋折向西南，順着閩江
另一條支流沙溪谷地修築，而後在永安附近改向
東南，穿越戴雲山脈，進入閩南的九龍江流域，
沿江而下，經過集美和廈門兩道海堤到達廈門，
全長705公里（含漳州支線11公里）。鷹廈鐵路
於1953年1月由鐵道部中南設計分局着手設計，
1954年由鐵道兵和沿線民工聯手興建，1957年
竣工通車。在長達幾十年時間裡，是進出福建的
唯一鐵路線。廈門鐵路文化公園這段鐵路，全長
4.5公里，寬度在12到18米之間。因為處於市區
中心地帶，不僅保持了良好的植被景觀，而且蘊
含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沿線串起金榜公園、
萬石植物園、虎溪巖、鴻山公園等廈門島主要景
區。沿途既有原生態自然景觀，又有現代化城市
印記，還見證了當年對台軍事鬥爭和廈門港的發
展歷程。
春夏之交時節的一個星期天上午，我們全家從
集美石鼓路住地出發，驅車直奔廈門鐵路公園。
一番盡興遊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座帶

狀鐵路公園，按照文化架構分區，從北到南闢為
鐵路文化區、民情生活區、風情體驗區和都市休
閒區。四個區段，各有特色、各具魅力。這樣設
置，遊人根據自己的興趣、時間和體力，既可一
鼓作氣，全程不間歇逛完，也可分段遊覽，隨心
所欲，走到哪裡算哪裡。一旦疲憊了，抑或飢渴
了，隨時都可以就近小憩或補給。我們逛蕩了兩
個區段，見到路邊一個三十來歲的小伙子，正在
售賣「茯苓糕」，一市斤10元人民幣。未曾品
嚐一口，就被它那白白嫩嫩的品相吸引了，遂毫
不猶豫地讓對方切下一塊，不多不少一斤半……
廈門鐵路文化公園頗有「文化」色彩。從植物

園入口處，往萬壽路方向前進，路邊一座座雕
塑，不時映入眼簾。它們當中，有的如天外寄來
的大號信件，有的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有的
似一個別有趣味的秤砣，有的是設計考究、視覺
舒適的「小站」。還有代表童年，充滿童真、妙
趣橫溢的兒童椅；代表青年，極具活力、結構嚴
謹的辦公椅；象徵中年，事業有成、寬大舒適的
沙發椅，以及寓意老年，收穫成功、安享生活的
逍遙椅等。這些雕塑或大或小，或圓或方，圖文
並存，聲影兼有，令人觸景生情，浮想聯翩。
置身鐵路文化公園，我最感興趣的是以「思廉

明志．清風鷺島」為主題的廉政法治文化長廊。
漫步其間，廉政意念撲面而來。在設計理念上用
心良苦，匠心獨具；在運用載體上形式多樣，不
拘一格；在表現手法上，力求做到傳統文化與現
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比如，巨幅石雕的約法三
章、畫地為牢、廷尉罰金、緹縈救父……一個個
生動的畫面，給人以美感與思索。一個由「廉」
字構成的銅雕，借用古代官帽造型，從前到後，
從上到下，三頂形似「廉」字的烏紗帽帽翅兩端
垂下的飄帶，分別連着把小椅子，不僅構思新
奇，而且寓意深刻。人們坐在上面，既可以小
憩，又可以思考；既有所感悟，又有點啟迪。
廈門鐵路文化公園，不同區段，主題不同、設

計不同、功效不同。如，有的在距鐵軌一米開外
修步道，鐵軌保留原來樣子，一些遊人在鐵軌上
行走，左右搖擺着、晃悠前行着，借此檢驗自己
身體的平衡能力。老夫見狀，頓時激發少年
狂——也試走了兩次，最多一次在鐵軌上連續行
走了40多步，受到妻子的「表揚」。我們優哉

遊哉，邊走邊逛，行程過半，坐在路邊枕木形長
椅上休息時，一位青年女性也坐了下來，我藉機
問道：美女哪裡人、緣何來這裡？她告訴我，自
己是廈門人，在一家大型企業供職，工作忙、壓
力大，經常獨自一人來鐵路公園，散散心、減減
壓。在「風情體驗區」，與一家三口擦肩而過。
我主動打招呼。男青年說，他是安徽人，妻子是
閩北人，在廈門開一家文具店，女兒上小學二年
級，周末帶她出來逛一逛、玩一玩。在「民情生
活區」，路邊一位老漢忙着叫賣鳳梨。只見他用
特製的刀具，順着鳳梨的「紋路」，得心應手地
「剷除」鳳梨釘。妻子發現，10元一個的鳳
梨，個頭不小，且既新鮮又便宜，便選了一個顏
色深黃的。走到一處石頭棋盤前，全家分享，香
甜可口，原本怕酸的我，連吃了好幾塊……
漫步廈門鐵路公園，我感慨良多、思緒萬千。

冥冥之中，彷彿觸摸到了銹蝕鐵軌定格的輝煌。
隨行的廈門工學院吳慶年老師，即興在《你散發
太多的遐想》中寫道：「書寫了春的畫卷，沉澱
了冬的蒼涼。你用鮮豔的色調，描繪前人華麗的
詩章，鐫刻年輪前進的印記，交織美好與感傷。
是你在默默厚積，用回味填充明天。你在鷺島的
腹地，鑄成永恒的風景。」是啊，曾幾何時，多
少建設者為了鋪就它們，或夜以繼日、掄錘揮
鎬；或櫛風沐雨、流汗灑血；多少南來北往的旅
客與物資，經由它們輸送到達各自的目的地，發
揮各自的作用與能量。如今，它們完成了歷史使
命，靜靜地躺在原地上，雖然沒有了往日的繁忙
與風光，但它們卻促進並見證了社會的發展與進
步。有道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殊不
知，不論是人，或者是花，只要曾經「好」過，
甚或一度「紅」過，就沒有遺憾，就會譜就動聽
的交響樂、留下亮麗的風景線。

夏日寓言（外一首）

一群候鳥
爬上城市與鄉村的窗欞
城市在燈火闌珊處
睜着一雙雙狡黠的明眸
而鄉村卻馱着月色
孵化出恬靜而清芬的夏日

柳蔭沿着黎明的誘惑攀援
柔弱的蠕動撩起了神奇的目光
歌聲低徊喚醒頎長的身影
靜謐的花瓣溢滿了青春的淚珠
醉眼朦朧的蜂蝶跳着華爾茲舞
氤氳的霧靄藏匿了夏日的謎語

■俞慧軍

旭日裁剪西窗的燈花蟄聽生命
晨曦褪不盡那一臉的焦灼與惆悵
啼鳴的雛鳥在水一方深情地凝望
日月蒼狗何處是靈魂棲息的天堂
飛翔的慾望纏滿了思念的常青藤
誰能讓夏日的愛情地老天荒

等待收割
心靈的阡陌
懷揣一輪和煦的暖陽
珵亮的鏵犁
耕耘莊稼人喜悅的心房
小河淌水般的甜蜜中
鄉村在品茗一曲悠揚的貝多芬

微風熏醉了鄉間的晚唱
濕潤的思緒瀰漫着醇馥
一簇簇緋紅一壟壟翡翠
夏日的酒盅溢滿了芬芳
那飽蘸彩墨的霞光
分明在書寫金燦燦的詩行

裊裊炊煙縈繞着思歸的白鴿
落日的情愫編織着鄉村的眷戀
溪水淙淙蕩漾溫馨的漣漪
飄影婆娑搖落清脆的銀鈴
詭譎的布榖鳥在鄉間田疇
撿拾着一隻隻斑斕的貝殼

詩詞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