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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 

学生姓名：马詠辉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温任平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华裔公民。恰逢其年少时，正是国家

新兴的时期，他应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共同携手打造国家的美好未来。可是，年少

的他却将自己视为一个“无名的歌者”，阐述着自己成长的环境伴随着国家政治的影

响而逐渐成为一个边缘的他者，导致其作品萌生了离散意识。自六十年代起，国家政

府有意推行以土著至上的一系列政策，导致华裔公民在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

遭受到打压，逐渐形成一群集体自我离散的现象。 

温任平处于这般的环境下，其意识也渐层出现漂泊的现象，并在作品中运用航

行和中国性的意象来抒发自己的离散情怀，也透过这些意象反映出华裔公民身处不公

平的压迫中而形成的孤寂与无奈。然而，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遭受到质疑后，以精

神层面上的离散去达到一种自我和母体文化上的想象。最后，本文在探讨其离散书写

时也意外察觉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本土性的元素，从思慕原乡的情感中转化为本土关怀，

进而形成其内心与意识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在于其精神意识和现实的生活形

成了一个极大的落差。 

【关键字】温任平、离散书写、身份认同、原乡缅怀、矛盾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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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温任平（1944-），原名为温瑞庭，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其祖籍乃是广东

梅县。他于 1958 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第一篇短诗《晚会》，并发表在《通报》读

友俱乐部。在成立天狼星诗社前，他与温瑞安携手合作成立了绿洲社。1972 年，温任

平成立了天狼星诗社，并担任了社长，带领其诗社积极推广现代主义文学。温任平曾

在 2010 年荣获第六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奖，至今出版的作品有诗集《无弦琴》

（1969）、《流放是一种伤》（1978）、《众生的神》（1979）、《扇形地带

Kawasan Berbentuk Kipas》（1999）、《戴着帽子思想》（2007）、《倾斜：温任平

诗集》（2018）以及《教授等雨停》（2018）；散文集《风雨飘摇的路》（1968）与

《黄皮肤的月亮》（1977）；评论集《人间烟火》（1978）、《精致的鼎》（1978）、

《文学观察》（1980）、《文学·教育·文化》（1986）、《文化人的心事》

（1999）、《静中听雷》（2004）、《马华文学板块观察》（2015）。 

温任平身为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华裔公民，却是一个具有离散意识

的马华作家，但其离散形式较为特殊，将文化认同上的焦虑再现为一种缅怀原乡的意

识形态，体现出他仅在精神层面上心怀着原乡文化的离散情怀，与一般马华离散作家

较为不同。因此，本文将会以温任平为个别研究的对象，并以其部分的作品进行论述

举例，即《黄皮肤的月亮》、《流放是一种伤》、《文化人的心事》和《戴着帽子思

想》，选择这些作品的原因在于七十年代中期他有着强烈的原乡文化回归之愿，1977

年的《黄皮肤的月亮》和 1978年的《流放是一种伤》是较为明显体现其浓厚的离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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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而《戴着帽子思想》收录了 1980至 2002年的作品，正好形成一个创作的时间

轴，以展现了温任平由 1977年至 2002年之间的离散意识之变化，再以《文化人的心

事》论证其离散意识出现了矛盾的状态，即从思慕原乡的情感中逐渐转化为本土的关

怀。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文将题目设定为《论温任平的离散1书写》，将研究范畴锁定于温任平的离散

写作上，原因在于有关马华离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较为留意已迁移到他国的马华作

家群体，却忽视了仍留在我国的温任平所展示的离散书写，从他的精神上流露了自我

放逐的离散情怀以及原乡情结。因此，本文欲透过探讨温任平的离散书写，进而得知

其作品内涵背后蕴藏着何等深层复杂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而形成其内在精神

的自我放逐。 

其二，温任平乃身为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华人，究竟为何他会产生浓厚

的离散意识？他并不像其祖辈有着原乡家园的包袱与情感，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代华人

应该怀有一起为国家奋斗的精神，应献出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可与现实状况相反，

其精神上处于自我流放和漂泊不定的情况，且不断地眷恋中华文化，形成一种文化乡

愁的情绪。同时，本文也会进一步探讨温任平在其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如何产生了

 
1 源自希腊文字“diasperien”，“dia”意指跨越，“sperien”则是为传播种子之意，原指用于犹太人遭受压迫

而选择离开巴勒斯坦，漂泊在外的意涵。后来也用于在某个种族基于外在因素或内在决定而选择离开故

乡，散居在异国各地的状况，然而其意识也与故乡有着情感上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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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不安的状态，在探索自己的身份定位中经历了什么过程，并透过怎样的方式来抒

发其离散情怀。 

最后，温任平的离散形式也与其他马华的离散作家并不相同，如温瑞安、李永

平、林幸谦等。在面临相同的经历下，同样都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压迫，温任平并无移

民、迁徒定居、远离故土等离散经验，纯是属于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想象回溯原乡的

传统文化，其他作家则是怀着绝望失落的情怀选择离开故乡，迁移到他国生活，形成

他们外在的流放。因此，本文希望透过探讨温任平的离散书写，从中得知他对于原乡

文化有着什么想法与态度，并为何选择以精神上的离散去面对，而不是采取外在形式

的离散，如迁徒定居。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论文设题为《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主要是了解温任平如何在作品中

体现出其离散情怀，以及从中探讨他究竟为何产生这般情怀。首先，本文将会以文本

细读法2的方式对温任平的作品进行详细的分析，而运用文本细读法的目的在于分析其

作品的层面意义与内涵意义，仔细理解温任平词句中所隐含的言外之意。同时，透过

理解其语句中所隐含的内涵意义，进而得知温任平创作时所要抒发的思想情感。 

本文将会以“离散”的文学定义为基础，尝试以此视角去分析温任平作品中的

国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与冲击等问题，以体现出其内心的离散意识。在“离散”的

 
2 意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在阐明每首诗中各种因素的冲突和

张力的基础上把握这首诗的有机统一，即诗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相关的并围绕着作品的中心悖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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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定义上，本文主要是以“后离散”作为主要的概念，认为温任平在国籍身份上虽

然和中国分离，却在文化认同上依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其中缘由是当时马来西亚存

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多重的文化环境相互纠葛，以至于造成身份认同和文化认

同的背离。同时，透过此方法也可进一步理解温任平在情感上与原乡3中国有所关联，

以精神上眷恋中华文化的方式进行内心上的离散行为，形成了内心的自我放逐。以离

散的视角来观看，温任平当时处于被国家政策的压迫下，不得以选择精神离散的方式

来抒发其内心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的困境。 

再者，本文也使用社会历史批评法4去评析温任平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以当

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社会生活等环境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来

分析，其认为文学的一切盛衰发展存在于社会历史当中，唯有综合了当时社会的时代

背景，如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全面性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作出诠释。

因此，本文将会探讨温任平身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导致其产生离散情怀，并了解社会群

体和离散意图之间的关联，进而得知温任平在诸多的外在因素下如何消散其认同感而

逐渐走向精神离散的倾向。 

除了当时社会历史的时代背景酝酿了温任平的离散意识，其内心的心理因素也

间接形成这种意识。以心理批评5的观念，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学艺术现象毕

竟都是人类精神活动、心灵活动的过程或结果，体现了人生和人性的丰富内涵”6。因

此，本文也借照荣格的“原始意象”
7
理论，其强调“心理学作为研究心理过程的一门

 
3 原乡意指祖辈原初的乡土；故乡则是诗人出生的国家。 
4 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主要研究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

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 
5 指运用心理学的观念、理论、方法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研究、评述的一种批评流派。 
6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08。 
7 指人们祖先在谋取生存的过程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类型的经验，这是人类原始时代沉淀下的一些心

理残迹，是一些包含着形象、情绪、意念、张力的心灵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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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很明显，是能被用于文学研究的，因为人类心理是孕育一切科学与艺术的母

胎”8。同时，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提出了“个体人的心理，最终是扎根在整个种

族的文化进化史乃至地球的生物进化史之中”9。于此，本文运用心理学家荣格的“原

始意象”理论去探讨温任平借由意象抒发个人情感时所积淀下的心理残迹。 

 

第三节 文献综述 

 

关于温任平的学术研究，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探讨仍在尝试以不同的视角切

入，进行相关的分析与解释，提出个人独特的观点。然而，本文将会采集不同学者对

于温任平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在离散书写上相关的论点，尝试进行归纳与整理，以尽

最大能耐去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脉络。  

首先，一涉及关于温任平的相关研究，就必须提及一位相当重要的研究者——

谢川成，因他对于温任平的探讨有着显著的研究成果，并以出版的方式将这些研究成

果进行整理以及综合，此书籍命名为《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

究》。根据这书籍的编排，可分为四个部分，即“温任平诗歌研究”、“散文/散文观

研究”“温任平序文研究”以及“综合评论”。谢川成基本上将温任平的作品都纳入

了研究作品，以不同的视角为温任平的作品做出较全面性的诠释。 

谢川成在“温任平诗歌研究”方面，共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现代屈原的

悲剧——论温任平诗中的航行意象与流放意识〉、〈温任平诗中的“屈原情意结”〉

 
8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 118。 
9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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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文化母体的召唤——论温任平诗中的中国性〉。谢川成于〈现代屈原的悲剧—

—论温任平诗中的航行意象与流放意识〉以及〈温任平诗中的“屈原情意结”〉中提

及温任平对于屈原有着孺慕之情，并以航行意象突显屈原的遭遇，抒发个人对于国家

的失望以及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差异对待。基于温任平的文学作品经常出现关于屈原以

及端午节庆的意象，在探讨的过程中不难其作品出现明显的中国性，故此谢川成也发

表了〈文化母体的召唤——论温任平诗中的中国性〉以论述其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散文方面，谢川成也发表了〈那一方褐色的古印——论温任平散文〈暗香〉

的主题与语言策略〉，仔细分析〈暗香〉的主题，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暗香〉

不像表层所叙述的婚外情，而是隐喻着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孺慕之情。同时，这篇

文章较为着重探讨散文中的语言策略，如文化典故词语、文言词语、比喻等，以迂迴

的语言方式表达出身处在多元文化的国家，却对传统中华文化有着眷恋，但也不想离

开故乡，表示对国家也有一份责任感，处于矛盾的边缘地带。 

再者，朱崇科以屈原书写的视角去探讨温任平的文学作品，因此发表了〈屈原

状写：再现、在地与载我——以温任平为中心〉，提及其“屈原情意结”以及发现其

孺慕之情，同时也提及他对于本土的纠结，运用反讽的方式去抒情。此外，朱崇科在

〈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以四种方向去论述其中国性和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即中

国性现代主义、客观性现代主义、本土中国性以及包容型本土性。 

综上所述，温任平作品中的“屈原情意结”较为被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同时也

论证其较为倾向中华文化，其中缘由涉及其现实生活与个人本身的身份和文化发生冲

突，间接酝酿其离散意识。同时，谢川成也以意象的视角去探索温任平的离散情怀，

较为专注于航行与中国性的意象，朱崇科则是发现温任平的作品当中同时也存在了本

土意识。因此，本文将会以“离散书写”的视角去诠释温任平的作品意涵，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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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时社会背景作为论述，以及运用意象的方法去探讨温任平作品中出现的中国性，

并发现其作品也蕴含着本土情怀，进而得知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矛盾，因他精神上眷

恋中华文化，却又同时存在着不愿离开故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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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温任平的离散书写 

 

 

温任平的作品题材体现出他对于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产生了疑惑，间接形

成一种追寻自我定位的离散情怀。在探寻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下，温任平也透

过对于原乡的缅怀而展现出本土社会不认同其自身文化，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政策进

行施压，进而导致他处于边缘化，只能以精神上的离散去抒发其无奈和感伤的情怀。

因此，本文将以“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探寻”和“原乡的缅怀”来分析温任平作品

中的离散书写。 

 

第一节 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探寻 

 

温任平的祖辈从中国来到南洋寻找工作，只为了获得谋生赚钱的机会。然而，

却在南洋结婚生子，诞下了后代，开始在南洋落地生根，加上也经历过日据时期，他

们参与了捍卫家园的抗战。同时，他们也见证了马来亚脱离殖民地的占领，成为一个

独立的多元民族国家。因此，作为土生土长第一代华裔的温任平应该在国家新兴的时

期，努力参与国家的建设，共同携手打造国家的美好未来，但是他却像一个被边缘的

他者，将自己暗喻成“一个无名的歌者”10，暗示着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被国家的政策打

压着，处于一个不被认同的处境。同样作为马来西亚的华族公民，温任平却感受到国

 
10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霹雳：天狼星出版社，1978），页 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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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于他们是存在着差异的对待，原因是在他们的眼中，华族与他们的肤色也是截然

不同，似乎和他们并无有任何关联，甚至还延伸了华族因黄色皮肤的关系被视为边缘

的他者。因此，华族生活在一个以马来民族为主的社会下，在政治、文化、教育等诸

多方面遭受到打压，进而产生了身份和文化上不被认同的离散情怀。 

本文之所以推测温任平的离散意识和马来西亚底下的政治背景有关的原因在于

《黄皮肤的月亮》（散文集）和《流放是一种伤》（诗集）的出版年份分别在于 1977

年与 1978 年，而往前回顾的历史也许可作为一个论证。从六十年代开始，政府有意推

行以土著至上的国家政策，如《1961 年教育法令》，其内容为华校被迫改制的教育政

策、《1963/67 年国语法令》，将马来语列为唯一的教学媒介、1969 年也发生了种族

暴动的“五一三事件”。 

经过“五一三事件”后，政府也推行了扶持马来民族的“新经济政策”，主要

目的是消除华裔和巫裔彼此之间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此政策在非土著的眼中是视

为一种不公平的差别待遇。政府甚至还实行了各种固打制来局限其他种族的权益，如

大学学位、土著房屋、奖学金等一系列的固打制。正如何启良所说，由 1971 年开始，

国家政府每五年会实行一个新阶段的“新经济政策”，而来到八十年代末已算是度过

了四个“新经济政策”，从每一个阶段的“新经济政策”里都可鲜明对照土著与非土

著在政治力量方面的差距拉长。举例而言，许多繁杂的问题如公民权、独立大学、官

方语言、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等，甚至是政党彼此之间的政治游戏，华社基本上毫无

谈判的余地，显得处处挨打的情况。11 

 
11 何启良，《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论述》（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页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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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也在教育政策上推行以马来语为媒介语，华社因由独立中学坚持以

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而无法得到政府的津贴资助，甚至在国内不承认此文凭的存在，

导致这些毕业生无法在马来西亚拥有立足之地而选择离开，到其他国家去工作或深造，

甚至在异地选择定居。由此可见，温任平生活在华社被压迫的时代下，无疑是国家的

政治背景导致他产生了离散意识，就像他所言“在中国大陆之外，离散在世界各地

（各国）的华人在‘我从哪里来’、‘我现居何处’的夹缝里，本身就是个矛盾，国

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相杆格是身份认同焦虑的根源”
12
，因此身份认同的焦虑问题便

是在离散课题上不断去探索的着重焦点。 

举例言之，〈流放是一种伤〉可证明温任平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在身份和文化的

认同上是处于一种焦虑，也从中暗示国家政策的不公平对待，令他们倍感伤痛和失望，

迫使他们萌生了离散的情怀。此诗的开头便说明“我只是一个无名的歌者”13却一直

“唱着重复过千万遍的歌”14，而这些歌和歌词象征自己的文化，即中华文化。他强调

自己对于中华文化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15，并且将其比喻成“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

脉管里”16，正如温任平所描述他的血液为红色，皮肤则是黄色，需要依靠流动的血液

去守住他那亮眼的黄肤色，表达中华文化和自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者，温任平也表达了自己热爱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不管“在廉价的客栈里也

唱”17或者是“在热闹的街角也唱”18，唱到自己的喉咙沙哑也坚持流露出一声声悸动

 
12 温任平，《星洲日报·星洲广场》，2007 年 11 月 18 日。 
13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14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15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16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17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18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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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声。可惜的是“你听了，也许会觉得不耐烦”19，说明温任平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不

被他人所认同，甚至还被国家的政策打压着，到最后只能成为“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

20，并以随处漂泊“歌着，流放着，哀老着”21的方式去探索自己的定位，可见这整个

独自漂泊的过程是“疲倦，而且受伤着”22。 

温任平也在〈黄皮肤的月亮〉说明自己在探索其身份定位之时，处于一种叹息

的迷失过程，并以“吴刚伐桂”的典故暗示自己其实一直处于边缘的地带，永无止境

的漂泊，而处于这情况下，他将自己自喻为“一个溺水的人”23，只能依靠自身的指掌

来进行挣扎，并将指掌强调为最后一只，体现出他的处境十分窘迫。温任平对于马来

西亚的社会环境形容成 “气氛浮肿得可怕”24，然而他将自己在台湾与痖弦、周梦蝶

和黄春明的相遇，给予如此的评价：“第一度遭遇却谈得比老朋友还融洽”25。 

透过这个评价，本文猜测他将台湾视为理想的文学乡土，因瘂弦、周梦蝶和黄

春明都是台湾著名的作家，加上温任平觉得他们彼此都“向往着一份共同的皓洁，一

份共同的明亮”26。由此可见，温任平将马来西亚与台湾的生活氛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

比，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与理想乡土产生了冲突，突显了他对于台湾的依恋，形成其离

散情怀愈渐浓厚。 

 

 

 
19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20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21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22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23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页 184。 
24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5。 
25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26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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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乡的缅怀 

 

承前节所述，温任平生活在以马来民族为主的社会背景下，并在政治、文化、

政治等方面都以“土著政策”为优先下，华社明显处于一个边缘的地带，导致华人的

心态普遍上都开始出现焦虑不安的状况，产生了无奈和迷茫的情绪。然而，基于本身

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遭受到质疑后，华人就开始缅怀祖辈的原乡，同时这种缅怀也会变

成一种想象的源头，就如张宁给予原乡的定义是被对象化且复杂而形成了一种情感的

意象，认为此情感意象是家乡和祖先相互流动的脉络，恰似把根扎在每个‘原乡人’

的生命中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作为一个回归母体欲望的象征27。 

由此可见，当温任平感觉自已被边缘化了，就会开始以精神上的离散28去缅怀原

乡的文化，达到一种自我和母体文化上的想象。或许就像谢川成所说的“温任平的流

放是特殊的”
29
，因为他本身“骨髓里流的肯定是中华文化的血液，而在他的意识里，

中华文化无疑是他精神粮食的源头”30，可却是温任平处于这样打压的背景下，其精神

意识和现实的生活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矛盾，进而形成他以精神离散的方式去抵达想象

中的原乡文化。 

政府不仅于 1970年颁布禁止华人在公共场合里表演中华文化的活动，并在 1971

年制定了“国家文化政策”，此政策表面是以马来文化作为主流的文化，成为众多民

族文化中的核心，其实是为了再度边缘其他种族的文化。因此，温任平表示自己是

 
27 张宁，〈寻根一族与原乡主题的变形——莫言、韩少功、刘恒的小说〉，《中外文学》1990 年第 18

卷第 8 期，页 155。 
28 精神离散意指其精神意识对于非本土事物进行思慕或缅怀，通常是对原乡文化或异国文化有着眷恋；

身体上的离散则是选择移民、迁徒定居、远离故土等。 
29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页 22。 
30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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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31，意指流荡在中华文化边缘的他表示不能妥协，道出“不

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颜的歌”32，只为了坚持维护自己的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爱慕是

执着而肯定的，因对于“那些快乐的，热烈的，流行的歌”33是不感兴趣的，只歌唱着

古老的歌词，从中也流露出自己的文化不被认同而产生了浓厚的文化乡愁。 

此外，温任平也在〈黄皮肤的月亮〉中表示自己对于中华文化是有着眷恋，但

遭受到“国家文化政策”的施压，最终导致其眷恋沦落到无奈的境地。以谢佩瑶的观

点来看，她认为温任平内心思慕的那个“中国”是回不去的，因为那个“中国”是属

于祖辈的家乡，所以其思慕较多偏向于文化情感上的，但在故乡成长的他却不被国家

所认同而产生了焦虑，间接经历了双重的流放34。正如温任平选择“赵氏孤儿”来作为

他缅怀原乡，利用“赵氏孤儿”的复仇情节来暗喻自己的孤寂无奈，只能凭靠自己的

能力去完成一切，也借机以“孤儿”来暗喻自己到处漂泊，处于无依无靠的状况。同

时，他强调了每天伏在枕上以凝神细听的方式去理解“赵氏孤儿”的情节，视觉上并

未欣赏过一眼，其中缘故很大可能在于当时“国家文化政策”带来的影响，严禁中华

文化的表演活动，导致只能以匿藏的方式来缅怀原乡的文化。 

基于自己在成长的环境无法得到认同，温任平的心理开始出现复杂的情感，精

神上间接出现一直爱慕中华文化的情怀，缅怀着祖辈的原乡，可是却只能以想象的方

式去思慕，希望得到“响自各人心腔里的悠远低共鸣”35。尽管“胡笳十八拍，有一拍

 
31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32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33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34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

大学中文系，2012），页 515。 
35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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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一拍地，荒腔走调地，响在我暗哑的声音里”36，足以说明政府一系列的打压政策，

无法阻挠温任平继续保卫自己思慕的中华文化。 

或者就像许文荣所言，中华文化持续受到抑制的状况下，原本就要被淡化的传

统，竟然愈渐地被召唤归来，成为聚集华人的文化资本，以作为抵抗来势凶猛的土著

文化霸权的冲击”37，足以证明温任平面对文化冲击时，以缅怀原乡文化的方式借机流

露自己在本土社会上遇到的不平等对待而产生了自我迷茫。以温任平提及的“嫦娥奔

月”为证，阐述原乡月亮的光泽在夜晚晒满大地，虽具有“母性的慈爱”和“父亲的

庄严”38，却“遥远得令人痛苦”39，可见他选择以精神上缅怀原乡去抒发自己的离散

情怀，以达到一种自我慰籍的精神意识。 

 

 

 

 

 

 

 

 
36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37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

室，2004），页 33-36。 
38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39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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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意象去突显其离散情怀 

 

 

本文在此将会探讨温任平如何在作品中运用意象来抒发其离散情怀，以航行和

屈原作为主要的意象，因在其作品当中不难发现这类型的意象频密出现，并且温任平

将自己精神上的离散寄托于这些意象，使这些意象营造出一种自我流放的意识。因此，

本章将会分成两小节，即“航行的意象”和“屈原的意象”，着重探讨温任平如何将

离散情感与这些意象互相结合。 

 

第一节 航行的意象 

 

本节主要是探讨温任平在其作品中使用航行的意象，主要是以船作为意象，象

征着其精神意识的漂泊。首先，温任平在〈夜航感觉〉里提及“帆樯漂泊”40，以使用

“漂泊”二字说明自己当时是毫无方向地前进，加上标题和桅灯也阐述了航行时间在

于夜晚时刻，强调航行者更加迷茫的心情，处于一种似在海洋中迷失自我的情况。再

者，诗中也提及“无从猜测逆向的马力与风力”41，主要是说明自己对于未来的方向是

无法预测是否顺利地前进，因有着“逆向的马力和风力”42。 

 
40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41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42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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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温任平也表明了“就算在星光下也没有人的眼光能透过三尺以外的重雾，

以及重雾后面的树影还是身型”43，这说明了星光作为一种协助或帮忙下，也无法拥有

看清三尺以外视野的能力，更何况雾本身就具有朦胧的意义，且雾对于航行来说是一

种极大的障碍，因无法看清航行的路线与方向，同时也强调了是“重雾”，暗示自身

处在一个十分迷茫不知的境地，有着极大的未知障碍环绕在自身范围，突显出一种茫

然无措的心情，营造出一种自我定位朦胧的氛围。 

基于诗中的第一节和第三节强调“有人伫立或者独泣”44，从“伫立”和“独泣”

得知航行者是长时间皆是独自一人，是怀着悲伤且落寞的情绪，并因“拍击着船舷的

每一声浪”45而想起“一些扰人的事情”46，意味着航行时因为海浪的冲击声而脑中不

经意浮现这些伤感的回忆和往事，为航行者营造更加孤寂的情景，加深其迷茫程度，

在航行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 

除此之外，温任平也在〈水月〉阐述“我只要一艘愤怒的船”47，得知这时候的

他在航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感觉，因“等不及启航，就已碎成一堆破烂”48，

甚至还变成“一滩摇摇晃晃的水月”49，意味着他原先想要积极航行抵达目的地，却换

来“一堆破烂”，一切的目标都成为虚幻的想象。本文也推测“愤怒的船”可延伸出

另一层含义，即有着奋斗的志向，若诗人的内心没存有一丝希望，全篇应该表达出心

已死或内心彻底绝望，而不是还有着愤怒的心情，愤怒的产生代表着他从一种积极努

力的状态中却遭受到挫折，导致他产生一种不甘心的愤怒感。 

 
43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44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45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46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47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48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49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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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的过程中，温任平也会逐渐质疑海洋的存在，提出了“为什么要有海，

为什么要有洋”50的疑惑，因为海洋是有助于船航行的，意味着缺少了海洋，船就无法

航行，表明航行时产生了迷茫的情绪，暗示着漂泊流放的意识来自于海洋。他不仅对

海洋提出质疑，甚至还责怪海洋为何“要把岛与半岛分隔，分隔得长又长”51。同时，

“海洋”与“岛”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因“海洋”是流动性，正好象征着温任平

内心的漂泊意识，随处游荡；“岛”则是作为一个定居的象征，恰似他内心一直想向

往的文化故土。因此，“岛与半岛”可以作为一种诠释，表明他对于心中一直想航行

抵达的文化故土存有眷恋，却被海洋分隔开，形成他独自漂泊而寂寞的情景。 

温任平表达了他“想狂喊，想奔，想把自己扬起”52
 正与“愤怒的船”达到一

个互相呼应的效果，说明了他在“已碎成一堆破烂”53的情况下振作起来，在失望之际

尝试尽自己的努力做出改变。可惜最终的结果并不如意，心生一种“把自己击沉，沉，

到又远又深，无以名之的地方”54的念头，并以破碎的船身木块作为自喻，暗喻自己就

像那块木块一样，只能漫无目的地漂浮在海水上，以带出自我流放的精神意识。 

 

第二节 屈原的意象 

 

在温任平的作品里，其实不难发现他使用了许多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意象，如唐

代的乐府、胡笳、篆字、中国结等，甚至也会出现一些中国著名的诗人，其中包括了

 
50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51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52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53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54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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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陶渊明、阮籍等。于此，本节将会探讨其作品出现的中国性55意象，主要是以屈

原相关的意象为主，原因介于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后记里如此阐述：“我觉得

我的‘屈原情意结’大概就在那时开始酝酿，蓄劲待发的”56，明显表示他也意识到自

己对于屈原有着孺慕之情，以屈原怀才不遇的境况象征着自己独自漂泊的情况。正如

谢川成所言，“这一种相隔数千年的‘孺慕之情’不仅超越了时空，同时也超越了对

屈原个人的崇拜与爱慕”57，于是本文推测温任平对于屈原的境遇感同身受，以屈原的

投江自尽作为自我放逐的离散情怀，进而延伸出屈原的高尚情操不受时空的限制，间

接将这般不朽的精神影响着温任平的创作。 

温任平写于 1972 年的〈水乡之外〉主要是表达屈原宁死不屈，而选择投江自尽

的过程。他以屈原作为意象，象征着自我放逐的无奈，也借由屈原之死象征着高尚纯

洁的情操。正如诗中所描写的“哗哗的浪花向他冲来，他缓步向前，步入齐膝的浪花

里”58，描绘出屈原即将要投江自尽的场景，并以“全面的冷沁”的心态去忘却“楚地

酷夏”59。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抬头望天，将内心里最后的问号划上结束，

“就把头猛然插进海面去”60，流露出屈原无法为楚国做出改变，对于这一切的发生深

感无奈与沮丧，宁愿选择自尽，也不愿意同流合污来证明自己对于国家的忠心。由此

可见，温任平将屈原的放逐经历象征着自己对于国家身份认同上的模糊，产生了漂泊

不定的意识，以透过屈原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从中对于屈原的经历感同身受而形成温

任平精神上的离散。 

 
55 主要是偏向中国文化美学上的含义，其中包括了中国典故、意象、神话故事等方面。 
56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59-166。 
57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页 38-39。 
58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59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60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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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诗中提及的“泡沫”象征着屈原的理想和生命是短暂的，但以逐渐上升

的方式形成“一圈圈的涟漪”而导致“水的底层蠢动，泛开去，蠢动蠢动”61，意味着

温任平作为知识份子，一心想要众人认同于中华文化，可这理想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而变得了泡沫，可他这份坚持的精神就像“一块全白的头巾，如最初的莲台，冉冉升

起”62，以“全白的头巾”和“莲台”都象征着其情操是高尚洁白的，体现出其留下的

精神是不朽的。温任平将坚持捍卫中华文化的情感融入屈原的情操里，也象征着自己

想要为国家效力，但却受到国家政府的压迫，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受到质疑，进而导

致他以精神上的交流来寄托屈原以抒发个人的离散情怀。 

温任平在 70 年代也发表了两首关于端午节的诗歌，即〈端午〉与〈再写端午〉。

虽然这两首诗歌中并未直接描述屈原的形象，却隐约感觉到屈原的影子出没，以端午

节的粽子作为屈原的意象。按照许文荣的说法，屈原的意象在温任平的“屈原情意结”

诗作中，往常都是中华文化的能指63，因此本文将会以〈端午〉为例，揣测文中出现的

“一只木履”象征着中华文化。究竟为何只有一只，而不是一双呢，答案也许就如文

中所言“另一只已经忘记”64，延伸出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并不被认同，似乎处于被忘

记的边界。根据粽子作为意象的诠释，粽子乃被竹衣裹得紧或被煮得如火如荼，都可

推测出是外在的压迫促使中华文化被压制，进而反映出华社在国家推行的政策下恰似

“懦弱的米”65，只能以追朔中华文化作为抒发离散情怀的渠道。 

 
61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62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63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149。 
64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3。 
65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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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温任平也采用了许多与屈原有关联的事物作为意象，如“渔夫”、“菖

蒲”、“楚地”等。温任平在〈一个渔夫的追悔〉里提及“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你”66，

说明“我”乃是一个渔夫，扮演着边缘者的角色，而“没有看见你”意味着屈原已不

存在，暗喻温任平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有着迷惘。正如朱崇科所说，渔夫错失了与屈

原对话的机会，无法真正理解屈原赴死前内心的波动67，渔夫“只看见从上游漂过来的

粽衣”68，这个“粽衣”则是象征着内在的精神荡然无存，只剩下外在的层面，也可以

说明温任平虽然生活在本土国家，但其意识早已被一系列不公平的对待而选择精神上

的漂泊。 

 

 

 

 

 

 

 

 

 
66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7），页 52。 
67 朱崇科，〈屈原状写：再现、在地与载我——以温任平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5 年第 2

期，页 168。 
68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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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离散意识中的矛盾与转化 

 

 

透过前章的探讨后，本文不仅发现温任平在作品中抒发了自己对于中国原乡文

化的追朔，并以精神上的想象而呈现出一种离散的情怀，同时也意外察觉他的作品中

融入了本土性69的元素，进而形成其内心与意识上的矛盾。因此，此章节将会探讨怀有

离散意识的温任平如何在其作品中开展出本土性色彩，从思慕原乡的情感中转化为本

土关怀，就如谢川成所言“在 70 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比较是刻意经营的。屈

原、端午、中国文字、古典词语、典故等都是作者常用来表达中国性的手段。到了 80

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不再明显，由主动变为被动。”70。 

故此，本文将会分为两个小节，即本土性的开展和多元色彩的本土描写，主要

探讨温任平对于本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再现，也流露出他对于本地的事件与发展

而产生的看法，进而透露其内心亦是关怀有关于自己故乡的一切事情，尤其是大马华

人社会的情况。其次，他也描写了多元种族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色彩，突显出

本土的多元性，再现一个多元色彩的社会生活。 

 

 

 

 
69 意指本土方面的色彩，其中包括了本土自然景观、风土民情、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 
70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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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土性的开展 

 

首先，温任平在〈一个文化人的两件心事〉中提及他“个人对吉隆坡茨厂街、

陈氏书院附近区域有一份偏爱，总觉得可以通过城市规划与重塑”71，因他曾在〈佝偻〉

中提及“他经常找借口，前往茨厂街，寻找宝藏”72，最终却“茫然望着他，走出茨厂

街，一个愈来愈佝偻的身影”73，以如此消极的态度离开茨厂街。因此，温任平希望

“把这个脏乱、破败的老久街市发展成为一个既具有历史特色又有经济潜能的古迹保

护区”74，他亦在〈文化社区：总体营造〉表明了一个想法，即如何塑造吉隆坡文化街，

认为“邻近的陈氏书院是一个象征”75，提出了“大小书局才是文化街的硬体建设”76

以及拥有着不少的“自由流动资源”77，相信具备了这些条件后就能塑造文化社区，使

当时的文化停滞的现象有所改变。由此可见，温任平提议把吉隆坡一带的区域拓展为

历史保护区以及文化社区，证明他有意加强大马人民的历史感以及提升人民们对于文

化形成的意识。                                                                                                                                                                                                                                                                                                                          

此外，他也提及大马的中文出版业应着重关注，认为这行业在大马尚有立足之

地，应该多加发展。在〈一个文化人的两件心事〉中，他提及“除了吉隆坡十方出版

社较有计划外，其他出版单位一年里头难得印行一两本书”78，这说明了温任平观察到

大马中文出版业的出版业绩明显遭遇挫折，并且指出出版社抱有“打游击式的出版态

 
71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吉隆坡：大将事业社，1999），页 165。 
72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35。 
73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35。 
74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165。 
75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202。 
76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202。 
77 意指知识份子或文化人。 
78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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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79，缺乏明确的长期销售计划以及目标范围。温任平根据自己仔细的观察，发现其

实大马的中文出版书籍的市场并不似想象中那样萎弱不振，而是发现了一部分题材的

相关书籍颇为畅销，如创业、企业管理知识、公关和自我提升方面等书籍。同时，温

任平提出大马中文出版业的优势在于售价上，相对于港台，大马的售价比其便宜三分

之一。 

除此之外，温任平也在〈华文出版业景观〉提及“国内的华文出版业固不必囿

限于文学/文艺作品这范畴”80，表示中文出版业不应该局限于文学或文艺作品，反而

应该考虑市场上消费者的兴趣题材，主动了解众多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他也给予建议，

即尝试访问各行业领域中的精英，并将它们所提供的资讯，如成功经历、心得或一些

经验，撰写成为一本书籍出版。他也说明了书籍的整体包装、设计搭配等也相当重要，

应达到内容朴实和外装精美的标准。 

谈到出版业的方面，温任平本身也亲自出版了一部华巫双语诗集，即《扇形地

带》。本文认为温任平出版《扇形地带》这部诗集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意指有意

识地将诗歌传播给其他种族的读者，即是马来语的使用者，尤其是以马来语作为母语

的马来同胞，使其诗歌达到跨越种族的性质。温任平在自序中透露出他将诗歌交给潜

默和张锦良进行审阅与巫译，因他们皆是出身于马大马来文学系，对于马来语有着扎

实的根基。由此推断，温任平此举是为了尽可能把原作的内容如实传达，减少丧失原

作所要表达的含义与风貌，从中也借机将此作品作为一种媒介，使其他种族的读者对

于华族的认知有所加深。 

 
79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166。 
80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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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温任平也在〈会馆〉中述说大马会馆的没落，文中提及“看着地面那一

小堆破烂，那些尖尖的棱角森严的碎片，像极了那些积满污黑泥垢与藓苔的破瓦，落

在会馆祠堂的檐前”81，可推断出会馆的管理方式并不完善，甚至还说“会馆有什么了

不起”82因其逐渐丧失了当年的功能，如聚集会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会馆作为一个地

缘性的民间组织，但“本质上毕竟是悲哀的”83，原因在于会馆的凝聚功能日趋下降，

导致逐渐丧失其功能的情况下，最终的作用竟是与现代建筑物进行比较，甚至成为了

“外地游客都会呵呵笑它又可怜又滑稽”
84
的古老组织。 

 

第二节 多元色彩的本土描写 

 

温任平在〈文学〉这作品中提及“英国妇女喝着奶茶”、“马来小孩在玩陀

螺”、“专门研究印尼文学的权威荷兰学者”85，表面上体现出多元种族在社会里的生

活景观，实则上“英国妇女”和“荷兰学者”则暗示着英国和荷兰曾经殖民过马来亚，

间接联想到英国和荷兰签下《英荷条约》，作为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岛互换统治的约定。

同时，诗中也提及“玻璃柜里摆设着几只雪兰莪的锡器”86，19 世纪时雪兰莪的土地

有着资源丰富的锡矿，当时锡作为一个庞大的天然资源，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

进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风貌。 

 
81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8。 
82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8。 
83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9。 
84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9。 
85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4。 
86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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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温任平也在〈掂量〉里提出不同国家的食品，如“台湾家乡小食”、

“日本寿司”、“韩国烤肉”、“马来沙爹”以及“独树香”，其中的“马来沙爹”

是指马来民族特调而成的传统烤肉串；“独树香”则是大马的茶叶品牌，由本地华人

李统溪开创。温任平描写不同国家的食品表层看似体现多元色彩的饮食文化，内层却

含有言外之意，因他在嗅觉上形容“马来沙爹”香味四溢，却对“独树香”有着担忧，

内心猜想了“那么弱的肠胃，喝下去会有什么后果”87。“独树香”象征着大马华人的

传统习俗，却受到质疑和议论，意味着华人的文化习俗不仅在传承发展上不被认同和

接受，甚至还遇到各种阻碍，饱受打击，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温任平也在〈存在手记〉阐述“一群马来孩子在亭子前面踢着藤球，他们穿的

汗衫紧紧地粘在他们的背上，老远都可以看见他们淌汗”88以及“两队人在踢足球，多

是黧黑的印度人”89，这说明温任平不仅是以中国元素或是华人相关的素材进行创作，

他也会描写大马其他种族的生活面貌，如这作品描写出马来民族的小孩进行户外运动

和印度同胞在公园踢球的情景，同时也以玩耍“藤球”的方式带出了热爱着自身国家

的球类运动，间接带出藤球乃是起源于大马的球类运动，进而使其作品体现出多元色

彩的一面。 

此外，〈组屋的诗〉提及“在那个印度妇女来抹地之前”90，说明了印度女佣会

到雇主家进行工作，从中表达了雇主与印度女佣是不同民族的，突显了各民族之间有

着阶级之分，暗示在社会地位和待遇上并不平等。虽然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地位待遇

不平等，但也不可否认各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必会传承各自的文化习俗，形成一个多

 
87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65。 
88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76。 
89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58。 
90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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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的生活风貌。对于温任平描写其他种族的生活面貌，朱崇科提出了一个观点，他

认为温任平已经开始意识到多元文化并存的重要性，而且也高度关注文化内在的紧张、

冲突或可能的融合91。同时，语言上也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间接产生了语碼混杂的

社会现象，如文中也使用了“巴刹”这词语，此词语来自马来语，由“pasar”音译而

来的。再者，〈白屋〉也阐述了老师要求学生依据马来班顿的形式技巧进行创作，马

来班顿作为马来民族文学上的一种诗歌体裁，这意味着鼓励学生学习不同语言的文学，

从中了解其他种族的语言文化。 

 

 

 

 

 

 

 

 

 

 

 
91 朱崇科，〈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关东学刊》2018 年第 27 期，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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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文以“后离散”的视角去诠释温任平的作品，发现其作品的意涵透露出他在

土生土长的国家却有着独特的离散情怀，虽然国籍身份已是马来西亚公民，但他的文

化认同上始终挂钩于中华文化，原因介于他在探索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过程产生了

焦虑与不安，进而激发他在精神上对于原乡的缅怀。为什么温任平会有如此的离散情

怀，其实主要原因是与当时国家推行的政策有关，政府推行一系列固打制的政策来压

制华裔公民，迫使他们心生“居于此但思于彼”的忧患意识。温任平在其作品中，如

〈流放是一种伤〉和〈黄皮肤的月亮〉中都透露其浓厚的离散意识，也借机反映了国

家政策的不公平对待，造成温任平在精神上独自去探索自己的身份地位，也表达了因

文化上不被认同而产生了原乡的缅怀，形成一种漂泊意识的文化乡愁。 

从本文所举例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温任平在作品中运用意象来抒发其漂泊的情

感，将自己精神上的离散寄托于这些意象，使这些意象营造出一种自我流放的意识，

进而达到一种离散情怀。在意象上的运用，温任平主要是以航行的意象和屈原的意象

为主，原因在于前者是船作为意象，具有漂泊不定之意，处于一种似在海洋中迷失自

我的漂泊心态；后者则是具有放逐的经历，可以借由放逐经历暗喻自己感同身受，将

此情感融入意象当中，以抒发自己在遭受到压迫而形成一种孤寂的心情。 

再者，透过研究温任平的离散书写，也意外察觉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本土性的元

素，进而形成其内心与意识上的矛盾。对于本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再现，温任平

也流露出他对于本地的事件与发展而产生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进而透露其内心亦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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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关于自己故乡的事情，尤其是大马华人社会的情况。由此可见，他从思慕原乡的

情感中逐渐转化为本土关怀，对于一些本土的事情发展有着独特的想法，也在作品中

透露多元种族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色彩，突显出本土的多元性，再现一个多元

色彩的社会生活面貌。 

最后，本文认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是建立在探索自己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上的

危机和焦虑，同时也以想象中的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籍，以缅怀的方式

去追朔原乡文化，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种认同感，进而形成其精神上的离散。至于温

任平为何选择以精神上的离散，而不是身体上的离散，或许就如他所言，在其文化回

归意愿最强之际，理性告诉他自己是“生于斯，长于斯”，应该选择留下继续奋斗，

并说出了“台湾社会多的是人才，多一个我不多；大马华人社会，少了温任平，或者

少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就少了一股力量”92，这也许就是他没有选择以身体上的离散去

实践落叶归根，但其意识是属于离散的形态，同时在离散意识中又存有本土的关怀，

以此意识中的相互矛盾作为一个结束。 

 

 

 

 

 

 

 

 
92 温任平，〈流放意识与原乡情结〉，《中国报》，2017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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