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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子善，於 1936 年 9 月 10 日在霹靂州實兆遠出生，是馬來西亞舊體詩詞

的作者。迄今，其出版個人作品有《周子善文集》、《周子善詩詞選》，以及

合集《逍遙酬唱集》。此外，周氏在雅集專輯、各詩刊等也積極地發表創作。

馬來西亞舊體詩與現代詩歌的相較之下，舊體詩是比較不受到關注。在 60 年代

至 80 年代末，馬來西亞舊體詩在《南洋詩壇》（南洋商報）及《光華詩苑》

（光華日報）都有設立專欄。另，當時有“泰馬詩人雅集”及隨後的“大馬全

國詩人雅集”都是盛大舉行的活動（鄧萬秋、吳燕梅主編，2016：30-31）。然

则在 90 年代之後，報刊逐漸刪減舊體詩專欄、停辦“泰馬詩人雅集”。故，馬

來西亞舊體詩在學術界的研究也有所緩慢。近年來，關於馬來西亞舊體詩的研

討會頻密舉辦，如：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西亞國際古典詩歌研討會

等，這都展現了馬來西亞舊體詩詞開始受到關注的現象。本文將分四章討論，

第一章緒論，本文回顧與總結近年漢學、舊體詩詞研究成果與方向，并闡述本

文書寫意義；第二章談周子善的生平事蹟、周氏開始接觸舊體詩詞的機緣及本

文以“日侵記憶”為主題的緣由；第三章論周氏何時開始以“日侵記憶”為主

題的舊體詩詞創作，並探討當中作品運用的南洋意象；第四章論周氏以“以詩

證史”到“以史說詩”的書寫。篇末，總結了周子善在“日侵記憶”的創作是

以孩童的記憶成為觀點人物及其在創作上情感的改變。 

 

【關鍵字】 周子善、舊體詩、日侵記憶、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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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依據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馬華舊體詩的

演進在 1881 年1至 1941 年共可分為六個階段2。本文參照李慶年這種分法，將

1941 年至今的演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第七階段、1941 年-1962 年，政治轉變

和本土認同期；第八階段、1963 年-1980 年，馬來西亞獨立期；第九階段、

1981 年-1980 年至今，新舊詩歌交融期3。本文的論述範圍，周子善的生平及創

作皆處於第八階段之後。 

現今主要馬來西亞舊體詩題材為慶弔頌輓、交遊酬唱或對時事動態、地方

意識文化作為感興題材（高嘉謙，2016：504）。當中與周子善同輩的舊體詩人

有黃從霖4、徐持慶5、張英傑6等。他們皆積極參與每年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

舉辦的雅集聚會（周子善 a，2017：2）。 

本文主要論述的核心人物周子善是生長在日侵時期。周氏在成長過程中經

歷了被殖民（殖民主義）與爭取獨立時期（民主主義）的時代交替。故，本文

以周氏作品中的“日侵記憶”視角，探析周氏創作生涯中所體現的“希望及絕

望中無盡的糾結”及“絕望中的希望”。  

                                                           
1
 以 1881 年作為馬華舊體詩的開端，是以《叻報》創刊年為標準（李慶年，1998：4）。 

2
 第一階段、1881 年 -1895 年，年甲午戰爭前後；第二階段、1896 年-1900 年，戊戌運動前後；

第三階段、1901 年-1911 年，辛亥革命前十年；第四階段、1912 年-1926 年，新文化運動前後；

第五階段、1927 年至 1941 年，國共紛爭時期；第六階段、1937 年-1941 年，抗日戰爭時期

（李慶年，1998：48）。 
3
 李慶年將舊體詩的演進從 1881 年至 1941 年做出了分析及分階段。目前本文未見學者將 1941

年後舊體詩的發展做出個分析，故本文是依據馬來西亞時代發展、政局演變的因素及舊體詩的

主題做出的分段。 
4
 1932 年生於砂拉越詩巫，2003 年至 2008 年擔任第七任詩潮吟社社長（賴鳳英主編，2017：

99）。 
5
 1940 年生於霹靂端洛，祖籍廣東省南海縣，50 年代開始創作（余暦雄，2014：72）。 

6
 1951 年 5 月 7 日生於怡保，祖籍廣東蕉嶺。擅長書畫評論文章和古典詩詞。1974 年出版《催

妝唱和集》、編畫冊《吡叻洞大觀》、1990 年編《吡叻洞八景詩集》，是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

會永久會員（馬華文學電子圖書館，2017：頁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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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選題意義 

馬來西亞詩壇有現代派及舊體派。然而，在馬華文學裡，舊體詩較不被關

注，反觀新詩比較多人留意。根據李慶年在《馬來西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

（1881-1941）》中的說法，馬華舊體詩屬中國文學舊文學延伸到海外的一部分

（李慶年，1998：25）。同時期馬華戰前現代詩及馬華現代文學之論著，則有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及郭慧芬《戰前馬華新詩的傳承與流變》亦有相同觀

點，即馬華現代詩及新詩也是從中國舊文學延續下來。在三書對照之下，可見

馬華“新舊”詩歌皆同一個源頭。故，本文認為“新舊”詩人皆屬馬來西亞範

圍作者群，因此本文將馬來西亞舊體詩歸為馬華文學的一部分。 

近年來，馬來西亞舊體詩的發展頗受關注。許多與周子善同輩份的古典詩

人已有專題研究，如彭士驎、徐持慶、張英傑、黃政仁等。此外，鄧萬秋在周

氏《周子善詩詞選》序言：“他的詩詞描述了馬來西亞成立前後的史實，這個大格

局可以平添馬華文學色彩”（周子善 a，2017：iii）。再者，周氏在馬來西亞古

典詩詞創作頗有成就，並曾任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副會長、檳城藝術學會詩

詞組主任，至現任世界漢詩協會顧問、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顧問。文本認為

周氏屬馬來西亞舊體詩壇之重要人物，可惜未見國內外界對於周子善舊體詩人

之個案研究或專題論述。另，本文以為其作品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故此可作發

揮也具有較大的發掘空間與思考。 

周氏生於 1936 年正值於英殖民時期（1876 年至 1957 年間），當時英殖民

也正面臨日軍侵襲。故此，本文針對周子善以“日侵記憶”為主題創作之上，

論述其作品當中所體現的“日侵創傷記憶”，並將它的“日侵記憶”衍生至作

品當中的“南洋意象”。陳寅恪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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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與外國詩不同之點——與歷史之關係：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

人事、地理三點。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歷史發生關係。把所有分散的

詩集合在一起，對於時代人物之關係，地域之所在，按照一個觀點去研究，

連貫起來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說明一個時代之關係；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

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歷史記載之不足。最重要是在於糾正。元白詩證史即是

利用中國詩之特點來研究歷史的方法”（陳寅恪，2002：483-484）。 

因此，本文假借陳寅恪的“以詩
7
證史、以史

8
說詩”這個觀點來論證周氏的舊體

詩詞能否補充或糾正歷日侵時期歷史記載的不足。 

  

                                                           
7
 周子善的詩、詞及文章內容皆與“日侵記憶”有關，故本文的“詩”包括周子善的詞、文。 

8
 周子善親生經歷日侵時期，故本文的“史”不只是周子善當代的歷史，其中包括其生平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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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當前研究情況/前人研究成果 

至 2017 年，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已經辦了四十三屆的詩人雅集，然而

其研究在學術發展上起步有些緩慢。本文認為整理資料並建構一個完善的馬來

西亞舊體詩研究體系是非常重要的。縱觀國內舊體詩研究論著，焦點都在較宏

大的範圍，如：馬來西亞舊體詩整體概括或詩社的發展，反觀馬來西亞舊體詩

人個人專題研究稍微薄弱，也是值得學界關注。李慶年整理的《馬來亞華人舊

體詩演進史（1881-1941）》的研究範圍止於 1941 年。周子善生於 1936 年，所

以李慶年的演進史並沒有提及周子善。故，此書只能助本文理清馬來西亞舊體

詩的演變及概念。再者，本文藉助周子善《周子善文集》，鑒賞其詩歌文風趨

向以梳理論文研究的章題及方向。 

目前，周子善的研究只在于周擁軍執行主編的《世界漢詩年鑒 2007-2008》

（周擁軍執行主編，2008：365）。在此，周擁軍只是簡單介紹周子善本人在馬

來西亞的地位暨出版過的著作并沒有對周子善作出任何的評價。然，作者行文

如此，對其他詩人亦如此也。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一書，在第七章“抗

日戰爭時期的馬華舊體詩”有論述邱菽園在《星中日報·遊藝場》裡的詩歌主

題由詼諧滑稽轉變為抗日為主題。而關於“日侵記憶”的研究，在新加坡及馬

來西亞9相較而言，新加坡的“日侵記憶”研究顯然比較受關注。論文著有林立

〈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及〈劫灰與蘭花：新

加坡日據時期的兩部舊體詩集〉。  

                                                           
9
 因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在 1963 年前是屬馬來西亞聯邦、歷史背景相近，故本文選擇將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日侵記憶”做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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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構思/研究方法 

本文依據周子善《周子善文集》裡的作品，將周氏的人生分為四個階段，

其一、1936 年-1957 年，童年與少年時期；其二、1958 年-1988 年，香港求學

與踏入社會時期；其三、1989 年-2006 年，在檳城華人大會堂當執行秘書並開

始回憶“日侵時期”；其四、2006 年至今，退休時期。本文為周氏的人生分為

四個階段，從中窺探周氏詩風的嬗變。 

《逍遙酬唱集》裡的詩詞都是收集與節日相關而出席雅集後吟唱作品為主

的詩集，當中都是周先生與其友人的詩歌也是他們生活中的點綴品（周子善，

1997：i）。這部書籍共有七百一十三首，當中以周子善個人名義收錄的詩詞為

最10，有八十八首，其中十二首都是有關憶起小時候被日軍佔領馬來半島的記憶。

在八十八首當中，周子善收錄在《逍遙酬唱集》的個人創作多數都與詩友酬唱，

主題多樣。唯“日侵記憶”創作，周氏將其標上“與第二世界大戰及日寇南侵

有關之詩詞”。故，本文認為周氏之所以將這些詩歌收錄在詩集裡，主要的原

因是他在這段日子的苦難仍歷歷在目，想借舊體詩來抒發自己的情感。 

周氏在《周子善文集·回憶篇》及《周子善文集·生活》中撰寫了多篇童

年時“日侵記憶”的文章。本文將這些文章為題之基礎并運用其詩兼文加以論

證。故，本文以“日侵記憶”鋪敘馬來西亞土長的詩人周子善如何體現對日侵

的記憶。  

                                                           
10
 本文統計《逍遙酬唱集》中的舊體詩創作，當中酬唱詩有五百六十八首。以個人名義收錄在

《逍遙酬唱集》裡有：劉珂賓二十四首、張英傑七首、劉情玉七首、劉圭堂四首、黃晚香四首、

張濟川兩首、蔡崇德一首、黃惟憲一首、陳仲敏一首、陳炳欽一首、陳義夫一首、劉作雲一首、

林海樹一首、陳憂詩一首及海客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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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資料/書目 

本文在探討周子善舊體詩詞之際，主要參考書目有——《逍遙酬唱集》、

《周子善文集》和《周子善詩詞選》。本文在採用周子善舊體詩詞為論述主體，

而這詩歌大部分從《逍遙酬唱集·與第二世界大戰及日寇南侵有關之詩詞》中

篩選，也有部分詩歌是參閱周氏上載至面子書的詩歌和周氏在《詩詞彙集》11、

《詩總天聲》12、“全國詩人雅集特輯”13、《風雅頌》14發表的舊體詩詞。《周

子善文集》則是輔助本文分析其詩歌，部分文章也是參考周氏在《南洋商

報·商餘》及《光明日報》發表的散文。 

《周子善詩詞選》裡部分的詩詞是整理自《逍遙酬唱集》。然，兩者對照

起來，周子善幾乎每一首都有修飾及改過錯字，另部分附上註釋。故此，在

《逍遙酬唱集》及《周子善詩詞選》皆有的作品，本文將以刊登於《逍遙酬唱

集》的作品為主要依據，詳見附錄一。除此之外，文本也將李慶年的《馬來亞

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及趙穎的《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作為輔

助資料。當中李慶年對舊體詩的分類可以幫助本文進行論述。趙穎則是對“舊

體詩”的概念作出了講解，並且列出東南亞舊體詩的現況。  

                                                           
11
 在 1997 年創刊，由檳城藝術協會詩詞組出版，並且成為其詩社的主要項目。至今已經出版了

十三期（劉作雲主編，2010：211）。 
12
 在 2007 年，由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出版第一期《詩總天聲》（賴鳳英主編，2017：13）。

後於 2013 年 5 月 20 日從月刊轉型為雙月刊（星洲日報，2013：09）。 
13
 此刊物是“全國詩人雅集”之刊物，由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出版、主辦詩社編輯。“全國

詩人雅集”是由馬來西亞詩社輪值接辦。1975 年第一屆詩友雅集（現稱“全國詩人雅集”）由

霹靂怡保扶風詩社主辦，故第一期“全國詩人雅集特輯”名為《乙卯重陽雅集詩輯》（陳習庭，

1979：1）。“全國詩人雅集特輯”至今已出版三十八本（賴鳳英主編，2017：12）。 
14
 創刊號為《風雅頌詩刊》，逢五月及十一月由聯營出版公司出版，由碧澄主編。風雅頌詩刊

至今已經出版至第九期（星洲日報，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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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子善生平尋踪 

周子善，原名周植森（Chaw Chek Sam）、癡梅室主、山居人，祖籍中國

廣東開平市塘口謳村。周氏於 1936 年 9 月 10 日在馬來西亞霹靂州實兆遠

（Sitiawan）小鎮出生，是名基督教徒，至今春秋八十有餘。早前乃父親是被

“賣豬仔”到南洋謀生，而最初落腳的地方是霹靂州怡保，隨后到巴力埠，後

才在實兆遠定居，從事賣牛肉生意（周子善，2016：C09）。 

周氏小學時期在霹靂州實兆遠中正國民型華小
15
就讀，而中學是在霹靂州

實兆遠南華國民型中學16就讀。他於 1958 年 1 月至 8 月在森美蘭州芙蓉知知港

群英國民型華小17當臨教老師。後來，在 1958 年 9 月至 1962 年，周子善獲得森

美蘭州青年商會獎學金，保送到香港崇基學院18就讀，主修經濟學，輔修工商管

理。在香港唸書期間，周氏經常去旁聽中文系的課，如中國哲學、中國詩詞等。

周氏回國以後，在霹靂紅土坎黃國泰建築商擔任書記職位，從 1962 年 11 月日

至 1967 年 5 月 31日。結束了霹靂州的工作，周氏在 1967 年搬到檳城居住。 

周子善在 1968 年在參與雅集活動之時，在怡保濟德閣佛（德）教會由怡

保扶風詩社19主辦的全馬詩人雅集與徐持慶相識20（周慶芳，1997：157）。後，

                                                           
15
 位於 Jalan Raja Omar, Taman Ilmu, 32000 Sitiawan, Perak （中正國民型華文小學，

2017：頁數不詳）。 
16
 位於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成立於 1936 年，本是私立華文學校，後

成為國民型中學（華中網，2017：頁數不詳）。 
17
 位於 Jelebu, 71650 Titi, Negeri Sembilan。創辦於 1911 年，創辦人為知知港僑領，即朱

文興、余力彬及林進寶等人（周厚榮，2017：17）。 
18
 本為崇基學院，後在 1963 年與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三所聯合成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

成為研究型綜合大學（香港中文大學，2017：頁數不詳）。 
19
 據曾敦化指出：“山城詩社的前身是扶風詩社，當年申請註冊未獲批准是由於一些領導人的

背景問題。“因此之故，於 1990 年杪，另召一些新人，易”扶風“兩字為”山城“，成立”怡

保山城詩社籌委會“重新申請註冊 ，註冊終於在 1992 年獲准，並在同年 4 月 12 日舉行第一次

會員大會，選出第一屆理事，“怡保山城詩社”遂正式成立。參見徐持慶，<從扶風 到山城>，

《南洋商報·商餘》，2011 年 11 月 11 日，頁 D09。 
20
 周子善與徐持慶至今關係甚好，經常一起唱和寫詩。雖然徐持慶現於美國德州，然周氏仍然

“寄”詩給他。近來周氏將〈完成步和徐子持慶吟弟《詠雪》八律原韻后，自覺已克服我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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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在移居到檳城這段時期，於 1998 年至 1999 年擔任檳城藝術協會委員（檳

城藝術協會，2003：42）。此外，周氏也曾在 2002 年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擔

任檳州華人大會堂執行秘書（檳州華人大會堂，2004：頁數不詳）。 

在 1956 年 12 月 27 日與髮妻卓瑜貞結婚。成家後，與妻子育有四男一女，

皆為周麗燕、周仕堅、周仕敏、周仕籓及周仕衡。直到 2007 年，周氏因妻子生

病，搬到吉隆坡旺沙馬朱（Wangsa Maju）其兒子家療養。 

曾任檳城開平會館21主席、檳城肇慶府會館理事22、檳城藝術協會詩詞組23

主任、泰國曼谷星羅日報《國風吟宛》顧問、星洲《新風詩學會》顧問（周擁

軍，2008：365），現任馬來西亞詩詞總會會務顧問。目前周氏屬退休狀態，經

常將自己的創作（詩詞、文章）刊登在《南洋商報》或發佈其詩歌在個人面子

書。 

  

                                                                                                                                                                      
之挑戰極限，欣然賦此，聊抒吾懷〉“寄”給徐持慶，後徐持慶和〈奉周郎（並序）〉。當中

“相交塵世三生積，唱和騷壇五秩濡。”說明兩人的交情是三生計來的緣分，兩人已在詩壇上

唱和了五十年（徐持慶，2018：頁數不詳）。 
21
 檳城開平會館於 1949 年創立，是馬來西亞唯一的開平同鄉會。其宗旨在於聯絡同鄉，共謀福

祉（廣東僑網，2018：頁數不詳）。 
22
 廣東省肇慶府共有十六縣，即高要，四會，新興，高明，鶴山，開平，恩平，廣寧，封川，

雲浮，開建，鬱南，羅定，德慶，陽春，陽江等。肇慶府會館究竟創自何年，因年湮代遠，無

可稽考。又因日本南侵，首陷檳嶼，執事者為免招麻煩，而盡將歷年之檔案記錄付諸一炬。是

故本會館初期之人文史蹟，無從考究。（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2018：頁數不詳）。 
23
 1936 年初成立，並起草章程向社團註冊局申請註冊。於 1953 年 4 月 28 日，《檳城藝術協會》

獲准正式成立，公推駱清泉為首任主席（檳城藝術協會，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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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舊體詩之緣 

周子善是在 1954 年，即他初中三時期開始寫詩。周氏開始寫作至今，詩

歌習作近五千首的舊體詩、一千餘首的新詩及一千餘首的詞。早前因父親言其

“哪裡會寫出像康梁
24
的詩文”

25（周子善 a，2017：90）這一席話，進而刺激周

氏踏上中國傳統舊體詩詞創作之路。 

此外，周子善也是受到其初中老師，盧少洲老師的啟發，進而踏入舊體詩

詞。周氏在訪談時提及其老師： 

“在下課時候，見盧少洲老師就會問他，舊體詩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一直

追問他。他就告訴我們，就慢慢的培養我們興趣。後來就是，到了我們上高

中一、高中二的時候，我們就正式的開始學習寫舊體詩。就是受到他的影

響。”（沈汶沁，2018：1-2） 

此外，周氏認為其舊體詩風格是受到郁達夫影響，而郁達夫亦是他第一次接觸

的舊體詩詩人。另，周氏在其友人華運棟，即當時任《南洋商報》北馬版編輯

的鼓勵之下，與他一同到泰國合艾參加“戊申泰馬詩人中秋雅集”26（周子善，

2017：2）。 

周子善自 1967 年開始活躍在舊體詩壇上。周氏首次參與“泰馬詩友第三

度丁未中秋槟江雅集”的雅集活動是在檳城舉辦。當年，周氏以周植森的名字

和廖金棠酬唱了〈奉和陳藍27二詞長邀柬元玉之（二）〉。隨後，周氏每年都積

極參與詩總或其他詩社舉辦的雅集活動。 

                                                           
24
 康有為及梁啟超。 

25
 原載周子善，〈父親〉，《南洋商報·商餘》，2016 年 5 月 27 日，頁 C09。另詳可參考《周

子善文集》。 
26
 1969 年在泰國合艾舉辦“第五屆泰馬詩人雅集”。 

27
 陳藍二詞長即，陳重丕及藍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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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善目前著作，合集《逍遙酬唱集》出版於 1997 年。以個人名義著作

有《周子善文集》為 2017 年之作及近期在詩巫舉辦的第三屆東亞漢詩研討會28

上發布了新書《周子善詩詞選》。再者，周氏預計今年也將出版其新詩集。 

  

                                                           
28
 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來西亞詩詞研究總會、砂拉越詩巫詩潮吟社及中正大學台灣文學与

創意應用研究所，聯合於 2017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至 8 日（星期日），在詩巫晶木大酒店

舉辦第 3 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 43 屆全國詩人丁酉年中秋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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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侵記憶與書寫 

周子善的南洋“日侵記憶”舊體詩詞，主要貫穿於《逍遙酬唱集·與第二

世界大戰及日寇南侵有關之詩詞》及《周子善詩詞選》。周氏巧妙的利用敘述

者童年個人小我的民間記憶，後將整個中國南來或在馬來亞生長的華裔試圖與

歷史“說話”。本文的“南洋”是指日軍侵占馬來亞這個土地，而“日侵記憶”

是指周氏在 1942 年至 1945 年間日侵時期的經歷，也是其舊體詩詞創作的主題

之一。 

周子善早前收錄在《逍遙酬唱集》當中以〈太平洋戰爭結束五十周年賦感〉

為“與第二世界大戰及日寇南侵有關之詩詞”開篇得知，乃“日侵記憶”主題

之作。在《逍遙酬唱集》裡，周子善共收錄了十二首有關“日侵記憶”的詩詞。

當周子善在 2017 年出版個人舊體詩詞集，即《周子善詩詞選》之時，在《逍遙

酬唱集·與第二世界大戰及日寇南侵有關之詩詞》裡選用了十一首、一首不選

用和將兩首結為一首。目前，周氏已出版有關“日侵記憶”的詩詞為十九首，

詳見表一。 

在 1992 年至 2016 年期間，周子善的寫作主題不只是局限在“日侵記憶”

為主題的創作。本文在《逍遙酬唱集》及《周子善詩詞選》參照當中，“日侵

記憶”為主題的舊體詩創作較為鮮明。綜觀二書可得知周子善是與 1992 年開始

回溯過去並撰寫有關“日侵記憶”的舊體詩詞。撰寫期間，周氏的舊體詩詞創

作是運用“日侵記憶”來追溯 1941 年至 1945 年間的回憶，也是他利用其第三

段人生來回憶第一段人生的記憶。 

周子善在《周子善文集·童年憶往》裡曰：“常言道，小孩的記性最好。是

的，我對日治下，童年所發生過的時間迄今未忘”（周子善 a，2017：60）。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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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童年是在硝煙彌漫中度過的，每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週年紀念，周氏

都會憶起童年時期的回憶。1945 年 8 月 15 日为日軍向盟軍宣布無條件投降，

（周子善，1997：91）也代表日侵時期的结束日29。在《南洋商報·商餘》道：

“我是親身經歷過第二世界大戰東南亞戰區艱苦生活的幸存者。心靈的創傷，經過將

近 70 年的漫長歲月，還是不能忘掉”（周子善，2014：C09）。除此之外，在

《詩詞彙集（第十期）》裡周氏也提及“回思二戰起哀傷，幼小心靈受重創”

（周子善、范高貴主編，2006：12）。由此可見，周氏童年記憶對其創作主體

“日侵記憶”有莫大的影響。 

  

                                                           
29
 日本天皇裕仁在東京廣播電台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讀《終戰詔書》了。然，日軍初期在馬

來亞仍不願公開承認戰敗投降。吉隆坡日本當局在 1945 年 8 月 20 日公佈戰敗消息，甚至檳城

日本當局到了同年 8 月 21 日公佈日本投降的消息（司馬喬主編，1992：105-106）。故，在馬

來亞地區宣布投降時間不一，本文統一使用 1945 年 8 月 15 日，即日本天皇宣讀《終戰詔書》

之時為日侵時期結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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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希望及絕望中無盡的糾結 

從周子善的舊體詩中，尤其《逍遙酬唱集》中可見周氏特別為“日侵記憶”

主題的舊體詩標上“與第二世界大戰及日寇南侵有關之詩詞”為標題。雖然日

侵時期已過去七十二年，但唯有這記憶讓周子善一直揮散不去。故，周氏藉著

“希望及絕望中無盡的糾結”的心態寄託在創作舊體詩之上。 

除此之外，周子善的文集裡有五篇，即〈藏在心中 70 年的秘密〉、〈難

忘的回憶〉、〈炒蟾蜍療飢的日子〉、〈對於抗日人員的印象〉及〈在炮火中

成長〉皆是有關“日侵記憶”的作品。可見周氏的“日侵記憶”除了展現在舊

體詩詞之餘，也納入文章之中。故此，本文將以周子善的舊體詩為主並與其文

互相參照以突顯章題之概要。在此章題之下，本文將論述周氏在經歷日侵時代

後所帶來的“日侵創傷記憶”，並且在其作品中探討“日侵創傷記憶”如何彰

顯周氏運用南洋意象對“回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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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侵創傷記憶 

周子善在 1942 年至 1945 年間經歷了日侵時期。當時，日軍侵占了馬來亞，

對當地居民造成的傷害是無法消除的。周氏也是日侵時期的其中一位受害者，

因此日侵時期為周氏帶來了“創傷記憶”，也是其舊體詩詞創作的主題之一。 

在周子善的創作中，以“日侵記憶”為主題的作品有舊體詩以及散文。其

中，《周子善文集》中有篇散文〈難忘的回憶〉，是以“日侵記憶”為主題而

撰寫的。周氏曾在《南洋商報·商餘》曰：“70 多年的漫長歲月已經過去了，第

二世界大戰都過去了，但昔日戰爭的禍害，卻還留在心頭……那個是‘不能忘卻的年

代’，因為那個年代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周子善，2017：C09）。縱然相

隔多年，本文認為“日侵記憶”仍埋在周氏心裡深處、一直揮散不去。周氏透

過創作，抒發“日侵記憶”的感慨，故此章節稱之為“日侵創傷記憶”。 

本文根據周子善在〈難忘的回憶〉分析出周氏的“日侵記憶”有三個部分，

即“飢餓中度過”、“苦中作樂三年零八個月”及“日軍宣布投降”。此章節，

本文以〈偶感〉、〈追憶〉及〈勝利〉來探討周氏三個部分的“日侵記憶”。

這三首舊體詩皆撰寫於 1995 年，故本文認為周氏在撰寫期間是有意識地把其

“日侵記憶”記錄下來。 

周氏在日侵時期，第一部分是飽受飢餓的痛苦。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之下，

周氏不得已吃蟾蜍充飢。周氏提過“這些東西我都吃了幾年，尤其是蟾蜍，吃了以

萬只計”（周子善 a，2017：37）。在〈偶感〉，正可體現了周氏始終無法忘懷

缺糧食的記憶，詩曰： 

“近日多風雨，秋愁淡淡有。老蟬頻淒咽，憑窗佇聽久。歲時不能留，瞬將

近重九。落葉撩遐思，何堪獨傾酒？年少逢亂世，淒苦經嘗透。缺藥更缺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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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病強忍受。幼小心靈中，已知恨倭寇。匆匆五十年，創痛仍如舊。原爆傷

生靈，戰爭是禍首。願永息烽烟，和平遍宇宙。”（周子善，1997：88） 

首先，詩中首句“近日多風雨，秋愁淡淡有”點明了周氏當時候的心境，為其書

寫“日侵記憶”作為感傷的寫作背景。雖然全篇是以孩童視角敘述，但他已經

像個懂事的“小大人”並且“已知恨倭寇”。周氏在詩中提及“缺藥更缺糧，餓

病強忍受”，表示了周子善在日侵時期不管是生病還是飢餓都必須忍耐。另，

周氏在〈殺蛙〉裡曰：“為解腸中餓，殺蛙非有趣”（周子善，1997：89-90）及

〈一剪梅——追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寇侵佔東南亞之苦況〉30也補充“饑餓

餐蛙歉一衷”（周子善 b，2017：121）， 記錄了周氏吃“蛙”之緣由以及表達

吃“蛙”充飢實屬無奈之舉。本文結合周子善的自述及其作品，認為在其“日

侵記憶”中，“飢餓中度過”是他最難忘的回憶。 

繼〈偶感〉，其後又作〈追憶〉回憶“日侵記憶”。雖然周子善在“日侵

記憶”第一部分是在“飢餓中度過”，但周氏也能在其中“苦中作樂三年零八

個月”。〈追憶〉詩曰： 

“和平五十年，烽煙仍未散。倭寇作南侵，童年逢亂世。破衣聊蔽體，饑餓

人人慣。肅清曬太陽，年幼當好玩。常聽大人言，極刑將水灌。無辜遭殺害，

生靈成塗炭。此日重追憶，懼怕猶難斷。祈求世太平，永無核戰難。”

（周子善，1997：88） 

在這三年零八個月，周氏在詩中運用孩童的視角，經“常聽大人言”日軍“極刑

將水灌”甚至還有人民“無辜遭殺害”。周氏在這個不懂事的年齡階段，經歷了

“倭寇作南侵”，所以周氏“年幼當好玩”也可稱是苦中作樂。詩末周氏將孩童

                                                           
30
 目錄題曰〈一剪梅——追憶第二次世界大戰苦況〉，然本文以詩題作為標準。 



16 
 

視角轉換現在的“我”，故“此日重追憶”周氏經歷過日侵時期會更懂得珍惜現

在所擁有的，也能苦中作樂。 

另外，周子善第三部分的“日侵記憶”是“日軍宣布投降”。本文以〈勝

利〉作為此章節的最後一部分，詩曰： 

“當日大人言，潛艇到邦咯。聯軍策反攻，安排此動作。29B 機群，高空放

煙幕。更放宣傳品，日軍感驚愕。一三六部隊，荒山降傘落。聯絡抗日軍，

供糧及彈藥。和平露曙光，人心感有托。原彈炸廣島，萬人輻射灼。再次炸

長崎，驚破日人魂。天皇忙下詔，投降簽和約。勝利終到來，四海騰歡樂。

匆過五十年，諸事猶如昨。”（周子善，1997：90） 

全詩是三年零八個月日侵時期的經過。首先詩開篇“當日大人言”與上篇一樣，

運用“大人”告訴他故事後，以記憶的方式、用孩童的視角敘述，成為了歷史

事件的見證人。周氏以“勝利終到來”這個詩句總結人們脫離了苦海是“四海騰

歡樂”。雖“匆過五十年”，但“諸事猶如昨”，這也為本文章節之下開啟了周

氏“日侵記憶”之路。 

綜上所述，周子善在“飢餓中度過”是“絕望”的。在缺糧食的情況下不

得已吃蛙來填飽肚子。再來，周氏童年時期恰逢戰亂，但卻不失童真並“苦中

作樂三年零八個月”。這也是讓他在“希望”與“絕望”中徘徊。最後，本文

用〈勝利〉作為總結，讓周氏在“絕望”中走出來，從而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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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回憶的責任：南洋意象 

日侵時期，南洋通指東南亞地區的菲律賓、緬甸、柬埔寨、馬來亞、新加

坡等（李金生，2016：113）。馬來亞也是在其中之一，故此在南洋出現的植物、

地景及動物皆屬“南洋意象”。當中，周氏利用其記憶及風景相結合呈現出日

侵時期的南洋物象意象。周氏在創作中將植物（橡樹頭31、木薯、糙米）、地景

（巴力橋32）及兩棲動物（蛙33）與其記憶鏈接起來。此篇為“回憶的責任”作

為標題，主要是與上個章節的“創傷記憶”相呼應。在此章題之下，本文以周

子善舊體詩詞〈日軍南侵追憶〉、〈淪陷〉、〈逃難〉、及〈殺蛙〉為例，分

析詩中的南洋意象。 

〈日軍南侵追憶〉為“回憶的责任”之首34，是周子善第一次以詩刊的方

式刊登出自己對“日侵記憶”的“回憶的责任”。故，本文認為這首詩可以窺

探周氏的“日侵記憶”。周氏在第一次出版個人詩詞選集時，將其詩補上二詩，

而且還加上了註釋。這代表了“日侵記憶”對周氏內心的“後遺症”。其詩原

文如下: 

“童年時日苦無甘，此際追懷嘆再三。木薯吃多偏腳腫，破衣穿久亦心慚。

砍頭慘劇教難忘，灌水悲情怎忍談？日寇罪行書不盡，千秋歷史記侵南。”

（周子善，1997：91） 

                                                           
31
 詩中的“橡樹頭”也是統稱的橡膠樹。橡膠樹是早年開拓南洋華僑的化身（王潤華，2010：

128）。橡膠樹在這一意象在馬華文學中成為了殖民地社會文化、生活的具體符號和載體（黃錦

樹，1995：99）。 
32
 巴力橋實為曼濃橋（Jambatan Manong），橫跨霹靂河。當時日侵馬來亞時在此有激烈的戰爭，

傷者多為錫克人及庫克軍。此巴力橋靠近周氏老家在實兆遠十字路，為馬來高腳屋，現址為國

泰花園。（周子善 b，2017：4）。 
33
 詩裡的“蛙”為蟾蜍。 

34
 此詩為 1992 年撰寫，而 1992 年周子善出版過的“日侵記憶”舊體詩詞有〈報載日本政府終

於決定派兵至海外，不期然勾憶起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南侵星、馬，余跟家人等逃離之情

形，歷歷如在目前，有感成此〉及〈日軍南侵追憶〉。後，周氏在此整理出版個人詩集之時，

將兩首結和為一首，易題為〈回憶少年時（二首）〉。故本文將這兩首為周氏“回憶的負責”

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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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周氏提起“木薯吃多”會“偏腳腫”。“木薯”是日侵時期的主要的食物。

在日侵期間，日軍所提供的每戶人家都是有固定的糧食，在缺糧食之下，只能

以“木薯”充飢。周氏最深刻印象是“飢餓”，故周氏藉著創作將其記憶作為

“回憶的責任”。同樣是有南洋意象的詩，但是與前一首詩不同之處是，〈淪

陷〉中記錄了日侵時期所發生的日常事件並且在詩中運用了南洋意象，詩曰： 

“新馬淪陷後，生活與前殊。缺糧兼缺藥，城鄉多病夫。生病無藥醫，飢餓

食無魚。得病唯等死，淒涼不堪書。飢寒無米飯，木薯聊勝無。聞說派米糧，

其樂滿心湖。只憐派米處，往返十裡途。年幼亦前往，糙米領回廚。洗淨入

土鍋，煮成爛米楜。一家暫溫飽，苦中有歡愉。” （周子善 b，2017：4） 

首句“新馬淪陷後，生活與前殊”破題點出南洋書寫的時空體想像，由此引下歷

史敘事的空間。由此可見，周氏在其文集提到的 “木薯”和“糙米”都是在日

侵期間重要的糧食。周氏在一文雲：“在糧食不足之下，人們只好依賴木薯和糙米，

但吃多了木薯，雙腳浮腫，得水腫病”（周子善 a，2017：59）。周氏在創作舊體

詩當中，讓日侵時期“再現”，從中運用出日侵時期重要的糧食，即“木薯”

和“糙米”作為意象，呈現其“回憶的責任”。 

另，在〈殺蛙〉裡，“蛙”也是日侵時期重要的充飢“食物”，詩曰： 

“夜靜聽雨聲，撩起我思緒。憶及童年時，雨後捉蛙去。為解腸中饑，殺蛙

非有趣。當年日治下，生活至艱苦。忍靠蛙療饑，殺去蛙無數。欲起蛙亡魂，

說聲對不住。為保我生命，無奈犧牲汝。憐汝失生命，我亦感淒楚。因雨思

舊事，對燈愁無語。此生恨戰爭，誰說無憑據？” （周子善 b，2017：4） 

首先，周氏以“夜靜聽雨聲，撩起我思緒”點明眼前的景色引起對“日侵記憶”

的回想。綜觀全詩，這首詩以“蛙”為主體，再以“蛙”這個意象，進而從

“蛙”的主體憶起童年之時為了保命而不得已殺“蛙”。故此，在“夜靜聽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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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就會憶起“當年日治下，生活至艱苦”的日子，並撰寫此詩作為“回憶

的責任”。 

周氏在〈逃難〉一詩雲： 

“童年經戰亂，回首五十年。無情炮火下，懼怕真可憐。戰機掠樹過，機槍

響頭巔。缩躲橡樹頭，驚哭泪漣漣。激戰巴力橋，兵尸滿河邊。臭味令人嘔，

今猶印象鮮。半月戰平息，一家幸命全。坐上牛車去，回到舊家前。三年零

八月，開始嘗煎熬。回思難逃事，都已逝如煙。”（周子善，1997：89） 

綜觀全詩可見，周氏在此詩中運用了兩個南洋意象，即“橡樹頭”及“巴力橋”。

周氏在首句再次抒寫其“童年經戰亂”，而如今回首已過了五十載。在這個動亂

的年代，周氏不得已“缩躲橡樹頭”只為了生存及逃生。“橡樹頭”除了是南洋

意象同時也是殖民者所留下來的痕跡。接著，周氏當時所見的地點是在“巴力

橋” 35。他將其記憶中的日侵時期所見所聞寫下，這讓歷史事件的殘酷與個人

記憶得以並存，而且會讓周氏感到“在場”的感覺，從來沒有離他而去。本文

也從這裡可得知，周氏的童年戰亂時期是處於實兆遠。故此，“回思難逃事，

都已逝如煙”這是周氏治療創傷的目的，也是對自身“回憶的責任”。 

綜上所述，唯〈日軍南侵追憶〉一詩是 1992 年之作，其餘皆於 1995 年撰

寫。悠悠五十載，世事多播遷，通過這四首詩詞展現其詩的“日侵記憶”以及

南洋意象的特色。縱使意象及事物有所差異，皆可見周氏對“日侵記憶”的放

不下，試圖將他放不下的回憶作為“回憶的責任”。 

  

                                                           
35
 周氏原先在是居住在霹靂州實兆遠，後日軍打進吉蘭丹哥打巴魯次日，其父親僱用兩輛錫克

朋友的牛車逃至周氏父親朋友家——黃七，位於霹靂州巴力埠。（周子善 a，201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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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絕望中的希望：困苦中還是可以見到曙光 

雖然“匆匆六十餘年過”（周子善、范高貴主編，2006：12），周子善仍然

感覺“日侵記憶”猶如昨日，也明白“此生知已不能忘”（周子善、范高貴主編，

2006：12）。這種進一步的“蔓延”，至今仍可見於現今之作。周氏的詩句中

在“絕望”及“希望”中糾結之際，藉著創作舊體詩詞找尋“希望”。本文將

藉周子善人生中第三階段及第四階段撰寫“日侵記憶”舊體詩創作做比較，後

分析出現階段已屬“關懷期”的論據。 

再者，從周子善所撰寫的詩而言，可見其“以詩證史”的日侵創作和“以

史說詩”的日侵創作之差異。周氏運用“以詩證史”將其作品成為歷史的旁證

或補充作用。反之，“以史說詩”在其在論述“今日”的“日侵記憶”之際，

更多的是感慨及關懷這事件。周子善在詩中完整反映其內心的寫照，故其在詩

中的“無奈”亦深刻的體現了周子善的“日侵記憶”。故此，本文以周子善在

藉著日侵投降紀念日之詩論述其“以史說詩”之餘，亦在章題之末總結周子善

對“日侵記憶”詩風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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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詩證史”：周子善的 “烽煙之隱” 

在周子善舊體詩中，“以詩證史”可讓人、事、物及情感貫穿起來。在周

子善“日侵記憶”的舊體詩創作中，透過“以詩證史”能為歷史作旁證或補充

歷史的空白，且可添加自己的個人情感。所謂詩人的記憶也是歷史的記憶，周

氏的詩題往往長達數十字，帶有明顯的紀實或書寫“詩史——我史”的傾向。

陳平原曰：“‘詩史’詩人這麼一個稱號，不單屬於杜甫，而且屬於一批生活在民族

存亡的緊要關頭，用詩筆記下民族的苦難與屈辱，表達民族的悲憤與希望的愛國詩人”

（陳平原，2010：269）。本文認為，周氏的“日侵記憶”作品不只是個人記憶，

而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在這“烽煙”後，周氏的“史實”也與馬來西亞官方的“史實”有所不同。

周氏的“史實”能讓歷史有了旁證及補充歷史的功能且附有情感。這樣的作品

已經超越了個人的視野，更可化為見證馬來亞脫離日軍的舊體詩詞創作。綜觀

周氏眾多作品之中，最為明顯的是〈勝利〉、〈秋興八章，步杜陵原韻〉之四、

〈第二世界大戰憶感（四言詩）〉及〈報載日本政府終於決定派兵至海外，不

期然勾憶起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南侵星、馬，余跟家人等逃離之情形，歷

歷如在目前，有感成此〉。 

就〈勝利〉，詩曰： 

“當日大人言，潛艇到邦咯。聯軍策反攻，安排此動作。29B 機群，高空放

煙幕。更放宣傳品，日軍感驚愕。一三六部隊，荒山降傘落。聯絡抗日軍，

供糧及彈藥。和平露曙光，人心感有托。原彈炸廣島，萬人輻射灼。再次炸

長崎，驚破日人魂。天皇忙下詔，投降簽和約。勝利終到來，四海騰歡樂。

匆過五十年，諸事猶如昨。”（周子善，19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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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詩開篇“當日大人言”，顯然周氏對事件的認知有限，敘述者也是從孩童的

視角，透過身邊大人的個人記憶來敘述這件事。周氏藉著“大人”個人的記憶，

變成這歷史事件的見證人。根據周氏為這首詩歌做注，“29B 機群”36是由印度

飛來的盟軍。此機群常在高空飛臨馬來半島，與地面上的抗日軍聯繫。1967 年，

《綜合評論月刊》也是有報導曰：“戰爭爆發時，英軍在全馬的空軍約有一百二十

架至一百五十架飛機”（綜合評論月刊，1967：7）。周氏詩歌與報導相較而言，

周氏的舊體詩起了補充歷史的作用。周氏詩中提起“29B 機群”是飛機的型號；

而《綜合評論月刊》雖沒有說明飛機型號，卻記載當時戰爭中飛機的數量。這

讓整個歷史事件得以完整化。接著，根據“一三六部隊”華人副區長莊惠泉在一

項抗日史料報告中，披露該部隊乃是中英兩國成立協定。“一三六部隊”人員由

中國供應；英國負責訓練計劃及指導工作（劉吉彬，1992：頁數未祥）。周氏

詩中提起“一三六部隊”，這讓讀者得知“一三六部隊”的存在，並起了補充及

旁證歷史作用。 

另，周子善在 2009 年提筆寫詩，題曰〈秋興八章，步杜陵原韻〉37之四，

詩曰： 

“紛紜世局似盤棋，零散烽煙亦足悲。二戰身經為史實，一群雁過是秋時。 

                                                           
36
 B-29 轟炸機（英文：Boeing B-29 Strategic Bomber），是美國波音公司設計生產的四引擎

螺旋槳轟炸機。B-29 轟炸機命名延續自 B-17 飛行堡壘，是美國陸軍航空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亞洲戰場的主力戰略轟炸機，是二次大戰時各國空軍中最大型的飛機，也是當時集各種新科技

的最先進的武器之一，被稱為“史上最強的轟炸機”。1945 年 8 月，B-29 轟炸機向日本的廣島

和長崎投擲了原子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B-29 在美國空軍繼續服役了很長一段時間（包括朝

鮮戰爭，19 個不同的變種機型扮演了多種多樣的角色——氣象偵察、空中加油和作為超音速飛

機研究的實驗台），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早期全部退役。（World War II Database，2018：頁

數不詳） 
37
 杜甫的〈秋興八首〉的整體創作理念與周子善的〈秋興八章，步杜陵原韻〉相似。杜甫的

〈秋興八首〉是於安史之亂之後，大歷元年（766 年）所寫（高嘉謙，2016：104）。本文認為

周子善運用此詞牌亦在相似下自我調節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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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日寇揮軍佔，總覺心腔湧血馳。黷武最終嘗苦果，投降恥辱值深思。” 

（周子善 b，2017：60） 

於詩，周子善透過回憶開展“日侵記憶”的敘事詩38。周氏透過詩敘述者的“日

侵記憶”將當時 1941 年 12 月 8 日入侵馬來亞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

投降（廖文輝編著，2017：315）整個宏大的歷史文本濃縮為一首舊體詩。 

首先，從詩中首句周氏以“紛紜世局似盤棋，零散烽煙亦足悲”說明時代背

景，讓讀者明白詩篇將要敘述一段“日侵記憶”。在這“零散烽煙”中都足以

讓他。周氏在童年時期親生經歷日侵時期，這也屬周氏個人的“史實”。周氏

的“日侵記憶”並非無中生有之說，而能在其字裡行間有所體現。另，他在此

詩特別為自己的“史實”做注，曰：“1942 年初日軍南侵，新馬淪陷，我猶不足六

歲，身經三年八個月之艱難生活，當時已知痛恨日寇，幼小心靈亦曾熱血沸騰，迄今

歷久猶新，永難忘記”（周子善 b，2017：60）。再者，“雁”是冬候鳥也是群

體動物，周氏看見“雁”的秋去春歸也使人聯想亂世中飄零的人生，這與前句

有了相呼應。縱然，周氏“難忘日寇揮軍佔，總覺心腔湧血馳” 然而“黷武最終

嘗苦果，投降恥辱值深思”。由此可見，〈秋興八章，步杜陵原韻〉之四的創作

不僅讓周子善抒發情感之時，還將日侵時期以“重現”的方式寫出這段記憶。

故，其詩可稱之為“以詩證史”，作為日侵時期歷史的旁證。 

與此同時，再看〈第二世界大戰憶感（四言詩）〉，詩曰： 

“童年不幸，倭寇南侵。槍聲炮響，動魄驚心。破衣蔽體，飢餓難禁。殺蛙

煮食，記憶猶深。三年八月，貧病強任。當年困苦，牢記至今。此生厭戰，

有據可尋。政客猶存，好戰之忱。日人應記，原爆灰淋。覆轍重蹈，禍至殃

                                                           
38
 這種詩體都是以記敘為主要表現手法的紀事詩歌。其中，敘事詩的特點並不是單純地記載事

件，而是通過一定的場景、人物及故事的記敘撰寫並引起讀者的共鳴（簡恩定主編，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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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早日回首，可免淪沉。誠心奉勸，深望酌斟。”（周子善 b，2017：

14） 

此詩相較於第二首〈秋興八章，步杜陵原韻〉之四而言，雖然同樣都是“以詩

證史”的體例，但與〈第二世界大戰憶感（四言詩）〉展現的“以詩證史”有

所不同。前篇是以“史實”為主體，也是以歷史角度敘述當時整個日侵時期的

大環境。然而，此詩是以時間，“三年八月”作為詩的主體。詩句開篇就告知

讀者其“童年不幸”是因“倭寇南侵”。在這“三年八月”的過程是屬於“困苦”

的，讓周氏“此生厭戰”將“日侵記憶”都“牢記至今”。全詩展現周氏的“烽

煙之隱”為“破衣蔽體，飢餓難禁。殺蛙煮食，記憶猶深”。當時，馬來亞人民都

經歷過亂世，因此周氏是藉著歷史的時間寫出一個時代的記憶。因此，本文認

為此詩在紀事及感事相較而言，其詩較重感事，更近乎“詩”。故，這屬於

“以詩證史”的體例中旁證歷史的作用且附有感情。 

此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憶感（四言詩）〉同樣用“三年八月”為主體

的詩有〈報載日本政府終於決定派兵至海外，不期然勾憶起日軍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南侵星、馬，余跟家人等逃離之情形，歷歷如在目前，有感成此〉，詩

曰： 

“少小經教世味諳，當時日寇正侵南。三年八月生猶死，萬眾幾人餓不貪？

炮火連天驚至極，兵尸遍地臭難堪。回思戰事真悲慘，父母艱辛負重擔。”

（周子善 b，2017：78） 

此詩和前詩皆是以歷史時間作為主體。然而兩首詩相較之下，前者的“三年八

月”是“貧病強任”，而此詩“三年八月”是“生猶死”。由此可見，周氏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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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日侵記憶”舊體詩創作的轉變39。在“以詩證史”方面，周氏在詩中融合了

敘事與抒情的書寫策略，就是將周氏與其父母養活一家的艱辛寫下。另，周氏

在“少小經教世味諳”之下已經歷了“炮火連天驚至極”及“兵尸遍地臭難堪”的

生活。從敘事角度，這首舊體詩“依靠”著歷史將自身的故事呈現出來。這也

將“以詩證史”除了作為歷史的旁證也可以添加個人情感，故和官方的日侵歷

史有所不同。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周子善“日侵記憶”的舊體詩顯現出“以詩證史”的

體例。周氏的舊體詩既能體現“日侵時期”之治亂，又能表達周氏個人之情感。

詩中既能在紀事，同時也能兼顧其詩中的感事。故本文得以總結，周子善的

“以詩證史”與官方的不同之處是將歷史事件作旁證或作補充，後添加自己的

個人情感，以舊體詩的創作方式呈現出來。此外，周氏作品不僅能成為歷史的

旁證也能補充歷史所不足。周氏在這四篇舊體詩中，把具體的歷史事件作為敘

述背景，把個人的主觀感受作為主體敘述，“詩史”便由注重“紀事”轉為注

重“感事”了（陳平原，2010：283）。雖然情感的氛圍都有所不同，但都較重

感事，更近乎“詩”。故此，本文以為周氏運用這種體例可以更準確的表達他

想要表達的情感也不失敘述歷史的成分。 

  

                                                           
39
 〈報載日本政府終於決定派兵至海外，不期然勾憶起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南侵星、馬，

余跟家人等逃離之情形，歷歷如在目前，有感成此〉為 1992 年撰寫，也是屬於周子善生活中的

第三階段。而〈第二世界大戰憶感（四言詩）〉是在 2015 年撰寫，是屬於其生活中的第四階段。

在這不同階段下創作“日侵記憶”舊體詩詞，從有心態之轉變。前者是“生猶死”，後者是

“貧病強任”。故此文本認為其情感由強烈至平鋪直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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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史說詩”：周子善的噩夢與夢想 

“以史說詩”是周子善在日侵結束後的週年紀念日創作的舊體詩。然，在

此章節之下周氏的舊體詩詞作品並不是沉溺或“依靠”於歷史知識，而是巧妙

的運用個人童年記憶視角陳述。“以史說詩”與上一節“以詩證史”相較之下，

“以詩證史”是依附在歷史之下作為旁證及補充歷史的空白；然“以史說詩”

是在有紀念日之下撰寫，較明顯的紀實或有意書寫的詩作。 

周子善的作品並不是馬來西亞官方或其他社團的歷史陳述，而是在這歷史

上具體展現了個人記憶。其中“噩夢”及“夢想”不斷糾結，原因是在馬來西

亞獨立了六十一年後，周氏仍對這段回憶放不下的心態。周氏前後出版過十九

首“日侵記憶”為主題的舊體詩詞創作，當中本文選用〈太平洋戰爭結束五十

周年賦感〉、〈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念紀念感賦〉、〈2014 年 8 月 15 日

為日本投降 69 週年之日，感賦〉及〈2016 年為第二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日軍

戰敗投降 71 週年紀念，賦一闋誌感——調寄《賀新涼》（金縷曲）〉，這四首

舊體詩詞輔助本文在這章節之下論述周氏的“以史說詩”。 

在 1995 年，《光華日報》報導〈太平洋戰爭結束 50 週年 各州大會堂今

日舉行盛大追悼會〉40，周氏也有詩〈太平洋戰爭結束五十周年賦感〉曰： 

“多少平民濺血紅，無情日寇比狼兇。萬千軍士身先死，五十年光恨獨濃。

欲掩罪行圖改史，應防戰販再稱雄。當時悲慘艱辛事，依舊深留我腦中。”

（周子善 b，2017：79） 

                                                           
40
 根據報導，以往華團在清明節都有舉行追悼蒙難人士。然，在 1995 年，各州大會堂在追悼蒙

難人士上追悼日侵時期犧牲人士。此舉是為了表達人民維護和平及反對戰爭的決心。詳見光華

日報，〈太平洋戰爭結束 50 週年 各州大會堂今日舉行盛大追悼會〉，《光華日報》，1995 年

8 月 15 日，頁 1（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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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乃周子善在太平洋戰爭41結束五十週年紀念日所做之詩。周氏在日侵投降紀

念日之下並沒有一如往常以“難忘”、“回首”等字眼出現在詩中。首句“多

少平民濺血紅”讓讀者得以想像當時戰後的慘況，而這些“血紅”的鮮血都是

“無情日寇”所為。周氏以“狼”形容“日寇”，這比喻為“日寇”的凶狠和

“狼”一樣，沒人性。詩中次句，“萬千軍士身先死”是指英國軍隊的錫克籍和

尼泊爾籍的兵士（周子善 a，2017：160）。緊隨著，周氏陳述日本“欲掩罪行

圖改史，應防戰販再稱雄”。周氏透過“日侵記憶”書寫，責怪日本企圖篡改歷

史42。日本“欲掩罪行圖改史”的罪行無法在歷史上作出記載，但在〈太平洋戰

爭結束五十周年賦感〉詩中，周氏為此舉作出了一個紀實的工作。 

再者，周子善的另一首詩〈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念紀念感賦〉，詩曰： 

“昭南時代43憶辛艱，五十年間鬢已斑。改史圖消殘暴罪，擴軍隱見野兇犴。

死灰莫任燃猶熾，噩夢須知去可還。侵略雄心終不滅，慎防黷武焰升攀。”

（周子善 b，2017：79） 

此詩如前，從詩中開篇本文可得知道“昭南時代”即日侵時代，刀槍直入的點

出當時生活的艱辛。此時此刻，周子善憶起“日侵記憶”已過五十年、“鬢已

斑”。但，周氏依舊藉著其創作，把日本政府試圖“改史圖消殘暴罪”來還原歷

史的真相。此外，雖然日侵時期已經相隔很久，但周氏在此認為日軍“侵略雄

心終不滅”，並且在詩末提醒“慎防黷武焰升攀”。 

                                                           
41
 日侵時期也稱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日本帝國為首的軸心國和以美

國為首的同盟國於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間的戰爭，範圍遍及太平洋、印度洋、

東亞及東南亞地區。（陸培春，2014：3-6）。 
42
 《光華日報》在 1995 年的〈日官篡改歷史〉指出在 1982 年日本教科書有篡改的跡象（光明

日報，1995：2（3）f）彭明生用史實駁斥日本文部科學省認定合格的新編歷史教科書中否認日

本軍侵略東南亞的罪行（彭明生，2005：1）。 
43
 昭南島是日本佔領新加坡後及馬來亞後所取的新名稱。此意思為昭和（showa）年間，南進所

取得的新領土。日本在佔領馬來亞 3 年零 8 個月這個時期，稱之為“昭南時代”。昭南時代使

用的貨幣是日本軍用手票，俗稱“香蕉幣“或”香蕉票”，因為十元面值的日本軍用手票上印

有香蕉樹，香蕉幣與叻幣等值（陸培春，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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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首，周氏痛訴日軍企圖將世人的“日侵記憶”擦掉。另，周氏於 2014

年 8 月 15 日44感賦日本投降 69 週年之時，周氏提筆寫〈2014 年 8 月 15 日為日

本投降 69週年之日，感賦〉，詩曰： 

“生逢二戰慘身經，雖老雷聲尚怕聽。昔日苦情難盡訴，此時心緒豈能寧？

人民命運臨生死，史冊篇章記血腥。回首悵憐雙鬢白，唯欣松柏四時青。”

（周子善 b，2017：77） 

當中的“雷聲”是指炸彈聲，並非雨中響起的雷聲，然周氏至今聽聞雷聲，故

會讓他想起當時的炸彈聲，也是周氏“日侵時期”的創傷記憶。當下，周氏想

起了“昔日苦情”，這“心緒豈能寧？”。周氏藉著“雷聲”，憶起“人民命運臨

生死，史冊篇章記血腥” （周子善 b，2017：77）。如今，周氏“回首悵憐雙鬢

白”，感嘆唯有“松柏”一年“四時”都不變。由此說明，周氏藉著日本投降

69 週年之時寫了“日侵記憶”為主題的詩作。本文認為詩人會在一個特定的節

日撰詩，是將其情感投射在詩中的關鍵要點，對事件的關懷。因此，本文從詩

句中可見其“日侵記憶”之緣由。 

再看周子善在 2016 年日軍投降紀念日而作的另一首詩〈2016 年為第二世

界大戰太平洋戰區日軍戰敗投降 71 週年紀念，賦一闋誌感——調寄《賀新涼》

（金縷曲）〉，詩曰： 

“雙鬢皆灰矣，最難堪一腔愁緒，懶於提起。回憶今生經戰亂，面對餓貧將

死。保性命、唯依雜食。灌水砍頭今尚怕，日寇凶，年幼猶知耳。戰亂苦，

心猶悸。無情殘忍軍威恃，至難忘、迫交奉納，慘情無止。抗日民情終暗湧，

殺敵不容輕試。待時到，成功自易。國破家亡仇恨在，共欣知、倭寇終降恥。

杯樂舉。同歡慰。”（周子善 b，2017：113） 

                                                           
44
 周子善明確在其詩下寫下當天的日期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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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作於 2016 年為第二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日軍戰敗投降 71 週年紀念而撰寫。

詩中首句“雙鬢皆灰矣，最難堪一腔愁緒，懶於提起”與上三篇相較之下，周子善

在此已經“懶於提起”。但是在這紀念日，周氏不得已借發議論，將其“日侵

記憶”寫下。周氏再次將“面對餓貧”的經歷寫下戰亂之苦。其後，周氏道出

在日侵時期除了面對飢餓，最難忘的事件莫過於“迫交奉納”。周氏借用這樣

的紀念日將日軍政府成立了昭南華僑協會，向人民徵收五千萬元的“奉納金”45

的事件（廖永輝，2017：313），達到了“以史說詩”的效果。最後，周子善雖

說“國破家亡仇恨在”，但在詞末接著說“杯樂舉。同歡慰”。從這一句詞中可

見，周氏已不再企圖說日軍有“雄心”或日本政府要消滅歷史，而是以平鋪直

敘及關懷的方式來敘述“日侵記憶”。 

本文亦認為〈太平洋戰爭結束五十周年賦感〉、〈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五十

周念紀念感賦〉都是與 1995 年撰寫，當時在憶起“日侵記憶”乃認為日軍有

“雄心”、日本政府企圖把世人心中的歷史記憶消減。然，到了後期也是周子

善生活中的第四階段，其詩〈2014 年 8 月 15 日為日本投降 69 週年之日，感賦〉

及〈2016 年為第二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日軍戰敗投降 71 週年紀念，賦一闋誌

感——調寄《賀新涼》（金縷曲）〉都以“回首悵憐雙鬢白”及“回憶今生”看

待“日侵記憶”，更多的是借發議論。因此，本文認為周氏在撰寫日軍投降紀

念日之舊體詩詞，從“痛恨”日軍企圖掩蓋事實的真相到平鋪直敘的說出歷史

的心裡轉變，也是逐漸將記憶轉換成對“日侵記憶”的關懷。  

                                                           
45
 各州奉納金數額：雪蘭莪一千萬、霹靂八百五十萬、檳城七百萬、馬六甲五百五十萬、柔佛

五百萬、森美蘭兩百萬、吉打及玻璃市各一百萬、彭亨五十萬、吉蘭丹三十萬、登嘉樓二十萬。

（中國報，1992：8（1）f）此外，在砂勞越及北婆羅洲也強行勒索三百一十萬元的奉納金（林

水檺、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199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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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藉由“日侵記憶”題材，從《逍遙酬唱集》、《周子善文

集》和《周子善詩詞選》裡為周氏創作主要論述。周氏以“日侵記憶”的大時

代為書寫背景，藉一位孩童的記憶和成為全創作中的觀點人物。此外，周氏的

作品中突顯了個人記憶也呈現了一個時代的記憶。 

周子善的創作依然延續至今，然而本論題之下僅取周子善從 1992 年至

2016 年的作品為研究的範圍之內。本文以周子善生平尋踪為首，後探討周氏

“日侵記憶”與書寫，將此題材分為三個部分，並大略淺析其研究之義後分析

其詩中的南洋意象。 

另，周子善以歷史敘事詩的文類角度來重建歷史記憶。本文以“以詩證史”

及“以史說詩”的體例來探討周氏的“日侵記憶”舊體詩詞。“以詩證史”以

感事為重；“以史說詩”以紀事為重。兩者之間，周氏的“日侵記憶”詩皆在

其生活第三階段撰寫的情感較為激烈。反之，到了生活第四階段，周氏的詩風

轉向了平鋪直敘及關懷“日侵記憶”事件。然，本文當然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這也將成為以後繼續探索的一條引線。 

周子善擅長撰寫敘事詩，其作品集中收錄了不少與徐持慶的酬唱詩。兩人

之間無論是在雅集上見面或是周氏路過怡保赴宴，兩人都會答酬一首。其次，

亦對國內政事抱著關注心態，而對社會上的現象有所而感的周子善，偶有撰寫

關於馬來西亞社會時事為題材的詩。這一類詩歌的創作通常是國內發生政治動

蕩事件之際，周子善將自己對於事件發生的看法以舊體詩詞體式而撰之詩。故

也可往這方向續而論述其詩中的“政治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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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周子善“日侵記憶”舊體詩詞覽表 

序 作品 收錄 創作

年份 《逍遙酬唱集》 《周子善詩詞選》 

1. 〈報載日本政府終於決定

派兵至海外，不期然勾憶

起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南侵星、馬，余跟家人

等逃離之情形，歷歷如在

目前，有感成此〉46 

√ √ 1992 

2. 〈日軍南侵追憶〉47 √ √ 1992 

3. 〈太平洋戰爭結束五十周

年賦感〉48 

√ √ 1995 

4. 〈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五十

周念紀念感賦〉49 

√ √ 1995 

5. 〈偶感〉50 √ √ 1995 

6. 〈追憶〉51 √ √ 1995 

7. 〈逃難〉 √ √ 1995 

8. 〈淪陷〉 √ √ 1995 

9. 〈殺蛙〉 √ √ 1995 

10. 〈慘事〉 √ √ 1995 

                                                           
46
 此篇作品是〈報載日本政府終於決定派兵至海外，不期然勾憶起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南

侵星、馬，余跟家人等逃離之情形，歷歷如在目前，有感成此〉，後改收錄在《周子善詩詞選》

與〈日軍南侵追憶〉一詩結合易題為〈回憶少年時（二首）〉，並且加注。 
47
 此篇作品是〈日軍南侵追憶〉，後改收錄在《周子善詩詞選》與〈報載日本政府終於決定派

兵至海外，不期然勾憶起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南侵星、馬，余跟家人等逃離之情形，歷歷

如在目前，有感成此〉一詩結合易題為〈回憶少年時（二首）〉，並且加注。 
48
 此篇作品是〈太平洋戰爭結束五十週年賦感〉，後改收錄在《周子善詩詞選》易題為〈世界

二戰太平洋區戰爭結束五十週年賦感〉。 
49
 此篇作品是〈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念紀念感賦〉，後改收錄在《周子善詩詞選》易題為

〈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五十週年紀念感賦〉。 
50
 此篇作品是〈偶感〉，後改收錄在《周子善詩詞選》易題為〈偶感（日治時期回憶之一）〉。 

51
 此篇作品是〈追憶〉，後改收錄在《周子善詩詞選》易題為〈追憶（日治時期回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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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勝利〉 √ √ 1995 

12. 〈郁達夫殉難五十周年紀

念倚【滿江紅】一闋〉 

√  1995 

13. 〈秋興八章（步杜陵原

韻）〉之四 

 √ 2009 

14. 〈2014 年 8月 15日為日

本投降 69週年之日，感

賦〉 

 √ 2014 

15. 〈第二世界大戰憶感（四

言詩）〉 

 √ 2015 

16. 〈乙未歲末抒感（四言

詩）〉 

 √ 2015 

17. 〈小詞二首 

（一）好事近（翠園枝）

——戰亂怕重提〉 

 √ 2016 

18. 〈2016 年為第二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區日軍戰敗投降

71週年紀念，賦一闋誌感

——調寄《賀新涼》（金

縷曲）〉 

 √ 2016 

19. 〈一剪梅——追憶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日寇侵佔東

南亞之苦況〉 

 √ 2016 

總共（首） 12 18  

資料來源：整理自《逍遙酬唱集》及《周子善詩詞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