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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中国归侨记忆里的第二故乡：论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的马来

（西）亚书写 The Second Hometown in the Memory of a China'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n the Malaysia Writings in Du Yun Xie’s You Are The First One I 

Love 

学生姓名：蔡丽微 CHAI LI WEI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文将通过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诗集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杜运燮

如何对马来（西）亚进行书写。从杜运燮的《你是我爱的第一个》能看见杜对第

二故乡——马来（西）亚深深的爱意。杜运燮的第二故乡不是现今现实中的马来

西亚与新加坡，而是他心中的马来（西）亚空间/马来（西）亚。杜运燮的马来

（西）亚空间承载着他青葱岁月与童年时的点点滴滴。诗中所描写的意象、景物

等，不再是简单现实生活中之物，而是被杜运燮赋予意义，能揭示杜运燮的过去，

与更能让杜运燮寻回过往的自己。因此，当杜运燮回到有着记忆的马来（西）亚

空间，就能在诗中看见诗人流露出对第二故乡的眷念、乡愁与关怀。如若不是在

马来（西）亚空间内，不能激起/找回他过往的回忆则反之。 

 

 

【关键词】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记忆、马来（西）亚书写、第二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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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杜运燮（1918-2002），其笔名为吴进，祖籍福建古田，在马来西亚霹雳实

兆远（Sitiawan）出生，1他于实兆远初中毕业后，就远到中国福州继续完成学业。

2可见，杜的童年是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长大的。之后，他在大学期间机缘巧合选

择进修林庚先生《散文习作》与《诗歌习作》，并在林庚先生的鼓励下，从厦门

大学生物系转成文科，即昆明念西南联大的外文系。3日战结束后，杜于 1946年

回到实兆远探亲，1947 年到新加坡南洋女中与华侨中学教书，不久后因涉及反

殖民的学潮事件而被逐出境，被迫离开新加坡。4于是，杜便到香港任《大公报》

的编辑，1951 年再到北京工作，然后就一直在大陆工作忙碌着。到了 1992 年，

时隔四十年多年后，七十多岁的杜终于有机会回到了马来西亚故居实兆远探访，

并有感而发作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以下全文简称《你》），在 1993 年马来西

亚霹雳出版成书。5 《你》诗集共分 5 篇，即马来西亚篇、缅甸篇、新加坡篇、

印度篇以及泰国篇。 

 

     归侨杜运燮回到中国定居的华侨，中国是他的故乡，但他也称马来西亚是

第二故乡。是以杜运燮在《你》的自序道：“重读这些诗稿，觉得也许正是由于

第二故乡是‘我爱的第一个’地方，尽管远隔千万里，现在我仍然爱着它，想着

它。就让这本薄薄的书表达我的一点怀恋深情吧。”6 可见，这本诗集是承载着杜

对这一方故乡的思恋，把对这里的深情转换成文字表达出来，是一位已满头白发

 
1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怡保：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页 1。 
2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 
3
杜运燮，〈从邂逅到情有独钟——我的诗路跋涉与生活经历〉，《诗探索》1998 年第 3 期，页

51。 
4
许文荣，〈早发的现代叶子——马来亚现代派诗人杜运燮与其 1940 年代的诗〉，《世界华文文学

论坛》2018 年第 1 期，页 95。 
5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 
6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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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对其的回望。杜在诗集里细腻地描绘他童年时的情景、大自然等，以记忆

拼凑出他第二故乡的美丽风景。故此，本论文以《你》作为研究主要对象，并把

本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归侨记忆里的第二故乡：论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的马来（西）亚书写”。另，笔者在“马来（西）亚”的“西” 字加括号的用意

是，杜在 1992 年回来探访第二故乡马来西亚，在他记忆里它不仅是地理上的马

来西亚，他的回忆里有独立前的马来亚之记忆（童年、经历、风景等）。故此，

笔者给马来西亚的“西”字加上括号，代表着杜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与杜回

忆里的马来亚，有着杜 1992年回到马来西亚第二故乡，透过当时（1992年）想

起以前的含义。本论文将从杜的《你》来研究中国归侨诗人杜运燮对马来（西）

亚这第二故乡的书写，试图探讨他如何以“梦”、“我爱的第一个”等语句书写对

马来（西）亚的情感？以及杜运燮又是如何以马来（西）亚的的景物、意象等再

现他记忆里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回顾一些前人所做关于杜运燮的研究。李诠林的〈艺术身份的聚结与文化

身份的流散——“九叶诗人”杜运燮的华文书写谈隅〉7中认为杜运燮的马来西亚

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的身份及其作品长期受到忽略且他的“朦胧诗”也被遗忘。

论文里阐述了杜的一些生平经历，还论述了其流散的归侨作家之身份，对笔者有

了不少的帮助与启发，但论文中没有深入地从杜的作品来揭示杜笔下的马来西亚。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论杜运燮诗文创作中的双重经验〉8 在

论文中论述了归侨诗人杜的双重经验，即在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经历，而这双

重经验使他在作品拥有了双重视角，在作品中能看出他对中华的情怀与马华的情

怀。笔者对许文荣学者这一“双重经验”的观点表示赞同，也给了笔者不少的启

 
7
李诠林，〈艺术身份的聚结与文化身份的流散——“九叶诗人”杜运燮的华文书写谈隅〉，《华文

文学》2012 年第 6 期，页 56-60。 
8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论杜运燮诗文创作中的 双重经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6 期，页 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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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引起了笔者对杜运燮“双重经验”之马来西亚经验的兴趣。另，许的〈杜运

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为个案分析〉9以杜运燮在该诗集作为案例来探讨其诗作中的“情感”与“形式”

之间的微妙关系，且也从杜运燮诗中的情感与形式发现诗人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

双重经验与其诗歌之情感。 

 

     李树枝的〈“来回”马来半岛与中国大陆——论杜运燮诗作之马来半岛空

间书写与蕴涵〉10，论者以“空间书写”和“蕴涵”这两个视觉作为主要切入点

来探讨杜运燮诗作中的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另，论者将杜“来回”马来半

岛与中国之间的经历，结合和运用了场所与文学的“空间诗学”这一观点来对杜

有关于马来半岛的诗作进行论述，揭示杜诗的两个深层的意涵，即政治性蕴涵与

亲性蕴涵。这使得杜运燮的诗作书写方面的研究得以增加。 

 

     另，值得注意的还有鍾怡雯的〈跨越国境：文学史版图上的杜运燮和吴进〉

11，以“双重文学身份”作为切入点，指出展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杜运燮，

出现于马华文学的是吴进。钟怡雯认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史都忽略了杜所写的

马来西亚半岛的诗作。其论文主要探讨了杜运燮与吴进这两个身份，论述了在

1951 年以吴进身份所写的散文集《热带风光》跟那个时代的文学争论是有着密

切的关系。但论文中缺乏对杜运燮与南洋或马华相关的诗集的研究。 

 

     以上只是相关于杜运燮的研究成果的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学者对杜进行

研究，如：许文荣的〈早发的现代叶子——马来亚现代派诗人杜运燮与其 1940

年代的诗〉12论述杜运燮在四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作品，同时阐述了杜运燮的一些

生平经历。 

 

 
9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

为个案分析〉，《华文文学》2011 年第 6 期，页 35-41。   
10
李树枝，〈“来回”马来半岛与中国大陆——论杜运燮诗作之马来半岛空间书写与蕴涵〉，《海南

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页 70-74。 
11
鍾怡雯，〈跨越国境：文学史版图上的杜运燮和吴进〉，《东吴学术》2020 年 第 6 期，页 83-90。 

12
许文荣，〈早发的现代叶子——马来亚现代派诗人杜运燮与其 1940 年代的诗〉，页 9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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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前人对杜运燮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有对杜九叶诗的研究、有的

研究西方文学对杜诗作的影响，还有以杜的双重文学的身份、国籍/经验进行研

究。大多都是集中于研究杜的九叶诗等，但对杜有关于马来西亚的研究会较少，

如：他在 1951 年所写的散文《热带风光》。目前这部出版于 1993 年的《你》诗

集相关之研究并不多，已经论及的学者有从杜诗中的情感与形式这一视角去研究

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双重经验，空间书写，双重文学身份的视角等。笔者的不

同之处是以“马来（西）亚”书写这一视角来进行研究，探讨杜所称的第二故乡

及杜是如何书写对第二故乡的情感。因此，本论文将会以“马来（西）亚”这一

视角试图去探讨《你》的马来（西）亚书写。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文研究动机是想发挥杜运燮的“双重文学身份”13或“双重经验”14之马

来西亚的身份与经验，试图探析杜笔下的马来西亚。杜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实兆

远，曾拥有在马来（西）亚的经验。他的作品不仅有描写他的第一故乡——中国，

也有对第二故乡马来西亚的书写。杜在马来西亚出版的《你》能看见杜对马来（西）

亚的细腻描绘书写，因此，笔者想深入去了解与探讨。笔者想以《你》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试图从诗的语言、意象等结合杜的生平经历、生活背景探究中国归侨

诗人杜运燮笔下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探究诗人是怎样去书写

第二故乡（在马来亚工作经历、朋友、还有风景等）。一言蔽之，本研究计划将

尝试解决两个问题：（一）以杜运燮的《你》诗集来研究中国归侨诗人杜运燮对

第二故乡马来（西）亚的书写，试图探讨他如何以“梦”、“我爱的第一个”等

语句书写对马来（西）亚的情感？（二）杜运燮怎样以马来（西）亚的景物、意

象等再现他记忆里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 

 

 

 

 
13
鍾怡雯，〈跨越国境：文学史版图上的杜运燮和吴进〉，页 83。 

14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鹊桥——论杜运燮诗文创作中的 双重经验〉，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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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范围，从地理位置角度来看，在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与新

加坡）。因此，本论文将会针对《你》的马来西亚篇和新加坡篇的内容作为主要

研究文本对象，且也会参照杜运燮其他马华文学作品，如：《热带风光》，以杜的

马华文学作品作为研究范围内。本论文的目的是探讨杜对马来（西）亚的书写。

故此，本论文将会较多着重于杜的过去在马来亚的生活经验、他所生活的背景、

还有关于马来（西）亚书写的作品。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会以“马来（西）亚”书写的视角来对杜运燮的《你》诗集进行

研究，试图探讨杜如何去书写记忆里的第二故乡与对其的情感。另，本论文将使

用文本细读法去阅读、解读、分析杜的《你》诗集，理解和把握其作品内容等，

以便能精确论述。故而，为了能够更全面地阐释杜所要传达的信息，除了着重于

该诗集之外，也会去阅读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与书籍。此外，笔者也会使用记忆研

究方法来挖寻杜记忆里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文学艺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

一种回忆，是作家对自己所感悟到的世界的回忆”
15
，故此，杜在描写景物或所

选择的意象等都与记忆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由此观之，杜作品中所展现的景物、

意象、文化等是他记忆的一部分，他会选着它们（意象、景物、文化等），这是

因为，它们是杜运燮对第二故乡的记忆里之标志。另，空间的理论也成为笔者研

究的方法，加斯东·巴什拉所撰写的《空间的诗学》写道：“回忆是静止不动的，

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坚固”16。杜有着马来亚到马来西亚的过渡经历，所

以这个空间能不因地理而定，而是在杜自己的心中，他的心中的空间就是马来（西）

亚。易言之，本论文的空间是指马来亚与马来西亚之空间，《你》是诗人为自己

 

15傅道彬、于茀，《文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页 29。 
16
 [法] 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页

8。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82%85%E9%81%93%E5%B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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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创造的一个空间，而笔者要以空间的研究方法尝试诗人是怎样搭建这所奇妙

的空间。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本论文的初步研究成果是笔者认为杜运燮对马来（西）亚第二故乡的记忆

或情感是朴质、单纯与美好的。杜于《你》中对人、景、物都有着细腻的书写，

可见，虽然已过了 40 年余，但第二故乡的画面还是存在于他的记忆里。这本诗

集像是对他记忆的拼凑，他回忆，他踏上现实的土地，然后再用文字来纪念他内

心深处的爱。从《你》里能看出，杜对出生地实兆远或他所生活过的地方的爱意

相对而言比其它地方会更浓厚一些。这并不难理解，实兆远是他的出生地，他在

那里成长，度过欢乐无忧的童年，甚至是让他认识光明和黑暗之地17，因此，其

记忆与情感自然会比其它地方来得更强烈更浓厚。笔者认为杜运燮在诗集里对马

来（西）亚的书写是成功的，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可看出杜是以细腻的文字去勾

勒出他记忆里的故乡。在那里有椰树、海、榴莲、胶树、热带植物等等，这些意

象都是有着马来（西）亚的象征，更是他的童年足迹与他的经历。可见，诗人通

过对马来（西）亚的书写，用诗的形式来展示他的乡愁、眷恋与记忆。 

 

 

 

 

 

 

 

 

 
17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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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归侨杜运燮的第二故乡书写 

 

 

杜运燮于诗集《你》的自序提及，如若不是得到乡友们的邀请而有机会返

回第二故乡探访与他们的热情招待，让他新增对马来西亚和新加披的认识，使许

多自己对第二故乡的记忆与情感涌上心头，就无法而把它们化作为诗，撰写出《你》

诗集。18 该诗集的自序亦记载：“……重读这些诗稿，觉得也许正是由于第二故

乡是‘我爱的第一个’地方，尽管远隔千万里，现在我仍然爱着它，想着它。就

让这本薄薄的书表达我的一点怀恋深情吧。”19 由此可见，乡友们的邀请、亲切

热情的招待，使飘浮于杜运燮心中对第二故乡的思念及回忆得以靠岸。那置放在

杜心中的记忆及对第二故乡的情感被乡友们推动着。他们让杜运燮那悠悠长夜的

“梦”得以迫降，使笼罩“梦”已久的雾气得以驱散，取而代之的是，因“热”

而涌现的蒸汽。循此，本章将探析杜在该诗集的“梦”字以及杜称“第二故乡”

与“我爱的第一个”之意涵。 

 

第一节 “梦” 

 

杜运燮的《你》诗集里提及不少“梦”字。梦，给人一种虚幻不实的感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梦，有着幻想或愿望的含义。20 故此，梦也有从虚幻

转变为现实的可能。那杜运燮的“梦”是虚幻呢？还是可寻可触呢？杜运燮于〈乡

愁的浓缩〉中描述了他的“梦”。诗首节就运用了两句营造出虚与实气氛，即“踩

着烫热的阳光/踏上‘梦寻’的土地”21。 实/真切感受得到——“踩着”、“踏

上”、“土地”，对虚/触摸不到——“阳光”、“梦寻”，让它们相互切换。诗人从

诗的语言上，使读者感受一实一虚的转换，创造一种梦幻不真切的意境，“梦”

 
1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4。 

19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4。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

895。 
21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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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实现的不易。在这之后，诗人确定性地说：“这一次，不再是一阵朦胧”
22
，

“梦”真的实现了、不再朦胧。此处亦揭示了诗人多次在梦里徘徊，这次终于抓

住了，它变为实物，不再是虚幻朦胧。从虚幻走向现实，回到第二故乡，不过是

“浓缩”成在飞机上吃一顿午餐、看一部电影、睡一个午觉罢了。然而，这却是

经历了“四十多年”、“几万里”与“几十年”的时空才到达的“梦”，透露了诗

人这一段路程的心酸惆怅，时时牵念远方的第二故乡。故而，诗人才会说此路很

长，因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悠悠岁月；但也很短，只因它能“浓缩”成一段半天的

旅程。“浓缩”一词也微妙的表现了诗人这段看似很难又很易到达的路，与诗人

的内心情感异常契合。 

 

杜运燮在〈出生地拾梦〉中重现了自己的记忆，亦是他的梦，例如：在街

角买冰水、嘴角被碰破、上学时期走上被碎石铺满的路等。每个皆是杜曾在第二

故乡生活过的童年记忆与过往的“梦”。杜于〈出生地拾梦〉说：“终于飞落/绿

树海洋中的梦岛/也象在沙滩上/尽情地捡拾/他经半世纪风雨的童年梦/每一个

梦/都有我急于要抚摸的花纹…”23由此观之，诗人的“梦”是第二故乡，即马来

（西）亚/在第二故乡的童年记忆（实兆远），故此，他的“梦”是可捡拾触摸的，

有着愿望、可实现的意味。许文荣亦指出，当杜回到故乡的那一刻，他的“梦”

已变成现实，是能“尽情去捡拾”，不再虚幻。24。杜运燮的“梦”是在“梦岛”

才可捡拾起，那里有着许多的“童年梦”。回到梦之乡去捡拾记忆里的自己，是

他一直在寻找的“梦”，如同杜运燮在〈热闹中寻觅〉中所写：“几万里外几十年

外/带着霜鬓归来/寻觅什么/根 梦 遗失的笑声/急特拼凑的记忆碎片”25 。这些

“梦”都是他童年的记忆，“根”与“梦”有着第二故乡的意思，因为他在那里

出生；“遗失的笑声”有着童年岁月的含义，因为童年可以肆意放声大笑有着最

单纯快乐。当诗人回到故乡捡拾时，发现这些梦，拾也拾不完，并感叹道；“只

是太匆匆/太匆匆，太匆匆/人生本来就是太匆匆/住几天是太匆匆/几十年的重返

 
22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6。 

23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7-18。 

24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

个》为个案分析〉，页 38。 
25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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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太匆匆”
26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所著的《文学概论》提及，文学语言是选择和突

出语言其特殊之意涵——个体对语言的理解，而不是其一般意义，它是含有特殊

性的。27 由此可见，诗人的“梦”不是人们所理解的意思，而是包含诗人过去生

活经验，诗人个人思想情感的“梦”。诗中的“梦”，是相间虚实的，在诗人还没

踏上第二故乡的土地前，“梦”是朦胧虚幻，因诗人只能在记忆里搭建一个空间

回忆第二故乡。直到诗人回到第二故乡的时刻，终于可以真的踏上、踩着第二故

乡回望过往，寻觅童年时期/过去的自己，“梦”才从虚转实。故此，诗人诗中的

“梦”是诗人的第二故乡，亦是他过往在第二故乡的珍贵回忆，它超越了语言上

原本的意涵，已是承载着诗人的个人思想情感的语言。 

 

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字，即“热”。此处的热，除了是温度气候上的

热，也可以是感情或气氛上的热爱、热烈、热情。杜运燮记忆里的第二故乡与“热”

是分不开的。在诗歌〈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以下全文简称〈你〉）中这样诉说只

有第二故乡是他第一个热爱过的，且第二故乡不仅泥土是灼热的，连白日梦、下

午、空气等热带景物皆“热”。可见，“热”不仅是气候上的热，亦带有情感爱意

的意涵。它有诗人“热爱”第二故乡的意思，也有诗人的乡友给予诗人的热情招

待之“热”，让诗人的“梦”得以捡拾。故此，杜运燮的“梦”是“热”的，是有

温度的梦。不管是温度气候上的炎热，还是心中对第二故乡炙热的爱，还是乡友

们对他的热情，从记忆里的第二故乡（气候、景物等），到诗人自己内心对第二

故乡的爱，到重访第二故乡乡友们给予的关怀，无一不“热”。杜〈热闹中寻觅〉

中说：“只因为/是乘着梦舟归来/这里分不出是梦里梦外”28。 可知，第二故乡

是他的“梦”，时隔四十多年终于圆了的梦。当梦实现，诗人竟分不清楚是梦，

抑或是现实，但诗人也期待再次重逢：“梦圆了，也谈得够多/可是愁绪纷纷的乡

愁梦/又在浓缩成/‘何时重逢’”29 ，揭示出杜对第二故乡的痴心与深深的眷念。 

 
26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8。 

27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著，《文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 139。 

2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9-10。 

29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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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我爱的第一个”与“第二故乡” 

 

杜运燮拥有着中国归侨的身份，他是在马来（西）亚度过了童年时期，因

此，在其作品中会看到带有马来（西）亚的色彩。杜《你》诗集里的开头诗〈你〉，

该诗题还写着“献给我的第二故乡”30，可见，这首诗寄寓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情

怀。诗中首节其中两句：“吃奶，学表达，学追求/教我认识光明与黑暗的”31，

揭示了为何虽是第二故乡，但却是杜爱的第一个。从“吃奶”——婴儿时期，到

“学表达”——开始成长、会说话，再到“学追求”——有目标、有追求的时期，

并且也是第一个教会“我”分辨光明与黑暗的地方。此地是他生命的降落点亦是

起点，故此，杜于该诗作写道：一尊“在我心中，永远有一尊/闪着乳色光芒的

雕像”32。“永远”、“一尊”、“乳色”和“雕像”这些词的运用，构建了一个不可

侵犯、永远不变与母亲的色调，表达出第二故乡在他心中的位置是不可撼动的，

永远为第二故乡留着一席之地，亦是杜的挚爱。 

 

诗歌〈你〉的第二节则巧妙地把“我”在第二故乡——马来（西）亚/实

兆远与第一故乡——中国进行对比，并叙述了，虽然第二故乡可能没有其他地方

美丽，但却是“我热爱过的第一个”33，呈现诗人对第二故乡的一片深情与感恩

之心。另，诗的“我”和“你”来抒发，分别是第一与第二人称，打造一种只属

于“我”和“你”的空间之意境，属于“我”对“你”的表白。 

 

诗人对第二故乡的爱意，源于他的童年经历。杜运燮的童年是在第二故乡

实兆远度过，受周围环境、景物等的影响，如：椰树、沙滩、热带水果、炎热的

气候等。故而，这些童年时所经历过的事物/家乡周围的热带景物成了杜在诗歌

〈你〉34对马来（西）亚的书写的元素。这里的第二故乡可把范围缩小至诗人的

出生地——实兆远。诗里除了带有浓烈的马来（西）亚热带景物等特征，例如：

 
30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6。 

31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6。 

32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6。 

33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7。 

34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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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雾”、“黄香蕉”、“红毛丹”、“亚答”、“热带鱼”、“胶树”等，更重要的是，

还有他的童年，即实兆远所住的家之标记。例如：“渔船”、“蓝海湾”、“白沙滩”、

“高椰树”等，都能让读者知道这是在海边的周围，亦是杜的出生地实兆远的特

征。诗集《你》也运用有关海的比喻来抒发，如：诗歌〈你〉中把母亲抚慰着“我”

的手指比喻为弹奏“亚答”的“海风”。又如：〈出生地拾梦〉中“梦”有着贝壳

的花纹，且“梦”是用捡拾贝壳之“捡拾”动词来形容，这些都充溢着海的风情。

无论如何，在场景的设置上与所营造的气氛无疑都让人联想到马来亚，亦揭示了

诗人杜运燮的中国归侨身份。可见，杜的第二故乡是停留在马来西亚独立前的马

来亚，即本论文所称的马来（西）亚，抑或他的出生地——实兆远。 

 

另，许文荣指出，诗人给其诗作〈你〉创建了数字上的张力，虽杜运燮称

其为“第二故乡”，但却拥有无数的“第一”，。35。 诗歌〈你〉有许多关于特殊

的、第一的、无人能超越的语言，例如：“第一个”、“第一次”、“最温馨”、“最

爱我”、“只有你”、“最温暖”、“最安全”等，第二故乡让“我”拥有着很多特殊

的时光与岁月。第二故乡给了诗人很多“第一次”的体验，如：第二故乡那“热

带风情画”、“灼热”但又吹来“让人松口气的晚风骤雨”36等，皆让诗人“一见

钟情”念念不忘。第二故乡或许没有其它地方那般美丽，似乎平淡无奇，但不管

岁月如何流逝，过了半个世纪，诗人的心中始终有“绿色的乡愁”，对第二故乡

永远是“初恋的钟情”。杜运燮把第二故乡誉为他爱的第一个，不是在于他对某

个瞬间/某个东西是不是第一，而是第二故乡教会了他很多东西，他在那里成长，

在那里度过欢乐的童年岁月，犹如母亲一样的故乡，是一份感恩、怀念，有着初

恋般的钟情，闪着乳色光芒，被儿时回忆填满的“我爱的第一个”。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诗中用绿色来形容他的乡愁，以色彩来说明他的感觉，

表达他内心的思想情感。绿色常让人联想到森林、绿叶，有着生命力清新的感觉。

当然，诗人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实兆远也是被油亮的绿叶所包围，如：诗歌

 
35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忠“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

个》为个案分析〉，页 36。 
36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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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热带绿叶的丰满油亮”
37
。又有如〈耳到眼到〉中的“油绿的油棕林”

38。故而，“绿色”可以解释为有着诗人记忆的第二故乡之特征，把周边的景物树

木绿叶用颜色来代替；亦可理解其带有生命力的含义：绿色的乡愁，正如诗人对

第二故乡那延绵不断有生命力的思念。 

 

诗中所创造的第二故乡不再仅限于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个土地，它被诗

人赋予了感情，它充满了诗意。例如：“童年母爱的笑脸是黄香蕉，红毛丹”39、

“背景的空气也撒满灼热”40，展现了第二故乡景物的美，让香蕉、红毛丹这些

在第二故乡常见的水果变得灵动；让现实中所感受到的炎热的天气，变得是第二

故乡淘气的空气在作祟。它们不再是现实生活中在第二故乡所见到普通再普通不

过的水果，抑或第二故乡理所当然常年酷暑的天气罢了，而是被诗人诗化，揭示

了它们的另外一面，不再单调，让有限之物产生无限的可能，变得更辽阔。正如

《文学是什么》引论中所说：“真正的诗人是‘去蔽’的，是歌吟存在的。”41 

 

第三节 小结 

 

综上所述，诗中的“梦”是带着杜运燮个人特殊体验的语言。笔者得出，

“梦”是诗人第二故乡，抑或他童年时在第二故乡的珍贵记忆之含义。因此，当

杜运燮回到第二故乡就能触碰捡拾它们，他的每个“梦”都承载着许多回忆，童

年时期的自己，那些青涩的岁月。诗人在捡拾“梦”时，所体会的还是“热”的。

不仅仅是记忆中、景物所体会到的“热”，乡友们的热情款待也在让他对第二故

乡的记忆与思念得以加“热”。 

 

另，虽马来（西）亚实兆远是中国归侨作家杜运燮的第二故乡，但杜的人

生有许多第一次或第一个的特殊经历都是在第二故乡感受到的，故而是他第一个

 
37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7。 

3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3。 

39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6。 

40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7。 

41
 傅道彬、于茀，《文学是什么》，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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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故乡。这里有母爱、童年、成长、学习等珍贵且灼热的昔日回忆。诗人把马

来（西）亚称作为他的第二故乡，同时亦把其冠上“你”是“我”爱的首个故乡，

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对其故乡的深深眷念。第二故乡不再单纯只是一个地

方/地域，在诗人的诗中它是另一个世界，富有诗意的世界，在诗人的创作下第

二故乡变得柔美，超越出现实中的马来（西）亚或实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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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归侨杜运燮对马来（西）亚的书写 

 

 

上章由于要论及第二故乡/马来（西）亚为何是杜爱的第一个，故此，较

集中于杜的出生地实兆远，因那里有许多杜的第一次体验。而此章由于要论及杜

的深情式/过客式书写。故而，此章第二故乡则是杜在马、新曾生活过的地方，

范围较大。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论及：“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

了经过很长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

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坚固。”42中国归侨作家杜运燮，曾经在马来亚度过童年，

直到完成初中后才回到中国。43 故而，杜在马来亚这片土地有着过去的经验与记

忆。在杜的心中，他的回忆是停留在马来（西）亚这个空间，不是现今地理上的

马来西亚/新加坡。杜的回忆收纳在马来（西）亚空间，这空间有他过往的成长

印记，亦有他回想第二故乡时，那绵延的乡愁。但如果在马来（西）亚这空间以

外，杜在《你》对马来（西）亚的书写，似乎因为他不曾在那里拥有过往经验与

回忆而缺少乡愁这个情感。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在所著的《文学概论》提及：“情感亦称为感情，

它是指人在活动中对客观事物所持有的态度的体验。”44 故此，杜在《你是我爱

的第一个》诗集里所表现的关于“绿色的乡愁”
45
的情感，会随着是否在诗人心

中的马来（西）亚空间，即承载着诗人过去经验与昔年记忆之空间而决定。所谓

“绿色的乡愁”46在前章提及过，是诗人对实兆远/马来（西）亚有着延绵不断且

富有生命力的思念，是对第二故乡独有的一种思念。当杜回到心中的马来（西）

亚空间，就会产生“绿色的乡愁”47，而杜也会在他的诗中表现这种情感，笔者

称之为深情式的马来（西）亚书写。反之，如果杜没有回到心中的马来（西）亚

空间则在诗中就不会表现出对第二故乡的乡愁等情感，亦是笔者所称的过客式的

 
42
 [法] 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页 8。 

43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 

44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著，《文学概论》，页 248。 

45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8。 

46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8。 

47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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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书写。循前，本章将探讨杜深情式与过客式的马来（西）亚书写。 

 

第一节 深情式的马来（西）亚书写 

 

此深情式的马来（西）亚书写是杜运燮因在第二故乡，抑或马来（西）亚

这空间有着他过去的回忆，所以在诗中带有怀乡的情感。易言之，深情式的马来

（西）亚书写是因杜过去在马来（西）亚拥有着记忆，而在诗中表现出自己对第

二故乡的情怀、思念、怀念等情感。 

 

〈名是物非〉表达了他对以前曾生活过的地方马来（西）亚，抑或现今的

新加坡之感叹。诗人感叹新加坡的种种变迁，正如诗的首节所说：“街口，见到

老熟人/没有热带的特色/却有世界性的平凡/他只是默默地望着我/但我知道，他

的目光说什么/一瞥就道尽几十年的沧桑”48诗人见到了“老熟人”回到那装着他

过去回忆的第二故乡，但那个地方的“老熟人”却已然没有了那在他心中马来（西）

亚这空间记忆里的那副景物：“没有热带的特色/却有世界性的平凡”49。 

 

诗在第三节继续描绘他记忆里的画：“熟悉的一幅幅画已经消失/那楼下开

店楼上住家的商号/商号前面的骑楼五脚基/五脚基前面的剩余明沟/还有那曾经

与二三好友/喝咖啡乌的海南小咖啡屋/卖特辣咖喱鸡的印度餐厅”50诗人望着那

个“老熟人”联想到过往的记忆，展示诗人在他的马来（西）亚这空间所经历过

的画面与生活。这空间有一家小小的海南咖啡屋，诗人曾经与好友在那里喝过咖

啡乌、还有卖咖喱鸡的印度餐厅等。可见，诗人把他曾经体验过的生活画面描述

得非常生动与细腻。诗人透过“老熟人”寻找在他过往的自己，那被收藏在他自

己心中的马来（西）亚空间的记忆。虽然那令他熟悉的画已经消逝不见，不能重

新看见它们曾经的模样，但它们永远存放于杜的马来（西）亚空间。在杜重新回

到当地的那一刻，收纳在杜的马来（西）亚空间的记忆，瞬间由静止的状态变换

 
4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0。 

49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0。 

50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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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流动的状态。 

 

杜运燮巧妙地运用了“物是人非”来表达他对那曾经他生活过的地方——

新加坡已然变化“名是物非”的心情。杜运燮在这首诗注道：“1993 年 3月重访

新加坡期间，诗友驾车带我游览，看见许多旧街名，又看到许多新市容，忽然想

起李清照词的‘物是人非’，我的深刻感触却是‘名是物非’。”51可见，杜对新

加坡变化的慨叹，还隐含了他对曾经景物与记忆的深深怀念。虽然是站在他心中

的马来（西）亚空间，但与曾经自己所熟悉的景物已完全不同了。他只能站在马

来（西）亚上，借名回望过去，回到他自己心中的马来（西）亚空间。诗人在诗

中，根据他自己内心的马来（西）亚空间勾勒出他曾经生活过的画面，同时亦流

露出他的怀念之情。同样的街名，但却不能看见记忆里曾经存在过的景物等，于

是诗人才说：“名是物非”，感慨世事的变化。这首诗不仅展现出诗人对“物”变

化的慨叹，也隐喻诗人对曾经熟悉的地方的悠悠怀念，是深情式的马来（西）亚

书写。 

 

〈热闹中寻觅〉第二节与第三节：“多少事物/小时候都极平凡/有的只不

过偶然一瞥/而今一个个都长成有异常魅力/把撼我心弦的目光向我投来/热热闹

闹中寻寻觅觅/找寻模糊的足迹/也有惊喜也有叹惜”52 看似平凡的事物，抑或只

是偶然一瞥的景物，因被诗人赋予了价值，那些回忆（景物等）为诗人带来幸福

感，是“把撼”诗人“心弦”的事物。故而，一直存在于诗人的记忆里，收纳在

诗人心中的马来（西）亚空间。当诗人回到马来（西）亚，试图寻回在心中马来

（西）亚空间里的回忆，并发现有惊喜的地方，亦有可惜之处，但“霹雳还是那

霹雳/说不出话的重逢笑脸/才是最大的欢喜”53。由此可见，诗人透过在现实里

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去寻回过去、记忆里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之空

间，然后再把他对第二故乡的怀乡之情寄托于诗中。 

 

 

 
51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1。 

52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9。 

53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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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过客式的马来（西）亚书写 

 

过客，有路过此地的客人的意涵。此过客式的马来（西）亚书写是指：它

不属于杜运燮内心的马来（西）亚空间，而是在其空间以外。它们并没有与杜过

去在马来（西）亚的童年、生活等产生直接的关联，故而，乡愁、怀念等的情感

也随之没有。换言之，杜过客式的马来（西）亚书写是因为：虽然现实生活中、

地理位置上，它们是属于马来（西）亚的范围内，但在诗人的心中并不是，所以

诗人对它们的书写是缺失归属、怀念、思念等乡愁的情感。在此举杜于 1992 年

重访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后而撰写的《你》其中两首诗作〈云顶的云〉54和〈鱼尾

和新神话〉55。 

 

云顶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旅游胜地，其中以赌场闻名。〈云顶的云〉56这首诗

讽刺了赌场犹如名寺一样被人膜拜。此诗运用了充满着不确定的意象来讽刺赌场，

例如：“膜拜”、“神灵”、“供奉”、“浮云”、“云雾”、“缠绕”、“押注”、“运气”

等，描述云顶或赌场是如何蒙蔽人们的双眼与心灵。在诗中数落赌徒们内心那孤

注一掷“万一”的心理，讥讽他们的愚蠢。不管是“虔诚”还是“逢场作戏的”

都来喂养“它”，把“它”养得越来越肥，名声越养越大。云顶的云不是凉爽、

净化人心的云。反而，云顶的云是迷惑着人们的双眼与心灵的“云雾”，让无数

人破财的地方。通篇没有激昂的语调，而是通过“云”来描述云顶的云是如何的

缠绕人心，运用嘲讽的辞句来描述云顶。诗人的叙述态度是冷静的，是以旁观者

的身份去描述云顶、嘲讽它是靠赌场/赌徒的喂养而闻名起来的。最后一段还描

述了赌徒们就算输了，甚至自杀，但人们还是会继续“送钱”。毫无疑问，在这

首诗，云顶在杜运燮心中的马来（西）亚空间并不存在任何的痕迹。虽然在现实

中的地理位置上，云顶是属于马来（西）亚，但却与没有他的过去的经验、生活

与记忆。易言之，它在地理位置上是诗人的第二故乡，但在空间上很显然并不是。

是以诗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毫无乡愁的思绪，而是对赌场、云顶的不满情绪。 

 
54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2-23。 

55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2-43。 

56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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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尾狮是新加坡的一个地标或一个象征。诗人在〈鱼尾和新神话〉
57
中描

述了鱼尾狮如何给新加坡塑造新的形象，表达了他对鱼尾狮的感受。从中可以看

见诗人所使用的意象，如： “狮身”、“狮名”、“鱼尾”都具有代表着新加坡的

鱼尾狮塑像。在诗的语言与气氛的营造上，例如：“拍照”、“城市”、“外汇”、“摇

钱树”、“高楼”等，皆充满了冰冷、先进的城市色调。“鱼尾狮”因有了自古流

传下的“神话”加持，而后又有要为新加坡创造“新神话”的人，才得以到岸上

“任人拍照”。可知，“鱼尾狮”是被赋予任务的。“任人”一词，具有不能反抗，

让人任意去支配它的意味。在这，“神话”似乎变成一座“城市”的一个卖点，

因为“神话”能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与“外汇”，更为“城市塑造了新形象”

58。狮与鱼尾的结合变成“新时代”的“摇钱树”，而且还“雄视八方”。可见，

“鱼尾狮”它只是被人们用来赚钱，引游客前来参观的塑像而已。在这首诗并没

有掺杂着杜的乡愁、怀念等情感，而是诗人对鱼尾狮的嘲讽。可见，在诗人内心

的马来（西）亚空间以外，诗人对马来（西）亚的书写是缺少了对第二故乡的乡

愁、思念之情感。因此，杜的第二故乡是与他过去的经验与回忆有着不可割断的

关系，因为它们（现实的某事物、某瞬间）能够让他寻找已逝去的时光中的记忆。 

 

然而，在诗人内心的马来（西）亚空间以外虽然并不能看见杜对第二故乡

的乡愁等情感，但也是可以通过诗来了解诗人的精神世界。正如《文学概论》所

述：“艺术家总要在创造过程中渗入自我生活的体验感受和审美意旨。”59 

 

第三节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归侨作家杜运燮内心的马来（西）亚空间，收纳与汇集了

他在第二故乡，即马来（西）亚的童年、景物风情等等。故而，笔者得出，中国

归侨作家杜运燮对马来（西）亚的书写在情感方面还是有所之区别：（一）深情

式书写的马来（西）亚；（二）过客式的马来（西）亚书写。这是因为，当某些

 
57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2-43。 

5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2。 

59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著，《文学概论》，页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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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能把杜拖进回忆，即马来（西）亚空间内。那些过往可能极为平淡不起眼，

但它们总是能使杜想起、找回他昔年的回忆及过去的点点滴滴，让静止在空间里

的回忆再次流动起来。这使他把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如：思念、乡愁等寄托在诗

中，亦是笔者所称的杜对马来（西）亚的深情式书写。故此，当诗人回到属于他

自己心中的马来（西）亚空间时，他对第二故乡的爱意与怀恋在诗中就会不经意

间展现出。反之，如果它们/诗人所书写的对象不存在于诗人的内心的马来（西）

亚空间，就不能唤起在诗人心中的回忆。故而，诗中没有体现陪伴诗人半个世纪

悠悠岁月的“绿色的乡愁”60之情感，笔者称之为过客式书写。 

 

 

 

 

 

 

 

 

 

 

 

 

 

 

 

 
60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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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里的马来（西）亚意象的意

涵 

 

 

雷·韦勒克、奥·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论及：“在心理学中，‘意象’

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从重现或回忆。”61易言之，

意象与诗人的经验是有一定的关系，它是诗人的回忆，是让诗人把自己过去的经

验重现的必须品。此必需品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必须物品，而是诗人在

《你》诗集中所用之意象。它们是属于诗人诗中的“必需品”抑或一个标签，是

能让诗人回到、找到在第二故乡的记忆的必须品。无论诗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那些他所选用的意象都是他认为他找回过去的经验、记忆的必须品之一。《文学

概论》指出：“外部事物之所以成为对主体而言的客体，就是因为它与人在实践

活动中建立起联系……是作为主体的人实现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证，外部事务不与

主体构成对象性的关系，它永远只能是‘自在之物’而非客体……主体与客体是

互为前提、互为印证的……”62 循此，杜运燮是主体，而那些他所使用的意象是

客体。因此，它们不再是“自在之物”，这些意象变为一种印证诗人某些时刻、

某些瞬间的存在物，它们也因为诗人的关系而得以升华，故此，它们是诗人的必

需品。 

 

第一节 热带动植物意象的意涵 

 

杜运燮在《你》诗集里运用不少有关热带动植物的意象，关于“热带”的

词也反复出现。诗人善于利用拥有马来（西）亚色彩的热带动植物意象来表达他

内心的情感。例如诗歌〈你〉：童年时母爱的笑脸是“黄香蕉”搭配“红毛丹”、

“热带绿叶”又油又亮、“热带水果”发出“奇特香味”。这些热带动植物意象不

仅从视觉上展现欢快明亮的色彩，也从味觉、触觉上呈现奇特、异域之风情，构

 
61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1984），页 201。 
62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著，《文学概论》，页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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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副带有浓浓热带色彩的奇妙景色，向读者揭示他过往的生活经验与他对这

片土地的情感。 

 

椰是杜运燮出生地实兆远常见的植物，也是他偏爱的热带三友之一。杜在

该诗集写有三首以椰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即马来西亚篇的〈椰影·椰汁·椰花〉、

〈热带三友之一：椰〉及新加坡篇的〈椰〉。椰的意象抑或与“椰”有关的词也

经常出现，如下：  

 

图表一：《你》椰的意象或和“椰”有关的词 

椰的意象/与“椰”有关的词 次数 诗名 

高椰树 1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马来西亚篇) 

椰树 2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1 〈锡山梦〉（新加坡篇） 

椰叶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影 2 〈马来亚〉(马来西亚篇) 

1 〈耳到眼到〉(马来西亚篇)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1 〈游圣淘沙〉（新加坡篇） 

1 〈岛忆〉（新加坡篇） 

椰林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涛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风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实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汁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怀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花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花酒 1 〈椰影·椰汁·椰花〉(马来西亚篇) 

椰子 3 〈马来亚〉（马来西亚篇） 

椰子树 1 〈曼谷水上画廊〉（泰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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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影·椰汁·椰花〉抒发诗人回访第二故乡出生地实兆远时被邀请去某

间位于椰林中的餐馆吃海鲜的心境与情感，杜运燮还说到：“椰影下，椰风声中，

畅饮椰汁、椰花酒，难以形容的印象永生难忘”63。故此，诗的开头就以“椰树

几乎把全家/都带到这里”64 带着感怀的语调作为开端，展示了诗人对第二故乡

一片深情，而此时“椰”也变成第二故乡的一个象征物。因此，椰能让诗人感到

亲切，正如〈椰影·椰汁·椰花〉最后一节说的一样：“我从来没有这样急切/想

和树谈心”65。另，《你》之泰国篇中唯一的一首名为〈曼谷水上画廊〉的诗中也

提及了椰：“树名数不出，绿荫从来无名/有把握的，只有几棵椰子树”66。诗人

表达了在异国他乡能把握住的、能叫出名字的树，也仅仅只有那几棵椰子树。由

此可见，诗人对椰有着独特的情感及羁绊，透过椰意象表现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怀

念。  

 

杜运燮所描述的“椰”还有一个品质，即坚强不屈、坚持的高尚品质，尤

其在〈热带三友之一：椰〉和〈椰〉更明显的表达其精神，侧面体现了杜的人生

哲理，要像椰树一样不怕风雨与炙热，秉持不屈不饶向上的精神与乐观的人生态

度。杜运燮把“椰”这热带植物升华到具有与命运抗争的审美层面，如〈椰〉其

中几句：“一副充满搏斗精神的身躯，/不顾满身伤疤，/它总要顽强地向上伸展，

/达到出人意表的高度，/在炎日毒晒下绿叶不蔫，/在狂风暴雨中绝不弯腰。”67 

“椰”就算满身伤疤也顽固生长，面对风雨的阻挡也绝不弯腰妥协，展示出永不

屈服的精神。那“椰”为何如此顽强不屈？〈椰〉的最后两句：“还是为了盼望

看到/所有离开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能经常深情地凝望着它？”68 可见，“椰”

具有在大海给人们指引方向的灯塔之意味。 

 

诗人将自己内心对远方第二故乡的思绪透过椰的意象表现出来，把自己在

“椰”体会过的情感，以诗为容器，描写它的动作、它的精神等，让读者体验他

 
63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1。 

64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1。 

65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2。 

66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66。 

67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9-50。 

6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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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体验，感受他所感受。诗人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椰”也被赋予了灵

魂，使主体——诗人与客体——椰得到了升华。 

 

热带三友之蕉与木棉的意象亦是杜运燮思念第二故乡的一个标志。例如：

〈热带三友之二：蕉〉其中一节描述到：“蕉乐，还把我带进蕉林/那高举绿旗的

队伍/只有热带才有的……”69，可见，诗人生动地描绘是“蕉乐”把他带进只有

热带——第二故乡才有“蕉林”，向读者再现了儿时有趣的经验与回忆。另，有

以木棉作为意象的诗，即〈热带三友之二：木棉〉70，描绘了木棉“笔直遒劲”

71，是热带植物里唯一能找到“雪意”72的地方。木棉的“雪意”亦是杜独特之发

现，“和椰、蕉比起来，木棉是比较少人注意的一种热带植物。它的数量既少，

用途亦不如前两种的普遍，但它在热带植物之中可算是最特出的一种。”73 可知，

虽然木棉在热带是属于受忽视的那一方，但它对杜运燮来说是特别的。“热带三

友”之木棉是杜对第二故乡周边环境的细致观察与个人生活经验所得来。因木棉

在第二故乡的不同，与常见的热带植物有着不一样的特色，也因为诗人的发现、

审美，让木棉这“比较少人注意的一种热带植物”74变成诗人诗中的意象，融进

他的思想情感，寄寓他的情怀。在这里深深体会到《歌德谈话录》中记载的一句

话：“艺术家对自然有着双重的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75 

 

杜运燮在 40 年代时曾经给椰、蕉和木棉写过一篇名为《热带三友》的散

文，抒发了自己对热带三友的喜爱及情怀，述说了“热带三友”令他联想到“岁

寒三友”。76 杜在散文中除了刻写“热带三友”的美轮美奂的外表，也赞美它们

的内在特质，如：“椰”的坚韧高洁；“蕉”的悦耳动听、“木棉”的遒劲有力。

杜在散文《热带三友》与在诗集《你》中的“热带三友”之三首诗，都表达了自

己对热带三友的情感。除了文学体裁的不一样，“热带三友”之三首诗（即〈热

 
69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7。 

70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8-29。 

71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8。 

72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8。 

73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华文》初二下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

总），2006），页 139。 
74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华文》初二下册，页 139。 

75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 137。 

76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华文》初二下册，页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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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三友之一：椰〉
77
、〈热带三友之二：蕉〉

78
及〈热带三友之二：木棉〉

79
）还比

《热带三友》多了一份怀乡的思绪。无论如何，杜对椰、蕉、木棉这三个意象的

形容与场景的设置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以诗歌〈热带三友之二：蕉〉首节和

散文《热带三友》其中几行对芭蕉的描述为例： 

 

“怎能忘记，在热带的热包围中/那又宽又长的一篇丰满油绿/从窗口缓缓

伸进来/轻抚我的藤椅/带来整片荫凉”80 

 

“……常见有一两片巨舌般的蕉叶伸进窗内的。马来亚所有的植物，叶面

上似乎都敷有厚厚一层油，晚上月光一照，就发出一种眩目的闪光，我在

别处从没有见过那么强烈可爱的闪光。月夜的芭蕉叶尤其美丽。”81 

 

可见，尽管时隔几十年，但在杜记忆里的蕉叶还是一样绿油油、庞大，不

曾改变。杜运燮曾说过，“热带三友”（椰、蕉及木棉）和“岁寒三友”（松、竹

及梅）占有相同的位置，并且，在重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对热带三友的偏爱

更加加深，且赋诗三首。82 可见，对杜来说“岁寒三友”和“热带三友”是同样

重要的，亦向揭示两个故乡在他心里都占有位置，分量是一样的。 

 

第二节 第二故乡意象的意涵 

 

《你》里有关第二故乡——马来（西）亚来的意象与杜过往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诗人运用有关第二故乡的意象时，亦是在向读者揭示他过去的生活经验、

他的思想与情感。傅道彬、于茀在《文学是什么》中指出，“文学艺术在一定的

程度上是一种回忆，是作家对自己所感悟到的世界的回忆”83。故此，可理解杜

 
77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4-25。 

7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6-27。 

79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8-29。 

80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6。 

81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统一课程委员会，《华文》初二下册，页 138。 

82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25。 

83
 傅道彬、于茀，《文学是什么》，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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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名是物非〉诗作中选用的某些意象或景物，“那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商

号/商号前面的骑楼五脚基/五脚基前面的剩余明沟/还有那曾经与二三好友/喝

咖啡乌的海南小咖啡屋/卖特辣咖喱鸡的印度餐厅”84。在杜的世界里，有关第二

故乡，即马来（西）亚来的意象，如：“咖啡乌”、“骑楼五脚基”、“特辣咖喱鸡”

等，都是与杜的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人曾经与好友在那里行动过、生活

过，这一切皆是他记忆中的一部分，是诗人在表达他对第二故乡马来（西）亚的

思想情感时的必需品。 

 

他的另一首也同样有提到“咖啡乌”（马来名称‘Kopi-O’ ，苦咖啡，没

有放糖/奶的咖啡），即〈乡愁的浓缩〉与上一首〈名是物非〉有一样的怀念基调。

这首诗抒发了儿时离开第二故乡到重访的心境，将自己的思念喻为不放糖咖啡乌

也很甜。他的思念变得有味道，以“咖啡乌”的性质抑或它的味道，即苦涩来彰

显出诗人终于重访自己思念已久的第二故乡之心情。 

 

〈出生地拾梦〉诗作中，也能看到不少有关第二故乡的意象，即“那个巴

刹远飘着同样的海鲜味”85、“娘惹粿”、“暴晒”，还有有关胶树的意象——“割

胶”。另，笔者之所以把“那个巴刹远飘着同样的海鲜味”86 归为一个意象而不

是“巴刹”，是因为试图缩小范围或者说想更准确地抓住诗人为何要用此意象。

杜的出生地实兆远位于海域的附近，因此，飘有“海鲜味”的“巴刹”代表了诗

人的故乡。诗人对第二故乡的思念及熟悉，皆通过这些让他充满回忆的第二故乡

意象中表现出来，同时亦重现了他的记忆。 

 

此外，诗人诗中使用有关第二故乡的意象，如：“咖啡乌”（马来名称‘Kopi-

O’）、“巴刹”（马来名称‘Pasar’）、“纱笼”（马来名称‘Sarong’）等都是马来（西）

亚的“异言华文”，皆是由马来语音译得来。所谓的“异言华文”是张锦忠先生

所提出，即中国以外的华文，它已是一种在地化的语言，与当地的地方语言已有

 
84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40-41。 

85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8。 

86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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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或掺杂
87
。杜使用这些意象，不仅为诗营造一种浓烈的南洋/马来（西）亚的

气氛，也揭示自己曾经在马来（西）亚生活过且受到当地的语言影响之证据。 

 

另，杜运燮亦使用了具有代表着第二故乡马来（西）亚的意象，即榴莲。

笔者会把榴莲归为有关第二故乡的意象，而不是马来（西）亚的热带动植物意象

的原因是，个人认为榴莲具有代表马来（西）亚本土的一个代表物。在〈乡愁的

浓缩〉诗作里还选用了“浓缩”词汇，具有代表性的意味，认为榴莲是家乡的第

一味。该诗作讲述无论是“沙爹”、“咖喱”还是“卜拉酱”，它们都有一个代表/

可浓缩为——“榴莲”。且“沙爹”（马来名称‘Satay’）、“卜拉酱”（马来名称

‘Belanca’）、“咖喱”（马来名称‘Kari’）、“榴莲（马来名称‘Durian’）”这些意

象都溢满了马来（西）亚的味道，如：卜拉酱是由马来名称是‘Belance’音译来。 

 

在诗人看来，榴莲是第二故乡的味道，是独一无二的。杜运燮在〈榴莲〉

这首诗中为“榴莲”赋予了生命拟人化，它会照顾儿童、会为了避免误伤人而选

择在夜深人静时才落地，是外表冷峻实则内心一片柔情的“榴莲”。值得注意的

是，诗人所描述的“榴莲”是主动去做某些行动的一方，“榴莲”的“香味”主

动远飘“千万里”，甚至“几十年”。看似是榴莲主动去寻找某些东西，但实际上

是诗人在寻找第二故乡的第一味，不曾遗忘，隐喻诗人思念第二故乡的心情。 

 

第三节 小结 

 

综上所述，杜运燮在诗集《你》中所使用的热带动植物意象都有其意义，

它们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记忆有着不可切断的关系，如：“红毛丹”、“黄香蕉”、

“榴莲”等这些热带水果都占有他童年的记忆。另，热带三友的意象，即椰、蕉

以及木棉更被诗人给予生命，不再是简单的热带植物，而是有灵魂，被诗人寄寓

了他个人的思想情感。例如：诗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不仅对椰的外表

等描述得十分细腻，同时也透过椰的意象把思念故乡之情与人生态度抒发出来，

 
87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页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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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读者。因此，这些热带动植物的意象都是诗人在实践活动时的客体，因诗

人与这些意象建立起了联系，所以无论是诗人还是那些意象都获得了自己的灵魂

与价值。 

 

再者，杜运燮所运用有关第二故乡的意象都与过去杜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

系，更是诗人在诗集中抒发对第二故乡——马来（西）亚的必需品。由此观之，

杜在诗里所展现有关第二故乡的意象，如：“咖啡乌”、“咖喱”等，都不是杜无

缘无故使用的。之所以会被诗人所使用是因为是它们是杜回忆里关于第二故乡的

一个标志，它们与诗人建立了一个联系，相互印证彼此某瞬间的存在意义。诗人

所看到、所感受的巴刹、咖啡乌、沙爹等不再是简单的某些物，而是他对第二故

乡的怀念，那浓郁又悠久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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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中国归侨杜运燮在《你》中，把自己心中对第二故乡的思念与乡愁以诗为

容器装载进去。杜于《你》诗集中的马来（西）亚书写，亦是他对自己过往记忆

的书写。杜透过当年（1992）回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景物、人文等回想起/找

回，收纳在他心中马来（西）亚的空间的记忆。再运用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内

心世界、对第二故乡的情怀。杜在诗集里巧妙地将第二故乡/在第二故乡的记忆

运用“梦”字表现出。只需要回到地理上的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就能寻回记忆里

的马来（西）亚空间，杜的“梦”就得以实现，不再虚幻难碰。故而，诗集《你》

的第二故乡是安放在杜心中的马来（西）亚空间与掺杂着一些现实中地理上的马、

新。况且杜的“梦”有着当时乡友们的推动，杜《你》自序记载道：“这本小书

的出版，可说完全是乡情、亲情，特别是友情的产物”88。 

 

再者，笔者得出，当杜回到记忆里的马来西亚空间，《你》的马来（西）

亚书写之情感就会出现乡愁、怀念等情感，亦是笔者所称的深情式书写。当现实

中的马来（西）亚某个地方并不能与杜过去的岁月/记忆/经历/童年复合，在诗

作中就不能看见杜表现对第二故乡的爱，即使它们是曾经的马来亚/第二故乡。

由此观之，杜的第二故乡是实兆远或他生活过、在那里有回忆的马来（西）亚。 

 

在《你》诗作提及关于马来（西）亚的意象，例如：椰树、榴莲等，不是

没有其目的、意涵的。诗中的意象不再只是简单的意象，它们都被赋予了杜的个

人色彩，收纳了杜生命的点点滴滴，是杜回忆里的标记与痕迹。每个意象都有杜

童年、青葱岁月的足迹。杜运用过去在马来（西）亚生活所接触过的景物，如：

芭蕉、椰树、海等，化作为诗中的意象来再现他记忆里的第二故乡马来（西）亚

/实兆远。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正时是那些平凡，极为不起眼的事物都是他

真实所体验过，带给他幸福过的事物。杜对第二故乡的细腻刻画，让读者感觉到

杜的内心世界，杜对第二故乡的一片深情。 

 
88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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