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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词

隆雪中总自1989年至今已持

续举办16届（两年一届）

马 华 文 学 奖 。 作 为 一 个 百 年 商

会，隆雪中总除了注重工商发展

以外，还一直秉持“以利济世，

造福社会”的儒商精神，致力于

推动华社的文化事业，坚持维护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2020年虽

则遭逢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但本

会坚信文学力量可为社会注入温

暖与希望，因此在这艰困时局中

毅然举办第16届马华文学奖，并

首次以线上方式进行颁奖典礼，

见证了文学在疫情时代并不会被

淘汰，反之我们更需要回归到文

学的世界，透过阅读文学作品来

提升精神力量，抵挡疫情对心理

健康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隆雪中总时任会长

在这百年一遇疫情的冲击下，作为文学
发表园地的媒体与出版业，首当其冲，遭受
更严峻的考验与生存危机。在此期间，我们
可以看到一些媒体与出版商迅速调整姿态，
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更开放的理念创造产业
价值。所谓“路不转人转”，当“无接触经
济”成为一种趋势时，媒体与出版业者也都
在寻思着，如何站在纸本内容的基础上，开
发更有效接触读者的管道，譬如通过电子
书、有声书、网媒、自媒体等。

我在这12年来以隆雪中总会长身份，
见证多位一直默默耕耘的马华作家获得马
华文学奖这份至高殊荣，我同样感到振奋和
鼓舞。马华文学被列为世界华文文学重镇之
一，在保有其独特性、地方性色彩，持续反
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面貌与心声之余，它
同时也已“立足本土、面向全球”，马华文
学作品中展现的宏观视野以及普世价值，正
带领着马华文学走向更高的层次。

马华文学“立足本土、面向全球”马华文学“立足本土、面向全球”马华文学“立足本土、面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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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元 禄
第16届马华文学奖筹委会主席

兼隆雪中总时任文教组主任

2020年，全球毫无预警地爆发

了新冠疫情，为人类生命安全

和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人民的

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隆雪

中总在面对经费筹措困难、防疫

措施限制实体活动等等挑战下，

仍 坚 持 不 懈 继 续 筹 办 第 1 6 届 马

华文学奖，克服重重困难之余，

并突破以往模式，三十余年来首

次将颁奖典礼搬到线上举行，为

疫情下的马华文学奖谱写了新篇

章。

马华文学奖被誉为马来西亚

华文文坛最高荣誉奖项之一，每

两年一届，迄今已有16位马华作

家获颁此项殊荣。得奖对长年在

文学花圃默默耕耘的他们而言，

既是一种至高的肯定，也是推动

马华文学继续向前的一股动力，

对马华文学起着深远的影响。

我谨代表本会恭贺戴小华女士获得第16

届马华文学奖。她的文学创作成果丰硕，作

品在海外华人世界享有盛誉，加上她多年来

积极投入推动马华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贡献

良多，获奖确是实至名归。

第16届马华文学奖能够圆满成功地举

行，乃是仰赖各方群策群力、全心全意地投

入与付出。我谨以筹委会主席的身份，诚挚

感谢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担任协办单位，

也要特别感谢7位评审耗时费神进行评选工

作，最后由衷感谢本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戴良

业和董事们，在经济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仍

慷慨解囊赞助本次活动经费，全力支持文学

推广工作，使得马华文学奖得以沿办下去。

疫 情 至 今 仍 绵 延 不 绝 ， 只 要 有 人 的 一

天，文学就会不死。我期许，在有心人的努

力灌溉之下，我们的文学环境将会更加蓬

勃，花开不息。

献
词

疫情下的马华文学奖疫情下的马华文学奖疫情下的马华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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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马华文学奖颁奖典礼别开生面，因应新冠疫情而采用全新的网络模式搬到线上

举行，让本地、东南亚及两岸三地的观众可以零距离地同步观赏以及见证充满纪念性

的时刻。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学生带来精彩的《战台风》古筝演出，表演者分别在不同空间演

奏却配合得天衣无缝，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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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诗人吕

育陶朗诵一

首其在疫情

期间有感而

发创作的诗

作《一个人

的都市》。

新山宽柔中

学带来廿四

节令鼓表演

《怒涛》，

激情澎湃，

即使隔着萤

幕也能震撼

人心。

第16届马华

文学奖评委

会主席拿督

斯里何国忠

博士代表评

委发表总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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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荣幸邀得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在典礼中为交情深厚的戴小华献上

获奖祝贺。这份惊喜安排令戴小华在事后表示分外喜悦与感动，弥补

少了实体颁奖典礼的遗憾。

第16届马华

文学奖的颁

发改以创意

新颖的虚拟

形式进行，

由隆雪中总

会长丹斯里

戴良业在线

递上奖座予

本届得主戴

小华。



第16届马华文学奖得主

戴
小
华



戴小华祖籍河北，生在台湾，定居吉隆坡。1987年以反映当时

马来西亚股市风暴的剧作《沙城》一举成名，正式进入马华

文坛，至今已近35年，是一位全职的文学和文化工作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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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第一位被马来西亚官方批准，在1990年马来西亚政府解除

其国民前往大陆的禁令前夕，受邀到大陆讲学和访问的马来西亚

作家。这次被她称为“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的行旅，以

文字结成集子《戴小华中国行》。1992年，连续出版了《风起云

涌》、《点石成金》、《巨笔如椽》等三部与风云人物的对话录，

曾高踞马来西亚畅销书排行榜甚久。2001年及2004年，戴小华分

别完成编辑出版《当代马华文存》及《马华文学大系》，为马来

西亚华社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2017年，她历经10多年搜集整理

档案、报道、书信，到各地寻访当事人和知情者等一手资料，费

时3年书写，完成长篇纪实文学《忽如归》；此书荣获2017年中国

《作家文摘》4月好书榜、中国百道网4月好书榜（文学类）；并经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层层选拔再结合网络读者投票，评为2017年度

十大好书。

戴小华在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结集出版的其他个人专著

有《因为有情—戴小华散文精选集》、《深情看世界》、《闯进灵

异世界》等25本；编辑出版《金蜘蛛丛书》、《海外华文女作家自

选集》等65本。她的部分作品入选中国及马来西亚华文教材，有些

文章还被译成英、法、俄、马等多国文字。她亦受邀担任中国数间

大学的客座教授。

戴小华荣获国内外的重要文学奖，包括：中国《徐霞客文学

奖》（1992年）、台湾中兴文艺奖（1993年）、中国南湖杯世界

华人文学奖（1996年）、中国《四海华文笔汇》散文特别奖（1997
年）、中国首届《四海华文笔汇》散文特别奖（1997年）、全球华

侨华人征文一等奖（2013年）、首届华人影视文学成就奖（2022
年）等等。

戴小华曾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

家协会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并曾荣获马来西亚卓越女

性奖、马中文化交流贡献奖。现为中国—东盟商务协会总会文教发

展委员会主席、华总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顾问、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协会永久荣誉总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务顾问。



非常高兴能够荣获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获奖这一刻必

将会在我生命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其实我的作品都是因为某个人物、某个地方或某个重大的历史

事件，才让我有了创作的冲动。似乎不写出来，身心就无法得到安

顿。诚如巴金所言：“我之所以写作，不是我有才情，而是我有感

情。”所以，我的创作观，其实都会被所看过的书，所受的教育，

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政治局势所影响，这些影响也都快速地浓缩在过

去的创作实践中。

在我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将近35年的漫长过程中，虽然我

曾获得国内外许多奖项，但是在我心中最希望获得的就是《马来西

亚华文文学奖》。因为这个奖不仅是马华文坛的“最高荣誉”，也

等同于“终身成就奖”，最重要的是对我这位原本是马华文坛的外

来者，在经过我持久的努力和坚持下，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肯

定。所以，我更加确信，只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总有一天，

马华文学也会被纳入国家文学的一环。

在此，我要感谢在文学道路上，一直爱护我的文坛前辈和读

者，还有感谢评审委员会的决定，这些决定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对

我都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还要感谢隆雪中华总商会，你们对马华

文学的支持和对马华作家的尊重，都将会成为马华文学史上非常动

人的篇章。

得 奖 感 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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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还想说，那些没有获奖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和付出也

依然是马华文学的重要收获。在此，我引用国际著名作家王蒙的

一段话，他说：“虽然奖的可爱来自文学，但作家不是为了奖而

文学。奖固然重要，文学更重要。作品好，没有得奖仍然是好作

品。”所以，得奖绝不是一个好作家孜孜以求的唯一目标。

由于疫情的原因，颁奖礼只能在云端上举行，所以，我也要和

在天上一直关注着我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虽然你们在接连生

了三个女儿后非常失望，但你们仍然没有放弃我；而我也总算没让

你们失望，所以，这项荣誉也是属于你们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因为疫情长久的影响，造成许多国人失业

破产，甚至死亡，所以，我会将获得的马币2万元奖金，一半通过星

洲日报基金会，分配给那些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不幸同胞们；另一

半则作为购买马华文学书籍赠送给图书馆和学校，让我在得奖的喜

悦之中也能尽到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戴小华，祖籍河北沧州，生在台湾，定居吉隆坡。这是网络上对戴小华家世

渊源和身份认同最常见的介绍，而我所认识的戴小华，一开始就是著名作

家。 

我认识作家戴小华很久了，那段时间的长度久远得足以说我见证了戴小华

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上崛起继而长期执牛耳至今的整个过程。1986年，她以《阿

春嫂》荣获《南洋商报》散文奖，当时我还在马大念中文系，就以这样的视角见

证了她在文坛的崛起。1988年，她再以反映本地股市崩溃和合作社风暴的剧作 

《沙城》一举成名，并通过电视荧幕让人们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她的文学作品的影

响力，以及她对社会时事敏感的洞察力。《沙城》于1987年10月在《南洋商报》

连载，立即引起文坛关注。1989年荣获第一届马华文学奖的方北方就著文推许这

部作品为“十足是反映地方文化色彩的马来西亚文学” 。

《沙城》是于1988年由十方出版社刊行，戴小华后来又陆续在1990年和1991
年由十方出版社刊布她的文集《毕竟有声胜无声》和《戴小华中国行》。1992
年，她连续出版了《风起云涌》、《点石成金》、《巨笔如椽》三部访谈录，不

但书本设计跟书名一样拥有摄人的气势，受访者都是分量很重的政界要员、工商

巨子和文化名人，不仅内容精彩，而且文笔利落。这些篇章在《中国报》连载时

已经引起关注，结集出版后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更重要的是这些访谈录紧贴着

时事脉动，透射出社会精英的心情动态，因而牵引着本地读者的心弦，也同样受

到国外读者的注目。 

后来的戴小华，虽然社会领导角色越来越吃重，但是仍然多产，文类更涉

及了戏剧、评论、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杂文等等，而且部分作品入选中国大

学、初中及马来西亚中学语文教材，并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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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马华文学奖评委会总评报告

评审委员会主席 拿督斯里何国忠博士



戴小华出版文学作品，所定书名往往都意味深长、令人眼前一亮。《天涯

行踪》、《深情看世界》、《悔不过今生》、《有想法的女人最有魅力》、《戴

小华眼》、《谁说我不在乎》、《婚姻中的女人不快乐》、《闯进灵异世界》、 

《爱是需要学习的》、《永结无情游》。任何题材到了她的手上，笔下都能传出

款款深情。 

《忽如归》一经刊出，不仅仅字面上充满张力，内容更可以“惊心动魄”来

形容。我在2017年初接到作者亲笔题签的马来西亚文雅出版社2016年8月版，几

乎在同一时间《忽如归》还刊布了上海三联版。这部纪实性小说，诉说着作者一

家在1970年代历史激流中所经历的真实故事，可以说震动了南中国海各处的中文

阅读界。作者历经近20年的时间搜集整理档案、报道、书信、当事人访谈等一手

资料，以小说形式重现这部家族回忆录，立即在海峡两岸成为共同的话题，文学

及评论界热议不断，反响很大、评价极高，据知在中国书市初版不到3个月即告

售罄，网络书店博客来也标识着“已售完，无法购买”。 

那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两代人中在巨变的大时代下所经历的人生，无论如何艰

辛跌宕，最后是但求心安的回归。戴小华说，《忽如归》的核心在于这个“归”

字，家族的回归、心灵的回归、历史的回归、文化的回归，所有这些都是对时代

历史的真切记录，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情义书写。作者用最平实真切的文字表达了

大时代中辗转流离之下最真实亲切的情感，难怪能引起长久的共鸣。诚如作者所

言，《忽如归》并不只是述说伤痛历史，而是“有着一股强大的救赎力量，也就

是‘爱的力量’。”只因有这股“爱的力量”，这部纪实的文学作品寄寓了极为

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才产生出那么强大的感染力。 

戴小华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度创作自觉的作家。2019年，《因为有情——戴

小华散文精选集》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戴小华30多年中80余篇的散文

精选，有景、有理，而且有趣，最重要还是有情，还包括了有爱。著名的作家、

学者谢冕就评说戴小华用文字传达着人类最优美的、也是最伟大的情感——因为

有情，更因为有爱。人世间的情以及对人与人之间有爱，才是戴小华持续写作，

同时笔调能够触动人心的最关键所在。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应该对戴小华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质与量都有基本的掌

握。中国知网（CNKI）知识信息网站上超过25篇文章直接以戴小华为篇名和1篇

硕士学位论文，其他文学网站和刊物对她的评论则更多不胜数，这就进一步看出

戴小华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力。 

戴小华曾任华人文化协会会长、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先后完成出版《当代马

华文存》及《马华文学大系》，其文学及文化的成就和功绩已为大家所熟知。回

到其文学定位，普遍上都习称戴小华为“马来西亚著名女作家”，以她长期以来

的杰出表现与贡献，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马来西亚则只是表明其国籍，她有深

厚的马来西亚国家认同是不容置疑的，“马华作家”的身份并不能限制她，戴小

华作为著名作家，不仅是属于马来西亚，也属于全球华文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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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法的女人最有魅力，戴小华天涯行踪，教会我们以深情看世界，在她

笔下一片风起云涌，确能点石成金，她的巨笔如椽，是要告诉大家“谁说我不在

乎”，而且要现身说法“爱是需要学习的”。戴小华的做事作文做人，因为有

情，忽如归，毕竟有声胜无声。 

戴小华名满天下，声名早著。马华文学奖的桂冠是否来得太迟？自从新冠

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整个世界秩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线上的世界更是活泼，没

有人能够自外于这个新常态，文学的世界也一样。作为文学地球村的马来西亚代

表，戴小华的创作与时俱进，如今得奖，不早也不迟。

第16届马华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于2021年3月27日召开线上会审会议，最终推荐戴

小华为是届得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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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游宝山亭时，居然看到了一株奇特的百年老树。它的树心虽空了，但仍

倔强地寻求着存活的机会。它得历经多少风霜，抗衡多少险情才能赢得生命的繁荣。

最终它终于创造了肉身虽残，生命却不死的奇迹，茂盛的绿叶开满整个枝头。

它那生的征程，是一种撼动人心的生命进行，就像五百多年前，华人离乡背

井，漂洋过海，在本来无法存活的土地上，用刻苦拼搏与民族的尊严存活下来一样。

这棵树为当地华人强韧的生命力做了很好的见证。

这棵不死之树也让我意识到，生命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真正伟大的生命，绝

不会死。

宝山亭是马六甲人为纪念郑和访马六甲而建的。亭对面的三保山是华裔先民最

先的落脚处。

三保太监郑和于1405年下西洋，首次造访马六甲时曾在这座山上扎营。公元

1460年，明成祖将汉丽宝公主嫁给马六甲王朝的苏丹满素沙，苏丹在此山上为公主及

她的五百名侍女和随从建造王宫，故此山又称中国山。

我沿着亭旁的一条石阶往山上走去。眼前所见全是一座座灰蒙蒙的墓碑。我弯

下腰，抚着一个个沾有尘土的墓碑，听到自己的心在噗通地跳动——那都是上百年

的名字啊！他们离乡别井，飘洋过海，原想着要落叶归根的，结果全都在落地处生了

根。

三保山几乎是一首生动的史诗，史诗上记载着早期先民的血和汗水，近期华裔

的泪与愤慨。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偏狂的

争闹之中，三保山保留了下来。

我站在山上远眺，环视着成千上万的墓碑随着连绵起伏的山坡迤逦而去。在暮

色中，山下的灯一盏一盏亮起，大地是这样宁静，然我隐隐感到山中有一股血正从大

地的深处缘碑而上，希望在不断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三保山会是永远的。

到过三保山，才认识了马来西亚华裔与它紧依无缝的情感，所以，当再望着三

保山时，就不仅只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情感；不是感伤，而是感动。

（摘录自《戴小华文集》，页238—240）

作 品 节 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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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森节一直是个令我感到迷惑的节日。

每次节庆后，看到报上刊登的照片，信徒各种各样。有的在赤裸的上身刺

进几十根铁钩，有的用尖叉穿过面颊及舌头，有的肩上打着几十斤重的“卡瓦

迪”，有的则几种苦行一并施行。他们多是血迹斑斑，形象骇人。这些对初次接

触大宝森节的人而言，实不啻一次巨大的视觉震撼。

当天，我来到了黑风洞，亲自去感受那种鲜活又真切的欢庆气氛。

一如往年，黑风洞早已聚集了数十万的信徒。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穿

戴得大红、大绿、大黄、大蓝……他（她）们几乎将人世间能有的色彩全都披挂

了出来。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震得我眼花缭乱。

我像孩子似的，怀着满心的好奇，跟着潮水一样的人群，前磕后碰。

阳光是那么强烈，广场已像一个沸腾着的巨型锅炉了。尘土、汗气、笑语、

鼓声、脚步声、吆喝声，混成一片。

小贩们当然不会错失这赚钱的大好机会，他们有的支起棚架，有的就在大

太阳下，卖着粉汤、切糕、烤饼、椰子、饮料……他们不但卖食物，同时也贩布

料、衣服、草药、手工艺、厨房器皿……各种各样的筐筐箩萝的摊子，一个挨着

一个，夹着街道。

这些商贩就站在自己的货摊儿前面或后面，张罗着，招揽着，有的干脆跳到

桌上叫卖着。

广场四周的树荫下，草地上，栅栏边，也全填满了或躺或卧或站或坐的人。

在这儿，拥挤的人群将你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地前进着，不时还有

冲鼻的气味从淌着汗的印度同胞身上发出来。

平时，人挤人是挺讨人厌的，此刻，却显得人多的好处。夹在人群中，你看

人，人也看你。

你的左边是穿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舞衣、戴着狰狞可怖面具的酬神者，正随

着乐音手舞足蹈地跳着；你的右边是光着赤膊，打着赤脚，腰间系条红围巾，背

部被人用钩绳拉址着的皮破肉绽的赎罪者；你的前面是一对男女，挑着悬挂在数

根甘蔗上的黄布摇篮内的婴儿，精神肃穆地朝前走着；你偶然回过头来，眼光正

碰在几位露出一脸惊讶与兴奋的外国游客身上。他们正忙不迭地猎取着精彩的镜

头。

作 品 节 录 （二）



然而，见到最多的还是抬着“卡瓦迪”神架的信徒们。他们跟着Thavil鼓声和 

Nodaswaram号角声踏步而来。

反正，你转来转去周围都是人，而且是变化多端，令人目眩神迷的人。

实在讶异。印度教徒居然可以将一个向神祈福、赎罪、还愿的日子，幻化成

一种热闹的游行方式，与感官表演溶成一体。

我随着一位抬着“卡瓦迪”神架的信徒沿阶而上，他那座用钢架精心制成

的“卡瓦迪”，看起来起码有60斤重。它分为五层，每层均插有一簇簇的孔雀羽

毛，最上层则是一把彩伞，特用来为神遮日挡雨。

这位抬架者吃力地迈动步伐，向陡峭的石阶升登。他每一次停步，我的心便

跟着跳一下。时常感到他快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咬着牙继续攀登。用毅力，

用信念。

为了今天，他已斋戒了48天，每天忍着饥饿，仅在黄昏时喝点牛奶，吃些素

菜和水果，同时，还把烟、酒和房事全都禁了。就希望能在今天，带着整个洁净

的身体及灵魂，到摩碌根神前赎罪还愿。

可是，他实在太疲倦了！眼皮重得像铅块一样，刺破的伤口又痛入骨髓。他

开始咳嗽不停，汗如雨下。不行！绝不能在这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必须坚持……

坚持……陪伴在侧的亲友们开始击鼓并高喊着“VelVel”为他打气助阵。

他似乎从呼声中又得到力量，再度挺身奋进。

260……263……270、271、272，哇！终于到达了黑风洞口。

洞内沸沸扬扬，一处处的火堆燃烧着，一列列的信徒膜拜着。抬架者已被

亲友们带到一位宗教师前，在一片屏息以待的静默中，宗教师边念经文边用酸柑

汁及香蕉肉润滑抬架者面颊上的尖叉，然后极熟练快速地将叉自他颊中抽出，再

迅即用圣灰塞住伤口。终于大功告成了！这时，抬架者却一松弛，卒然昏厥了过

去。

这时，我出了洞口，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定一定刚被震撼了的惊魂。

（摘录自《戴小华文集》，页18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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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父亲奉父母之命，回到青县老家和母亲结婚。 

曾听母亲说，婚前从未见过父亲，只知未来的公公是光头，担心父亲也是秃
头，心里不太愿意。父亲当时也没见过母亲，然父母命不敢违，只好回来，但在
成亲前特地偷偷去看了母亲。

父亲躲在母亲家院子前不远的一棵大树后，等了约莫一个时辰的光景，见到
一位高挑的姑娘自屋内走出，乌黑油亮的头发绑着两条粗粗的大辫子，白皙的脸
蛋上一双如泉水般纯净的大眼睛，红润丰厚的嘴唇，好像两片带露的花瓣。 

只见母亲坐在院子里的木板凳上，用手扯下辫子上的扎带，披散的头发像一
道小瀑布洒在她的肩上，起伏闪亮。

她用一只手把一绺头发兜起来，另一只手拿着把木梳，梳进厚厚的发绺里。
她的眼神含蓄着柔和的光亮，朦朦胧胧，微凹的嘴角边，隐约挂着一丝儿笑意。
父亲只是怔怔地瞅着，直到见有人从屋里出来，才赶紧离开。

我们姐妹笑着问父亲，如果偷看了母亲后不满意，是否准备逃婚？父亲只是
笑而不答。

接着我们又追问母亲看到父亲第一眼的感觉。

母亲说，在新婚那晚，当父亲揭开她头盖的那一刹那，心跳得很，根本不
敢抬头看父亲，只是用眼角余光看父亲是不是秃子。当看到父亲一头浓密的卷发
时，心就踏实了！ 

我们不依，继续“逼供”。母亲被我们逼得只好承认，她真没想到居然凭媒
妁之言就嫁了个长相这么俊的丈夫。 

虽然父亲年轻时没拍过照片，但凭仅存的几张中年时的旧照片，也能看出父
亲确实英俊：在他轮廓分明的长方脸盘上，有着一对乌光闪闪的眼睛；挺直的鼻
梁竖立在两道微微上扬的浓眉中间；一头鬈曲浓密的褐发，配上那套笔挺的美式
军装，如再加上一副墨镜，真有些像饰演飞虎将军的美国明星格里高利·派克。

我们就促狭地对母亲说：“哈哈！看到父亲的第一眼是不是觉得自己赚到
了？” 

“哎哟！帅又不能当饭吃。自从嫁给你爸，就跟着他东奔西跑，最后居然跑
到台湾，没亲没故的，真受了不少罪啊！”

“天天对着帅哥，受罪都值啊！”我们继续调侃母亲。

“你们这几个姑奶奶，就只会拿你妈寻开心。”母亲嘴里虽骂着我们，但可
以感觉到她还是快乐的。

作 品 节 录 （三）

（摘自《忽如归》，页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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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弟回复我的电邮里，起码让我分析出一些端倪：

一、 他在美国与女友通信期间，已被警总注意了，所以大弟返台后的行踪必

然都在警总掌握中。

二、这只是他和几位有着共同理念的朋友，在没有任何外援和资助的情况下

的自发性行为。

三、他是真心爱着女友，提出分手是为了避免让她受到牵连。分手后，如真

是女友父亲为了保护女儿而举报他，他也不怨恨。

四、既然女友已提醒大弟，她父亲任职警总的学生已问起他俩来往信件的内

容，大弟就绝不是茫然不知，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为了“两岸和平统

一”的民族大业，宁愿牺牲爱情、婚姻、孩子、家庭和自己的性命。

由此，也验证了1977年12月5日《星岛日报》的那篇报道：戴的活动就像他

“有意被捕”一样。他们的行动真的是“太天真”、“太不小心”和“太业余化

了”！ 

这时，我的内心深处像遭受了重重的撞击。这种感觉竟然和我在姆鲁山洞

（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观看蝙蝠出洞奇观时类似。 

姆鲁山洞的鹿洞里有着成千上万的蝙蝠，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5时半至6时

15分，就有100万至300万只蝙蝠，由鹿洞口成群结队地飞向天空，捕捉昆虫为食

物。不过，因为有老鹰等在洞口伺机捕杀，所以，每次蝙蝠出洞，必有一些愿意

牺牲自己去喂饱老鹰的先行者，才能让其他蝙蝠安全出洞。

牺牲，本就是一种不得已的非常手段，是弱者在最残酷、血腥的死亡绝境

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制胜的形式。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一首慷慨

悲歌。这支悲歌象征了侠士的正义和烈性，象征了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

式。

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刺客列传》中，只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

可见，这种高贵的精神，在人类中并不易见，它可能百十年一发，但姆鲁山洞的

蝙蝠，却将这种高贵的情操，天天显形于世间。

作 品 节 录 （四）



当蝙蝠出洞时，几十只蝙蝠自洞口冲出来，霎时，守在洞口的一群老鹰擒住

了它们各自的猎物。不一会儿，残存的蝙蝠又飞回洞内。

我想，它们应是通知同伴，危险已除。没多久，一条条抖动着，聚拢成黑色

飞龙形状的成千上万的蝙蝠，不停地自洞内蜂拥而出，在天空中摆动飞跃。

这简直是我无法想象的景象。我一动不动，屏住呼吸，而这一刻就永远活在

了自己的心里和血里。

就是因为有这些牺牲者，蝙蝠的香火才得以延续。

就是因为有许多像大弟一样愿意牺牲的先行者，台湾最终才能完全解严解

禁，两岸同胞才得以相聚。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每个人的内心都富有勇士精神，只不过，时间的推移和

不幸的命运使得其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这种勇士精神；但是，意志坚强的人却绝

不会屈从命运和天数的安排，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奋斗、求索。

而这些人往往在辛勤耕耘、不懈奋斗的过程中，在还看不到任何成功希望的

情况下，仍然会坚持，靠的就是一种超凡的勇气。即便许多勇者在奋斗的过程中

未能取得成功，他们的勇气和品格也绝不会有所折损。

这就像日以继夜、前仆后继、不停拍打着岩石的海浪，这海浪是由历史洪

流、时代潮流掀起的，是人民的力量相激相荡的产物。久而久之，海岸的形状就

慢慢改变了。

（摘录自《忽如归》，页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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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里何国忠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

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

在马来亚大学服务多年，后从政，曾任国会上议

院及下议院议员、马六甲港务局主席。

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客卿教授，马来西亚华

文作家协会顾问，星洲日报星云副刊专栏作者，

著有散文及论文集多本。

第16届马华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简介

22

李忆菌

作品以小说散文为主。现为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副

会长。

曾获首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首届

新加坡“方修文学奖”散文首奖、中国桐乡首届 

“全球丰子恺散文奖”金奖”、四川散文奖特别

奖、第12 届“马华文学奖”。

长篇小说《遗梦之北》获香港《亚洲周刊》评选

为“2012年全球十大中文小说”。

2014年受邀为四川驻省作家。2016年与顾彬等合

著《外国人眼中的四川》（当代卷）。

已出版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等20种。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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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得楠

新加坡诗人，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出版社玲

子传媒执行董事兼总编辑。

少年时期开始写诗。2001年获得新加坡国家艺术理

事会主办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2003年获得金

笔奖第一名；2020年获得香港首届紫荆花诗歌贡献

奖。

1 9 9 1 年 出 版 诗 帖 《 怀 念 小 灯 笼 》 ， 2 0 0 5 年 出

版诗集《梦见诗》（新加坡文学奖2007入围作 

品），2017年推出《如果还有萤火虫》诗集（新加

坡文学奖2018入围作品）。新诗《彩窗》被编入2019年修订的中学华文文学课程。

林得楠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曾以“喊喊哥哥”为笔名主持儿童信箱长达十年，是

多部儿童绘本的撰稿人。近年出任多项文学奖与创作赛评委，包括南洋华文文学奖

与马华文学奖。

王润华博士

著名学者与作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原主

任，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讲座教授。早年

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师从周策纵教授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

著作丰富，包括翻译作品卡缪的《异乡人》、

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诗歌集《内外集》、 

《新村》，散文集《南洋乡土集》、《把黑夜带

回家》、《重返集》，文学论著《司空图研究专

书》、《中西文学关系研究》、《鲁迅小说新

论》、《从新华文学到世界文学》等。

1986年荣获新加坡政府最高荣誉之文化奖（文学），1995年亚细安政府文化部的文化奖

（文学），2014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南洋文学奖，在文学创作与提倡文学的杰出成就

受到承认与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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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苓博士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大学中

国文学系教授。

曾任台大艺文中心创制主任、台大台文所所长、

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访问教授。

曾获台大现代诗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台北文

学奖、优秀青年诗人奖、诗歌艺术创作奖等。

著有学术专书《思想的裙角—台湾现代女诗人

的自我铭刻与时空书写》、《20世纪文学名家

大赏：徐志摩》、《孤独与美―台湾现代诗九家

论》、《现代诗新版图》等；并有诗集《寻觅，

在世界的裂缝》、童诗集《鱼缸里的猫》、散文

集《深情记事》、《骑在云的背脊上》等。

伍燕翎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院长，中文系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副

秘书。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暨大众传播

学院外文系文学博士。

编著论文集《新的纪元：东南亚华人新编》、 

《未完的阐释－马华文学评论集》、《西方图

像：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文史论述》，散文合集

《如雨覆地》，著作有散文集《移动的光》。

曾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数个文学奖，主讲数

十场的文学讲座，担任文学创作评审，筹划举办

文学活动和学术会议，志于推广马华文学。在大

学教授《马华文学》、《华人企业文化》、《中

国古典小说》等课。与作家协会理事共同策划和

主讲“华文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鉴赏班”，线上

参与学员有400人以上。



陈政欣

祖籍广东省普宁县，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

城州。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

从商多年，现专心创作。曾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

协会理事、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前

理事，马来西亚作协北马联委会前主席。早年从

事诗歌创作，后来开始小说创作及翻译外国文学

作品，并撰写文学评论、戏剧剧本与专栏小品。

著作包括诗集一本，小说集十二本，散文集与杂

文集各一本，翻译小说五本，及剧本《有原则的

人》。

曾于2007年获得第九届花踪文学奖小说组推荐奖。2008年获得第一届海鸥年度文学奖小说

组特优奖。2014年小说集《荡漾水乡》获得中国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小说组特优奖。2014
年散文集《文学的武吉》获得金帆图书奖文学类大奖。2014年获得第13届马来西亚华文文

学奖。2017年小说集《小说的武吉》获得第14届花踪文学奖之马华文学大奖。2018年获得

新加坡第5届南洋华文文学奖。长篇小说《武吉演义》获得2021年台湾第十一届全球华文

文学星云奖创作奖之“长篇历史小说评审推荐佳作奖”。2021年获得第9届马来西亚华人

文化协会文化奖（文学贡献奖）。

（资料以2022年5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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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马华文学奖筹委会名单

顾    问 ：  隆雪中总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丹斯里拿督戴良业 拿督曾沛

 蔡文洲律师 

 邱维斌

 拿督林泰顺

 潘斯里陈秋霞 

主    席 ： 蔡元禄

副主席 ： 拿督陈际春  潘碧华博士

委    员 ： 拿督黄位寅  胡清朝

 叶顺捷

 拿督锺侑霖（已故）

 郑瑞满

 刘舒菲

 陈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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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简 章

1. 名称 ： 2020年第16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马华文学奖）

2. 颁发者 ：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3. 协办单位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4. 日期 ： 颁发日期待定

5. 宗旨 ： (i) 表扬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所作的贡献；

   (ii) 鼓励文学创作风气；及

   (iii) 提高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水平与作家社会地位。

6. 释义 ： 6.1 马华文学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一名，奖励办法

如下：

    (i)     现金RM20,000；及

    (ii)   奖座一个。

   6.2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是指以华文从事小说、散文、诗

歌、戏剧、评论、杂文等文学创作的人士，其作品

必须反映大马社会现实，具有国家意识，致力为发

扬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而努力。

   6.3 评审委员会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筹委会”委任

一名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代表，以及六名国内中

文报馆代表和国内外资深作家组成，彼等必须对马

来西亚华文文学有所认识和研究。

7. 工作委员会 ： 由颁发机构成员组成“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筹委会”，全

权负责有关颁发事宜。

8. 筹委会顾问 ： 邀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代表担任工委会顾问。

9. 委任评委会 ： 评审委员会由筹委会委任，包括：一名主席和六名委员，

任期一届，连选则得连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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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名办法及规则 ： 10.1 提名必须根据“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筹委会”规定

的格式提呈。填妥之提名表格、评估报告及候选人

的代表著作两部（每部作品八份），必须在截止日

期之前呈交：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筹委会”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KLSCCCI
    7th Floor, Wisma Chinese Chamber,
    25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10.2 提名可由国内注册团体或学术、文教机构或文学界

资深人士提出。

   10.3 提名规则：

    (i) 每名提名者只限提名一名候选人。

    (ii) 提名者必须以书面，针对以下几点，提出充

足且有力的论据：

     (a) 候选人的文学创作成果的评估；

     (b) 候选人对文学创作思想的贡献的评估；

及

     (c) 候选人在推动及发扬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方面的工作及活动的评估。

    (iii) 提名时，提名者必须呈上有关候选人的代表

著作两部（每部作品八份），以供评委会审

核。

   10.4 被提名候选人必须是在世的马来西亚公民或马来西

亚永久居民。同时，须至少出版过两本单行本华文

著作。

   10.5 如果评审委员会成员被提名竞逐文学奖，他只能在

接受提名或成为评委之间作抉择。

   10.6 评审委员会根据提名人选，经过初选、会选等评

选步骤后，将向筹委会推荐该届的马华文学奖得奖

人。若无适当人选，评审委员会可建议悬空此奖。

筹委会根据评委会所作推荐作出最后决定，任何异

议不受处理。

   10.7 评审委员一旦接受委任，不得提名任何人士竞选这

项文学奖。

   10.8 未获选的候选人，可在来届继续被提名。

11. 提名截止日期 ： 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12. 备注 ： 本简章如有未尽善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筹委会”有

权随时修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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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奖大系》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作协）自2010年起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马华文学

奖）的协办单位，共同提倡马华文学大业及发扬华族文化。2012年，作协推介

《马华文学奖大系》（册1-11），为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得奖作家出版个人作品选集，

以此表扬及肯定他们在马华文坛的贡献。

《马华文学奖大系》（册1-11）由作协时任秘书长潘碧华博士主编，每部选集特

邀一位评论作者为马华文学奖得主撰写评介，以助读者更深一层了解马华作家。《马

华文学奖大系》（册1-11）获台湾秀威出版社支持出版，方北方出版基金则赞助部分

经费。

《马华文学奖大系》自册12起展开另一新系列，改由作协或联合其他出版社在本

地印行出版。

历届马华文学奖的得奖作家及作品选集名单如下：

得奖人 作品选集

方北方（第一届） 《爸爸过劫》

韦    晕（第二届） 《风过处  水无垠》

姚    拓（第三届） 《九个字的情书》

云里风（第四届） 《烟圈里的故事》

原上草（第五届） 《水东流》

吴    岸（第六届） 《残损的微笑》

年    红（第七届） 《最后一趟巴士》

马    仑（第八届） 《再见村长》

小    黑（第九届） 《结束的旅程》

马    汉（第十届） 《笑弹人间》

傅承得（第十一届） 《分明》

李忆莙（第十二届） 《菱花照影》

陈政欣（第十三届） 《事关脸皮》

梁    放（第十四届） 《腊月斜阳》

碧    澄（第十五届） 《过尽流波》

《马华文学奖大系》单本可透过作协秘书处购得，

有兴趣者请联系mychinesewriter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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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北方荣获第1届马华文学奖。 

（26-11-1989）

丹斯里颜清文律师（中）颁奖予第2届

马华文学奖得主韦晕。（24-11-1991）

姚拓（右）获得第3届马华文学奖，

旁为丹斯里颜清文。（11-12-1993）

第4届马华文学奖得主是云里

风（右），旁为颁奖人丹斯里

拿督林源德。（10-12-1995）

原上草（左）获得第5届马华文学奖，由本会副会长
缪进新（右）颁奖。（20-1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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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岸荣获第6届马华文学奖的殊荣。

（17-12-2000）

作家年红（中）荣获第7届马华

文学奖。（14-12-2002）

拿督翁诗杰（右二）颁奖予第8届

马华文学奖得主马仑（左二）。

（23-10-2004）

作家小黑（左）荣获第9届马华
文学奖，由本会署理会长缪进新
（中）颁奖。（22-12-2006）

本会署理会长缪进新（右二）颁奖予

第10届马华文学奖得主马汉（中）。

（20-0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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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魏家祥博士（左二）颁奖予第11届马华文学奖得主傅承得（右
三）。（16-12-2010）

李 忆 莙 （ 左
三）获得第12
届 马 华 文 学
奖，由拿督何
国忠博士颁奖 
（中）。
（05-12-2012）

陈政欣（中）荣获第13

届马华文学奖，右二

为颁奖人拿督魏家祥博

士。（08-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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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砂拉越的梁放（右三）获得第14届马华文学奖，由本会会长丹斯

里戴良业（左三）颁奖。（19-11-2016）

碧澄（左四）摘下第15届马华文学奖的殊荣，从本会会长丹斯里戴良业手

中接过讲座。（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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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至 诚 恭 贺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成 功 举 办

第16届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Lintrachem Enterprise Sdn. Bhd.
Sepang Goldcoast Sdn. Bhd.

敬 贺



至 诚 恭 贺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成 功 举 办

第16届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Ann Joo Metal Sdn. Bhd.
Unique Diamond Sdn. Bhd.

Tomei Gold & Jewellery Manufacturing Sdn. Bhd.
Focus Point Vision Care Group Sdn. Bhd.

Singular Asset Management Sdn. Bhd.
Malaysia Rice Wholesalers Association

Lion Group Management Services Sdn. Bhd.
Corak Gelombang Sdn. Bhd.

敬 贺



至 诚 恭 贺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成 功 举 办

第16届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Sin Lian Tat Hardware Sdn. Bhd.
Persatuan Pekilang-Pekilang Telok Gong, Selangor

Corida Sdn. Bhd.
Kwong Yuen Machinery & Hardware (1976) Sdn. Bhd.

Airmatic Machinery Sdn. Bhd.
Muda Holdings Berhad

Ong Brothers Petroleum Sdn. Bhd.

敬 贺



至 诚 恭 贺

吉 隆 坡 暨 雪 兰 莪 中 华 总 商 会

成 功 举 办

第16届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Seatech Ventures Corp.
Mr. Wilfred Wong Vui Hiung

Mr. John Chai Jone Fuu

敬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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