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路在自己腳下
「晚上11點才通電

話吧！」友人指他的
朋友表示，因為很久

沒有追看過港產劇集了，而最近
TVB晚上九點半的劇集《陀槍師
姐2021》，從收視或口碑都在反
映着該劇受香港觀眾歡迎，也印
證了只要有好的劇集，觀眾的眼
睛依然是雪亮的。
已退休的影視製作人認為一部
受觀眾喜愛的劇集要對白精彩，
而演員間的演技亦都能擦出火
花，觀眾追劇的投入感，自然大
大地增加︰「不能否認的是有
部分演藝人，經常一個模式的
演技，或者是有製作人和編劇
不思進取地不停吃老本；而這
次宣萱配搭陳豪，觀眾覺得沒
有違和感，劇情輕鬆又搞笑，
戳中觀眾的笑點，加上劇情貼
地，大力吐槽香港服務行業的服
務態度差勁，亦是不少香港人的
經歷，看到這些情節自然有點
『大快人心』的感覺。」
任何影視作品也會受到觀眾的
讚或彈等評價，但有製作人意難

平地說︰「應該是因為現時香港
社會問題的氛圍所致，只要是有
關警察的角色人物，都遭到某些
思想偏激的人，在網上散播着對
演藝人的人身攻擊等毒舌評語，
什麼顏容老態畢現、什麼身材臃
腫難看死了……須知在網絡四通
八達的社會裏，毀掉一個人實在
是太過容易了，無疑演藝人也明
白這行業，機會和代價是並存
的，沙裏也混着『冰刀子』，對
着那些不理智又別有用心的所謂
『觀眾』，演藝人要『忽視』他
們，謹記路在自己腳下，話在別
人嘴裏，真正傷害你的，是你那
顆過分在乎的心，冷待瘋語瘋言
是最奏效的方法之一。」
面對香港社會現今的紛亂問

題，資深的演藝前輩表示，每當
有演藝人受到網絡欺凌，情緒受
到困擾，他只能予以鼓勵，皆因
「死腦筋」的一群就算撞了「南
牆」，亦難以回復「正常」，別
讓他們「糊」了你的眼睛；有人
說活得累，是因為他們走錯了
路，只能怪自己囉！

香港第四波疫
情，對各行各業的
影響也是滾雪球般
愈來愈大，政府為

了防範疫情繼續擴散，自去年12
月初起再度關閉所有體育場地。
到了今天，不經不覺已經封場兩
個月了，所有運動員的練習及體
育持份者的工作也都全部被迫停
下來。日前碰到足總主席貝鈞奇
先生，談及港超足球現在的情
況，只能用慘不忍睹形容：足總
在疫情下完全沒有比賽，甚至連
練習地方也沒有，雖然說疫情之
下全世界也是同病相憐無一倖
免，但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我們又能否想出一些另外的
方法可以試試呢？
在歐洲，各大足球聯賽已經重
新開始比賽，有部分是因為疫情
關係禁止觀眾入場觀看的，但現
今世代只要有電視或網上轉播，
球迷也就可以觀賞得到，大家也
就在安全情況下努力地「正常生
活」着；反觀香港，則可以說是
全城停頓。近日業界不停反映是
否可以開放一些低風險的體育場
地讓機構甚至公眾使用，只要在
開放定下防疫規則，這樣也可以
讓港超閉門作賽。這就有如最近
我出席一個體育界研討會，60多
人出席，大會把整個場地用大膠
片分隔幾個區域，減少參與者接
觸，每個出席嘉賓要申報身體健
康狀況及體溫，在這種防疫下研
討會順利完成，政府何不在各界
參考一下？
體育網球大滿貫澳洲網球公開

賽即將舉行，在防疫措施之下，
有一些運動員安排坐專機前往，
然後經14天隔離再檢疫，只要通
過檢疫沒有問題就可以參加比
賽。困難何時都會有，雖說今年
特別大，但所謂你有張良計，我
們又能否想想辦法解決，或預備
一些後備方案呢？如我上一篇文
章所述，我還是覺得東京奧運可
以如期舉行，只是可能在規模上
縮小一點？而防疫方面又做得足
一點？
在疫情之下尚能讓我感到有少

少欣慰的地方，就是我埋怨了多
年的天價體育電視轉播費。由於
疫情關係，大部分體育電視轉播
版權費下降，而近期香港電視轉
播足球的機會也就多了很多，觀
眾、球迷有福了，以前足球的版
權費不理性的天價，藉這個機會
回落也是一件好事。但價格回落
一定有人損失或者收入減少，以
歐洲球隊為例，空場作賽及轉播
費收入驟減等因素影響，收入排
第一位的巴塞隆拿，上一季收入
下降15% 跌至7.151億歐元，而
上季第二位皇家馬德里收入也跌
至7.149億歐元，跌幅最大的就
是曼聯，其收入減少了1.311億
歐元，降幅達19% 至5.804 億歐
元。
老土地說一句，幸福不是必然，
居安思危，逆境求存，沒有人得知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天災人禍，經
過這一次全球疫情，大家也會明白
只要我們有創意，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保持希望，也就有
危必有機，大家努力共勉之。

教育局日前向各中學發出通
函，公布就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
目的課程和評估，向學校進行為
期一個月的問卷調查，並會為學

校領導層和前線教師安排簡介會，向他們解釋優
化方案和聽取意見。優化項目包括中文科，方案
主要在於精簡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的教學，以及
減少公開評核的試卷數目，減少過度操練。英文
科減少教學上的重疊從而釋放空間。數學科由
「基礎課題」和「非基礎課題」組成，學生可以
只修讀「基礎課題」及部分「非基礎課題」。通
識教育科新科課程大綱設有四大主題，包括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
國家」、「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及內地考察部
分的「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優化科目自然是要課程設計跟上時代步伐。

最受媒體關注的當然是通識科新科課程設置，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指出，最重要的
是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香港法治的根基在於基
本法和「一國兩制」，若學生弄不清楚這兩個概念
會容易誤入歧途。香港學生對國家最新發展的認
知至關重要，未來香港的發展與內地分不開，要
趕上國家的經濟快車。若學生對內地的認識仍停
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將會和時代脫節。
強摘的瓜不甜，強求的愛不美，要在一些思

想觀念上改變絕對不是一朝一夕，要香港師生的
國家觀念全都轉變過來不可能，但如果不行出第
一步，不推動就永遠停留在一個點上，會危害下
一代，他們會落後於人，不夠競爭力，被世界遺
棄。先不論你有沒有愛國觀念，起碼你需要有國
際視野，若看不懂國際社會相互依存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狀態，胡亂叫獨立，將很難找
到發展出路，要接受殘酷的現實教訓。

梁美芬點出︰「新科課程仍然採用選擇題的方
式進行考核令人失望，新科課程是要教授學生活
學活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而選擇題無法體
現當中各種歷史知識和高度政治智慧，靠死記硬
背的選擇題，只會令學生感到枯燥、洗腦。教育
局須再研究方式，例如採用論文或自我陳述等方
式。」這方面筆者十分認同梁議員，奇怪的是香港
的教學課本非常多選擇題模式給學生學習、做功
課，發現學生由小學開始每年買各科的練習本，
每本70至80元一本，令家長負擔不輕，練習本
大部分就是選擇題，這種模式太多會嚴重影響學
生的思維發展，難以培養到獨立思考、具創意的
學生。相信不少過來人都認同，讀書必須要閱讀才
印象深刻。在別人的文章、小說中學習吸取養分。
希望教育局改革，設計課程多些閱讀理解素材。
最近大家都留意法庭新聞，都知道不少剛中

學畢業的年輕人或者大學生因去年參與黑暴事件
被判入獄，刑期數月及數年不等，有些要逃往外
地過流亡生活，回想他們當時的行為之惡劣，真
的不值得同情，只是見到他們可能命運從此改
變，走的路變得崎嶇，多少有點憐憫之心。不知
作為家人師長見到自己的學生親人是入獄的其中
一員會否有內疚？作為師長可會後悔當日放任他
們？容許暴力在校園發生，沒有阻止如黑社會般
的學生會搞手，連報警也不敢。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香港教育改革豈

止課程，教師才是最關鍵的一環，培訓之餘也開
導他們真心認同改革的必要。他們的思維、教學
手段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成長，沒有老師灌輸「違
法達義」理念，就沒有那麼多學生犯法。據說教
協成員多達十多二十萬，如果他們不認同學生對
國家最新發展的認知至關重要，不教導學生客觀
看問題，不拿出良知來，只會繼續誤人子弟。

教改豈止課程 教師才是關鍵
年關在即，封廈強檢仍在繼續，

年三十、年初一會否輪到你？
按道理新春不會這麼掃興吧？但

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早檢早着，至
少可以過個安樂年。試想，如果正在吃團年飯，
忽然被突擊封區，一陣衝鋒圍上封條，行走不
得，一家人要落樓檢測，可能真要圍爐夜話，就
此拜個早年。
疫情下的春節，沒有了拜年、團拜計劃，但春

節禮數還是要做的。小輩向長輩索取地址，說是
要速遞餅食來拜年，為盒餅勞師動眾，太不划
算；族中有長輩、小輩，不能沒有利是和賀禮，
家族成員相約在港鐵站交收，二人限聚令，不敢
茶敘，一幫人只能靠邊站，年糕、臘腸、利是，
速戰速決，然後「散水」……疫情下的一幕大城
小景，煞是有趣。公司每年的團年飯，因為限聚
令而沒有了，以禮券形式取代，雖沒有了熱鬧，
員工認為更實際。可不是嗎，今天有工開，難保
明天失業，吃了公司團年飯，新春回來公司已執
笠。打工仔踏踏實實有份工，比什麼都重要。
儘管前景不樂觀，有些屋苑還是煞有介事張

貼通告，什麼春節期間泊車限制，這些預期還
能像以前一樣？中國人過節要熱鬧，拜年、飯
局雖少了，親人相聚的時間可能因此會更多，
希望不要再出現什麼「團聚群組」個案。
記得去年的春節，疫情重創湖北，香港已有戒

備，年初二的「打邊爐群組」打響香港第一炮，
這群組其中一位染病成員，是灣仔某酒家的員
工，我們的家族年初二正是在這家酒樓團拜。時
間和地點的巧合，難免心驚肉跳，再算一算時
間，年初二應該沒有和「打邊爐群組」成員遇
上，一場虛驚。誰會想到，一年後的今天，還未
清零，情況更糟，唯見步行步。

港鐵站團年

八天後就是農曆
新年，為什麼每逢
農曆新年那麼多大

紅顏色呢？紅揮春、紅對聯、紅
包、紅爆竹，大家還特別穿紅
衣，紅海一片，到處喜氣洋洋。
傳說因為上古時有頭匿居山上
稱之為「年」形象像「牛」的猛
獸，每到寒冬便下山為害人間，
不止傷害農作物，甚至連人都
吃，大家就想到用火趕走牠，經
過火攻，「年」嚇跑後，家家戶
戶便互相恭賀祝平安，往後每逢
農曆正月初一，就以象徵「火」
的紅色，阻止這「年」下山，賀
年真正原意是慶賀趕走這怪獸。
紅色，從此便成了驅邪去魔的
吉祥符號，編定為五行中之
「火」，相對藍白黑綠等則是帶
來寒氣的冷色調。
象徵吉祥與暖意的紅色，新冠
病毒橫行一年來就少見了，大家
有沒有留意，打從2019年開始之
後，我們從任何
角落看到的顏
色，就全是藍白
黑綠寒氣逼人，
全球人類衣飾流
行淡素，影視取
景，都看不到一
點半點紅色，甚
至很多大型喜慶
節目，主要色調
都是青藍白綠，
結婚禮堂同樣淡

素，結婚通知卡設計也大膽到為
前人避忌的色調，年輕人以之為
新潮時尚，紅事白事不分，還美
其名為打破傳統。
固然，素色雅麗、清新，可是
全球那麼素，一年365日，天天
看，看多了，還有暖意嗎？也就
令人想到「年」這怪獸了，新冠
病毒會不會是「年」的化身，兩
年看不到牠懼之為火的紅又出來
肆虐呢？
上述說法當然沒有科學根據，

不是玄學，也不是什麼迷信，只
是作個胡亂推測作為笑談而已，
那就索性進一步來個不成理由的
推測，假設新冠病毒真是「年」
的化身，牠既慣於在陰寒環境中
才活躍，怕火怕熱怕暖一定也怕
紅色，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試以紅
色假設為殺菌劑來驅逐牠。何況
在宇宙大環境中，多看一點紅
色，的確令人心情振奮，增強抗
疫力量。

紅色狂想

立春這天，下地去割了一把韭
菜，放上雞蛋炒了，又拌了櫻桃蘿
蔔片，把兩個菜用美麗的碟子盛起

來，放到後花園的吧枱上，給自己斟上一杯紅
酒，坐下來，一面嚐着自己種的菜、一面品着朋
友送的酒、一面靜靜地看着園子裏的花草和蔬
菜，一種安寧的幸福感便淡淡地由心底升了起
來。
不大想得起來一個人的日子有多久了。那天在

前院挖地，把從前開發商種得雜亂不堪的一些植
物拔掉，又把土地清理乾淨，在黃泥裏加上營養
土，再種上自己喜歡的幾種鮮花。對面院子的鄰
居站在一邊看了半天，說，你真是「猴賽雷」，
白天揸鋤頭，晚上揸筆頭。我便得意起來：您是
想說我文武雙全？鄰居想了想，離開之前笑道：
其實我是想說你都快雌雄同體了，你應該找個人
幫你揸鋤頭。鄰居大抵是覺得我太孤獨了，他們
亦讀書，讀過《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前些日看到一篇報道，介紹一位獨自生活在貝

加爾湖畔的80歲的老奶奶的生活。這位老奶奶住

在貝加爾湖畔的一座小木屋裏，在她的兒孫們相
繼長大到大城市去生活，與她相伴幾十年的丈夫
也逝世之後，她還是不願意離開她的小木屋，選
擇自己一個人住在湖畔，和她所養的幾條狗、幾
隻雞和幾頭牛一起生活，食物大多數都是自己親
手種植的。由於貝加爾湖地處寒冷的東西伯利
亞，人煙稀少，老奶奶所住的地方要在幾公里外
才有別的「鄰居」，因此她被一些媒體誇張地稱
為「世界上最孤獨的女人」。
然而這個「世界上最孤獨的女人」卻有着最充

實的生活和最富足的內心。她說她不想要很多的
錢，也不想住城市裏的大房子，她自己勞動，種
植食物，餵養動物，在滿足了自己最基本的生存
條件之後，每日安靜地在小木屋裏讀書、畫畫、
刺繡、編織，然後，她在冬日冰封的貝加爾湖上
像冰雪女王一樣輕盈地滑行。我想，她在冰上滑
行的時候，她的內心也同樣如貝加爾湖那樣地廣
闊、輕盈罷。
每到年底我最害怕的應酬便是各種各樣的年

會、聚餐，如果實在無法推脫，便又要回到繁華

的城市裏，置身人海，在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群中
無話可說，抑或無話找話，在杯觥交錯中用酒精
來暫時刺激或者麻醉自己的神經，而在那個時
候，我才會感覺真正的孤獨，因為所有的熱鬧都
與自己無關。
當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陪伴是最長情的告

白」。貝加爾湖畔的老奶奶出名之後，便有許多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去探望她，美其名曰「陪
伴」，然而那些自以為是的「陪伴」卻打擾了她
寧靜的生活，讓她感到害怕和無奈。同樣，在繁
華城市裏的五光十色的聚會中，有一些看似親密
的情侶或者夫妻，如影隨形地陪伴着對方，大抵
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彼此陪伴的不過是一具行
屍走肉般的皮囊，而被桎梏在「陪伴」下的靈魂
卻是空虛而孤獨的。
如此，我還是滿足於一個人白天揸鋤頭，晚上

揸筆頭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可以讓我在一朵花
開時聆聽一千種歡樂的笑聲，可以讓我在自己的
文字裏編織一萬個精彩的故事。它孤獨，卻足夠
美好。

有一種美好叫孤獨

家譜，又稱族譜、家乘、宗譜等。
是一種以「表譜」的形式，記載一個以
血緣關係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
要人物事跡的特殊圖書體裁。它以記
載父系家族世系、人物為中心，是由記
載古代帝王諸侯世系、事跡而逐漸演變
來的。家譜是中華民族「國史、地誌、

家譜」這三大文獻之一，是種特殊的文獻。
在「五千年文明史」中，它顯然是具有平

民特色的，記載的都是同宗共祖血緣集團的世
系人物及相關事跡等。作為一種珍貴的人文資
料，它對歷史學、人口學、民俗學等的深入研
究，均有着不可替代之處。對一個家族而言，
其重要性，更是難以估量！
只是，非常可惜，我們村的袁姓之中，未

有「家譜」存世。也許正是因此，忘了從啥
時起，我開始對村裏子孫後代的輩分甚為迷
惘。上一代的輩分為「京」，北京的京，這
一點十分明確。我的父輩，都叫袁京×，且
都是三個字的名。到了我這代，姓名用字不太
「規矩」了，出現了很多兩個字的名。若說不
規矩，又似乎有些重了，應該說是變得自由些
了，不再如從前那般嚴格、刻板。再到我們下
一代，名字不少三個字的，但中間那個字不再
是輩分，出現了太多挑字現象。有的姓名是孩
子父母或爺爺奶奶取的，或其他長輩取的，也
有的是請算命先生取的。原本安放輩分的地方
被其他更喜歡或者更適合的字代替。
輩分，因為不再是必須標記在姓名中的字

符，其印跡之重，也在一年年一代代中逐漸淡
化了。我這代人，聽說應該是「本」字輩。兒
子這一代，聽說是「如」字輩。他倆出生時，我
沒選擇給他們取帶輩分的名。老大出生時有點
缺氧，被獨自送到新生兒科，我和妻子得空商
量後，取了梓航這個名字。取名後，用測名軟
件測評，有的軟件給出了滿分，有的軟件測得
99.5分。老二出生前後很是費了一番周折，懷他
幾個月後，妻子的心臟出現了明顯的室性早
搏，且數量特別多，一天一夜達八九萬個之多。
妻子胸悶，心電圖異常。我們即去了縣人

民醫院，後去縣中醫院，再轉齊魯醫院，在齊
魯醫院待了一個多星期，又去北京阜外醫院

就診。提心吊膽折騰了兩三周，回家靜養。
還不到預產期，我們就提前去臨沂市婦幼保
健院，擇期剖宮產。小傢伙出生後又因肺部
感染進了ICU監護室。我和妻子都希望這個
孩子以後一切順順利利。本地方言說一切順
利，常用兩個字表達——熙順（音同）。方言
中的字很難考究，個人以為這兩個字應該是
「悉順」，意思為悉數順利。給孩子起名時，
我們刻意做了選擇，取名熙順。這個名，也是
提醒我們，孩子的出生雖然經歷了磕磕絆絆，
最終還是挺順利的。
沒給兩孩子取帶輩分的名，還有一個重要

原因。他們的輩分是不是「如」，我並不敢確
定。我從未見過袁氏「家譜」，聽長輩們說，
村中也確實沒有家譜。沒有家譜，輩分是老輩
人口口相傳下來的。我不知道，這些輩分是哪
些字，也不知道有沒有確鑿依據。我通過網絡
查找過，村中的輩分難以被印證，更難以與其
他地方的袁氏宗親續上家譜。不知下幾代輩分
成了一個令人鬱悶和憂心的「結」。
很擔心，擔心我的兒子或孫子，哪一天問

起我他們是什麼輩分，他們之後的若干代人應
該是什麼輩分。我怕到時候我一無所知，我怕
到時候我無可奉告。村中，爺爺輩的人都不在
了，我還能求教的只有上一輩。我問父親，我
的上一輩、上幾輩是什麼輩，父親告訴我他只
記得第一輩人叫袁上五，第二代袁友泉，第三
代袁鳳玉，第四代也就是我的爺爺，叫袁長
河。爺爺的弟弟叫袁長福。其餘的，父親不知
道名字，就是知道名字的，具體是哪些字，他
也不知道。父親沒上過學，不識字。我又問比
我父親年長幾歲的大爺，他是我二老爺袁長福
的大兒子，大爺知道的，大體上也是這些。他
說我天祖袁上五是從白彥鎮搬過來的，那地方
可能是白彥鎮袁家村。天祖有四個孩子，分為
四支。一支去了費縣西北哨，兩支去了鄭城鎮
西嶺，還留在我們村的，是高祖袁友泉。
高祖有四個兒子，我曾祖是老四，叫袁鳳

玉。曾祖的三個哥哥，大爺知道老三叫袁鳳
仙，老大老二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曾祖有兩
子一女，老大即我祖父袁長河，老二是我大爺
的父親袁長福。曾祖的女兒嫁出去後，跟村裏

已罕有聯繫。
大爺的兒子在機械廠上班，曾通過同事等

渠道聯繫過白彥那邊的袁氏宗親，知道一些消
息。大哥剛四十幾歲，記得正清楚。大爺雖也
知道十個輩分，可不知道具體是哪些字，就讓
我直接問大哥。從大哥那裏得知，已知十輩的
輩分為「世上鳳友長，京善如振良」。也就是
說我這輩人按輩分應該是善字輩。而之前，村
中一直用的卻是「本」這個輩分。就像我大爺
家這位大哥，他就叫袁本學。我在各地的袁氏
宗親族譜中搜尋，沒有查到「世上鳳友長，京
善如振良」這樣連在一起的輩分，哪怕是諧音
的輩分，也未查到。但卻見到了熙這個輩分。
當時給我家老二取名熙順，完全是挑字來的，
卻不知道在袁氏族譜中有「熙」這個輩分。這
種過錯只能叩請被冒犯的長輩們予以原諒，原
諒族人中有個如我這般的無知者。
倘若我們已知的十輩輩分正確，我們村有

幾個與我尚未出五服的哥的名字，就大錯而特
錯了。他們中有四五個人取名袁如×，而
「如」這個輩分，該是他們兒女的輩分。
家譜最基本的一個功能，一個可能登不上

「大雅之堂」的功能，就是有了它，前人後代
的輩分，可以被十分清楚地獲知到。不至於等
到若干代之後，誰的輩分是啥都不知道，也無
從查起了。那個時候，後世子孫，找誰問去？
難題，愈是拖久了，就會愈難！
我問父親，父親說：「聽老輩人講，我們

村的袁姓是從喜鵲窩搬來的。」我問大爺，大
爺說：「是從白彥鎮搬來的，可能是袁家莊，
也可能是袁家峪，後來不知道改成啥名了。」
聽我說起「喜鵲窩」這個地方，大爺答覆我他
不知道，解釋說可能白彥鎮那邊的袁姓是從喜
鵲窩搬來的吧！有沒有「喜鵲窩」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哪裏，是不是從喜鵲窩搬來的，已
無從調查！父親說的老輩人，都不在世了！
村中的袁姓，高祖之後，分成四支。我們

現在的長輩、同輩、晚輩，都是這四大支的後
人。搬去外地的，留在村中的，到了我的下一
輩，大多數已不在同一處生活了。家譜，得趕
緊續了。找尋的第一站，白彥鎮，那個長輩口
中常常提及的村落。

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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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才是真正的新年！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