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畫像《勝利者》

上學的重要
新冠肺炎之後又
流感，很多學校停
課。小孩上學後，

也病了，但服中藥兩天內就好了，
真的覺得如今的措施有點太過。
自從上了面授課之後（學校還
是混雜模式，有時上實體課，有
時上網課），家長都覺得孩子進
步了，我們孩子正值初小就更加
明顯，說話能力回復進步，社交
上亦有新刺激，不用談學業，只
談心情，也進步不少。
孩子情緒十分影響發展，經歷
了一年半，不少孩子都有情緒問
題、社交障礙，獨生子女尤甚，
學校的群體功能真的不易取代。
孩子回校三星期，心情開朗，
回來開始談起同學怎樣，最可惜
就是還不能離開班房去操場玩，
也不能在校和朋友分享食物。我
們從前以為的「日常」，現在的

孩子都習慣感受不到了。但始終
有得真人見老師和同學，仍是開
心的。學習也有規律了，我最緊
張的自理能力也保持到，之前在
家懶懶散散不執拾功課和書本的
陋習，現在回復上堂日子，孩子
對自己的書包間隔和整理，又有
了責任心。
這一代，就算沒有新冠肺炎，

以後難保有什麼上呼吸道集體
爆發，都要進行停課或遙距上
課。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和
我們的將會有極大的分別。有些
家長因為學校未全面復課，已開
始聯署希望可以全面復課，但可
惜我們可能也沒得選擇了。聽說
私校因為有多點資源及收了學
費，大多老師接種疫苗，所以都
全面復課。我們這類的津小，還
要看學校政策，人人有書讀的日
子不再了。

要狀描米開朗琪
羅是不容易的，羅
曼．羅蘭花了不少
筆墨在他多重性格

上，給人的印象是紛繁的。
論者說，米開朗琪羅創作的
白石雕──《勝利者》這座線條
優美的石像，也許可視作他的自
畫像。
這座放置在翡冷翠的國家美
術館中的雕塑，擁有美麗軀體
的裸露青年，低額上覆蓋着鬈
曲的髮飾，昂然地站立着，
「他的膝蓋踞曲在一個鬍髭滿面
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頭伸
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勝利者
並不注視他。即在他的拳頭將要
擊下去的一剎那，他停住了，滿
是沉鬱之感的嘴巴和猶豫的目光
轉向別處去了。手臂折轉去向着
肩頭：身子往後仰着；他不再要
勝利，勝利使他厭惡。他已征服
了，但亦被征服了。」（羅曼．
羅蘭，下同）
這恍如一個折了翼的勝利之
神，是充滿惶惑之像的英雄。迷
死不少女觀眾！
米氏的好友達涅爾稱，「它即
是米開朗琪羅自己，是他全部生
涯的象徵。」
可以說，米開朗琪羅出生於一
個狂亂的年代，在他的性格上打
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他藝術生
涯也充滿着狂野和力量的爆發。
他為自己高貴的血統而驕傲，
他精神上絕對是貴族的。他表
示︰「修煉藝術的，當是貴族而
非平民。」所以他對藝術創作也
是力求精益求精。他的藝術取
向，與他的出身和童年的經歷也
有關。
1947年3月6日，他出身於翡

冷翠一個荒蕪的地方──卡普雪
塞。在這個荒漠一般的鄉土上

空，套他的話說，瀰漫着「飄逸
的空氣」。
他喜歡說，他的天才便是故鄉

的「飄逸空氣」所賜。
米開朗琪羅的父親是地方法

官，脾氣是「暴烈的、煩躁的
人」。母親在他6歲時已逝世。
他自幼被送到一個石匠的家寄

養。石匠的妻子是他的乳母。他
稱，他做雕塑家的志願，是因為
這位石匠的乳母。
後來他家人安排入學校。他喜

歡上畫素描，父親及親戚都認為
他不務正業，念繪畫沒有出路，
經常被父親虐打──認為選擇藝
術的這個職業，有辱家聲。
由此，「他自幼便認識了人生
的殘暴與精神的孤獨。」
父親及親戚的壓力愈大，他反

抗得更激烈，他的固執戰勝了父
親的固執。

（讀《巨人三傳．米開朗琪羅》札記，之二）

5月份，為人子女者都為母親安
排各種活動節目以示慶祝母親節，
但個多月前的一宗虐殺5歲女童滅
絕人性的倫常悲劇，聞者流淚，令

不少母親們都表示揪着心痛︰「世上怎會有如
此泯滅血性的生父繼母，幼兒何辜！？」
雖然常言道︰「人心難測！」然而香港現在
的社會風氣真的是愈走愈歪，特別是自稱年輕
一代的，有些人既無良知更沒血性，還言行囂
張展現出「我是一隻禽獸」的模樣；有孝義子
女繞膝、兒孫滿堂的演藝前輩，認為自己在此
生路上是十分幸運的一個，重要是因為有愛，曾
有父母的關愛、朋友的友愛、愛人的疼愛，而今
後的人生路上晴雨也有下一代的陪伴︰「叫老人
家為『老嘢、耆英』都是一種稱呼，很多老人家
也不會介意，不過若有人以輕佻且不屑的態度，
那就是沒禮貌、沒修養，兼且極不尊重人的貶義
之詞，誰不會老？除非是上天許你『人間見白
頭』啦！所以，不要向被魔鬼附身的人『討親
情』，事關這些禽獸不如的一群，都是冷血殘酷
的德行，既看不慣人家好，只盼着人家出事，然
後就自個『樂呵呵』的，圖個什麼？他們自己也
不知道。」
前輩更大罵那些不孝不義連父母亦訛騙，不

管父母生死將他們拋棄而自己遠走高飛的喪心
病狂之徒，根本沒分毫資格談什麼「崇高理
想」，故此為人父母者，一定要「睇緊」自己
的「窩」，這句話並不是危言聳聽。有人痛心
疾首地表示曾親見一對母子在「嘈交」，兒子
指罵母親︰「你同老竇自己為咗Happy之嘛，未
經我同意就生咗我出嚟，家怨我吖！」
不是說「兒孫自有兒孫福」嗎？老人家在百年
後仍有錢財的，應考慮捐作慈善用途，幫助有需
要的人，至於兒孫嘛！？是「福」還是「仆」？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有答案。

別跟魔鬼說親情
拉薩到了，我拿着爸媽的照片

踏足拉薩，請路人拍下我們
「三人」在拉薩機場的照片，象
徵爸爸媽媽已來到他們夢想中要

去的地方；爸媽來到了拉薩，我的心登時寬敞
了，心裏樂得開了花……
想到爸爸媽媽一定迫不及待要知道拉薩景況，

我在拉薩四處遊走，感受拉薩風情。
漫步拉薩街頭，頓覺心曠神怡，我想像不
到，拉薩的天空藍不是蔚藍，而是近孔雀羽毛
的鮮藍，鮮藍的天上飄着雪白的雲朵，這個拉薩
特景讓我畢生難忘。拉薩在青藏高原，海拔
3,600多米，大氣層薄，透明度好，陽光特別燦
爛明亮，這個世界上最多日照時間的城市——
「日光城」——果然名不虛傳 。「爸爸媽媽，
這就是您告訴我的『世界屋脊』啦，您倆一定會
喜歡這個讓您滿載陽光、充滿希望的拉薩！」
漫步拉薩街頭，驚覺拉薩街頭是個時裝舞台，
這裏有着世界最棒的模特兒——藏民，表演的時
裝——藏服匠心獨運，絢麗奪目。藏族女孩子
的頭飾最讓人心醉，她們習慣把頭髮分梳成無
數根小辮，把瑪瑙、珊瑚、琥珀等五彩寶石穿串
固定在髮辮中，走起路來，搖曳多姿；她們的藏
袍與圍裙，全塗上了鮮艷的彩藍、紅、綠、黃、
白等西藏五彩；加上藏族女孩子健康的紫紅膚
色，壯實的體格，臉上的樸實，點點的害羞，實
在引人入勝。有好幾次，我情不自已跟隨在藏族
女孩子的身後，偷偷拍下她們美
麗的身影。「爸爸媽媽，您倆會
說我是個傻孩子嗎？」
漫步拉薩街頭，街道明亮寧

靜，藏民們說話輕聲細語，溫
文爾雅。中老年藏民大多只會說
藏語，年輕藏民會說一點漢
語。這天我到大昭寺旁的八角街

閒逛，街上有一個藏族婆孫三代人看守的首飾攤
子，我走近了，3人興高采烈迎接我。婆婆和媽
媽只懂說藏語，她們以羞澀的笑容和手勢與我
溝通，孫女20歲左右，笑容甜美如蜜。她們小
攤的貨品物美價廉，我的「戰利品」大豐收：6
對耳環、2個掛飾、2條項鏈，我們談得樂不可
支。我要走了，女孩子從口袋掏出一個小掛飾，
珍而重之放在我手心，「給您做個紀念，歡迎您
再來拉薩！」看到婆孫3人滿足開朗的面容，我
感動不已，「爸爸媽媽，相信您倆一定會為她們
的愜意生活而高興，對嗎？」
漫步拉薩街頭，您定會看到一種藏傳佛教信徒
為實現信仰而進行的，最虔誠的祈禱儀式——磕
長頭。磕長頭以五體投地匍匐（爬行），雙手前
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劃地為號，起身後前行
到記號處再匍匐，如此周而復始。信徒們經年累
月，風餐露宿，手戴護具，膝着護膝，塵灰覆
面，三步一磕，從千里之外的不同藏區磕頭至拉
薩朝聖。他們臉上沒有痛楚，沒有喜悅，只有平
和。「他們的手腳都很髒，但他們的心靈卻乾淨
得像拉薩的天空，一塵不染。」看着他們額頭上
因磕頭而長出的厚厚黑繭，看着他們堅定的磕頭
背影，我在拉薩街頭默默感受着信仰的力量，感
受着藏民們純樸善良的心靈。「爸爸媽媽，看到
藏民把他們最神聖的宗教祈禱儀式，傳統的風俗
習慣保存至今，您倆可以寬心釋懷了！」
「親愛的爸爸媽媽，您的女兒因着圓您倆的

夢來到西藏拉薩。拉薩街
頭那萬里鮮藍的天空，世界
頂尖的時裝表演，藏民婆
孫三代人的和諧生活，藏
民們傳統的宗教和風俗習
慣，點點滴滴，將銘刻在我
們『三人』的心坎上，成為
我們人生完美的回憶……」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篇之拉薩風情

很久沒有進戲院
看電影，最近算是
較為頻密。先看了

一部其實很不想看的，被推崇為
超級正片，一個又乾又瘦的女人
由頭在篷車中的生活演到尾，我
看到最後十分鐘，我座位頂上的
喇叭啪啪響不停，真怕它會爆
炸，戲院職員可能怕影響觀眾看
戲，喇叭響了7、8分鐘，影院才
停止放片，我是如獲「特赦」，
開心地拉着請我看戲的朋友仔離
開，可想而知我對此片的感覺！
最近，又有機會入戲院，因為
張藝謀很久沒為電影觀眾拍片，
我們都想看，所以一定要去看他
的《懸崖之上》，想看這部戲不
單是因為張藝謀，而是那批出色
的演員︰張譯、于和偉、秦海
璐、朱亞文、李乃文、倪大紅，
還有雷佳音，至於張導的新人劉
浩存反而沒那麼大
吸引，待她假以時
日，再慢慢欣賞！
看此戲也幾經
波折，原本選到尖
沙咀 K11 的，誰
知道那裏沒有得
看 ， 又 要 跑 去
iSQUARE，又是
時間不吻合，必須
改觀片時間，搞了
一輪才算落實！

看好戲辛苦些沒問題！
電影開場，銀幕上白雪紛飛，

雪深過膝，我們異口同聲說：
「林海雪原」！
演員在這樣的地方拍戲，滋味

如何可想而知！
大銀幕上看到一場場冰天雪地

的場口，演員抵受寒冷之極，雪
花落在面上的冰冷，鬥智鬥勇！
中國間諜片不多，這對張藝謀而
言亦是很新的嘗試，電影中每個
演員都有他們表演的場口，沒有
單一的英雄人物，看上去演員都
有所發揮。位位好戲，看得觀眾
非常過癮！
不過個人仍然喜歡于和偉，他

是深入敵方的共產黨員，那一副
淡定、胸有成竹的樣子，儘管作
為觀眾的有所懷疑、有所疑問，
但都被他的演技安下了心，實在
不簡單！

雪原鬥智

13是個平淡無奇的數字，像沙灘
上橫陳着的水波紋，細細長長，彎
彎扭扭，一道一道，間隔均勻，等

一長排浪花沖過來，新劃出來的一道，紋路清晰，
靠近水面的那一道，已無蹤跡可尋。在年輪或者說
年齡面前，13也是普通平凡的存在，沒有標識感。
在我的家鄉，男孩子12歲了，會有一次隆重的

完燈儀式。從嫁出去的女兒生孩子那一年算起，
娘家的父兄，每年正月十五前，都要送一對燈籠
給新生的外甥。外甥打燈籠照舅（照舊）這個歇
後語，可能就出自這個典故。等這個孩子12歲那
年正月，家裏一定要正經八百，擺一桌酒席宴請
舅舅，以示送燈的禮節，至此完結。倘若孩子滿
月時，還結過一門乾親，完燈宴這天，乾爹乾媽
也要帶着禮品隆重登門，為孩子開鎖。當初結乾
親的時候，乾爹乾媽曾親手把一根墜着長命百歲
銀鎖的棉製韁繩，套在孩子的脖子上。12歲了，
第一個本命年，也該開鎖鬆韁，任其馳騁。12歲
了，以後要走的路，亦無須再持燈驅黑，該是放
膽獨自去闖了。
發源自黃河流域的古老習俗，是人情世故裏的

攙扶提攜，自有一種鄭重其事的囑託。

13年前，因為工作，我認識了一個11歲的小男
孩。用「認識」表述不夠準確，我沒有見過他，
只在他媽媽的手機上看到過一張照片，圓圓臉，
一頭短髮，憨憨笑着。在之後的十幾天裏，採訪
間隙，只要有一點空，我就抓起電話，往各個有
可能收留他的機構撥打，希望能找到一點線索。
在一遍一遍描述他長相特點和身份信息時，我

曾抑制不住地想，這個讓我牽腸掛肚的男孩，明
年如果舉辦完燈宴，即便請假，我也要來參加。
我給那些機構留下我的電話，希望能得到一點

反饋的音訊。等了一整年，一星半點有用的消息
也沒有。什麼忙也沒幫上，硬着頭皮，我又去見
了男孩的媽媽。她的樣子倒是沒有大的變化，在
臨時搭建的板房裏，很是熱情地張羅我喝茶吃
飯，不住口地感謝我記掛着她和她的兒子。
我發覺她的眼睛已經不太好了，不到40歲的
人，眼睛上總像是籠着一層淡藍色的薄霧。她拿
了一本練習冊子指給我看，印製粗糙的封面上，
站着一群小學生，個個白襯衣紅領巾。她說前排
中間那個小學生，很像她的兒子，看我有沒有辦
法，聯絡到練習冊子的生產廠家去問問，照片裏
的孩子都在哪裏上學，有沒有可能找到。

這一次，我陷入了沉默，沒有說好，也沒有說
聯絡不到。她也有些手足無措，只好訕訕地笑
着。氣氛開始尷尬，定了定神，我徑自走出了板
房區。大路旁邊，還是那條唯一沒有改變過的大
河，像上一年看到過的那樣，水流聲很大。
我一個人在河邊，呆了很久。
又過了9年，我出差路過那條河。河邊的板房區
早已拆除乾淨，新的居民生活區，樓宇整齊，道路
光潔，重新栽種的綠化樹，亭亭如蓋。這一次，我
連走去河邊站一站看一看的勇氣，都沒有了。我也
不敢再去打攪她，可能正在恢復平靜的生活。
見與不見，都沒有那麼重要了，只要是我們都

還記得，他們一定就都還在。
昨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話︰汶川地震過去

13年了，我還是很想很想很想，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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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世界上什麼事最令地球人揪
心和關心，確信只有新冠疫情擔得起
這「最」了。每天睜眼拿智能手機開
刷，免不了要刷一刷全球疫情的報
道，希望看見好消息，希望早日回到
從前的生活。不能不關心疫情的進
展，這關係到地球村每一個人的日

常。且不說超級人口大國印度正處於疫情崩
潰的煎熬當中，也懶得去評判美國政府防疫
做法如何讓地球人失望之極。疫情的話題眾
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一樣卻獲得一致的認
可，那就是打疫苗。
疫苗是什麼，相信許多人對它既熟悉又陌

生。當代國人從出生到成年，至少要打八種
疫苗，學前兒童每人都有一個專門打疫苗的
小本子。這些要打的疫苗例如︰卡介苗、乙
肝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質
炎疫苗、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麻腮風疫
苗和甲型肝炎疫苗等等。疫苗進入我們的身
體如此熟悉，親切。疫苗又陌生在哪兒？疫
苗用什麼材料製造的，它進入身體以後怎麼
工作，怎麼就可以讓人體殺毒治病了呢！
我們常說古代科技不發達，細菌病毒這樣

的病原體還沒被發現，不過細菌病毒一直在
線，瘟疫流行也不選朝代，只在乎有機可
乘。清代《清稗類鈔》記述了民間郎中治療
天花的秘術。人體染上天花只能聽天由命，天
花可是烈性傳染病，死亡率極高，不知道如何
治病，沒有特效藥。民間郎中將病患身體的
「痘痂」烤熟研末，從鼻孔將這種粉末吹進
鼻腔以達到預防功效，遏制被傳染。那時的
郎中並不知道病毒滅活的技術，也不知道抗體
的事情。他們所用的辦法叫「以毒攻毒」，這
正是現代科學核心理論——唯物辯證法。曾經
被目為煉丹術鼻祖的晉朝方術家葛洪，在他
的讀書筆記中寫下治療狂犬病的方子，即用
病狗的腦髓塗抹被咬傷者的傷口，葛老師清
楚狂犬病的病根在於大腦，但葛老師的年代
是不可能清楚狂犬病毒嗜好侵害神經細胞

的，最後攻陷宿主大腦神經，宿主死亡。葛
老師所用的辦法仍然是「以毒攻毒」。這些
應該可視作原始疫苗吧。1976年對付天花病毒
而推出的牛痘疫苗，那是人類歷史上首支正式
疫苗。但它是活體疫苗，有很大毒副作用。
既然活體疫苗毒副作用大，那麼滅活減毒之
後豈不是大功告成了。這一步看起來容易，實
際操作還真難。因為不但要把病毒分離出
來，還要培育，製作疫苗更需要大量培育。
幸虧微生物學的發展，法國科學家巴斯德、
德國科學家郭霍創立了細菌分離培育技術，科
研人員整合物理、化學及生物學幾個學科的技
術，獲得減毒菌苗，十九世紀末成功研發出
滅活疫苗，廣泛應用於疾病的預防和治療。
可見，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經過了一個世

紀，人類在滅活減毒疫苗的研發上經驗豐富，
技藝日益成熟。至此疫苗的來龍去脈理應明白
了，我們現在使用的疫苗都是滅活減毒疫苗，
通過注射進身體，促使身體因此產生抗體，中
和病毒，達到治病防病的效果。經過大量臨床
實踐的檢驗和積累，疫苗的安全性毋庸置疑。
新冠病毒世界大流行已有一年多，人們一直

盼望疫苗的成功研發，投放市場造福人類。我
們國家對新冠疫苗的研發速度是最快的，傳統
滅活減毒疫苗，核酸腺體和DNA新技術幾種
疫苗研發同步進行，為國人的健康築下一道牢
固防線。研究人員眼中新冠病毒非常狡猾和詭
異，它的致病機制還沒能短時間內理清。其
高傳染性易傳染性，地球人得病後症狀呈現的
多樣性兇險性，確實讓人心生恐懼。在人類歷
史上，哪一次瘟疫的發生不是可怕兇險的，恐
怕沒有一次比新冠病毒仁慈吧。人類自從掌握
了疫苗技術，最後戰勝瘟疫的法寶就是疫苗。
咱們國家對推廣疫苗接種的安排真是太貼

心了，首先全民免費接種，其次在於接種的
方便快捷。以深圳為例，以我個人打新冠疫
苗的經歷。我打第一針是在4月底，用智能手
機關注「粵省事」公眾號，在上面找最方便
自己的社康中心，依照指引填報個人信息預

約打疫苗。到了預約時間和地點，向工作人
員出示身份證核對信息，回答健康問題，針
打在左手手臂，護士在針口貼了一小塊花瓣
形的膠布，前後用了大約15分鐘。護士叮囑
留待觀察30分鐘，沒有不適即可離開。打第
一針疫苗後當天略感疲憊，第二天恢復正
常。有一位朋友在打第一針疫苗後疲憊感持
續了3天。有的人一點感覺都沒有，對於疫苗
的正常反應因人而異。
疫苗第二針的接種，專家指導意見為5到8

周之內。給接種第一針的社康中心打電話問
詢，回覆可以隨時接種，不過我聽說接種的
是科興疫苗，即取消計劃。我接種的第一針
是北京生物。我希望第一針和第二針是同一
家疫苗。等這家社康中心有了北京生物疫
苗，我再接種第二針。沒想到假期到購物中
心逛街，就把第二針疫苗給接種了。在電梯
間聽見一對情侶在說，咱們先去大堂把疫苗
打了再逛街。我心念一動即到大堂接種點問
詢，這裏剛好接種的就是北京生物疫苗。我
拿出智能手機掃碼關注「深圳衞健委」，在
上面填資料獲得條形碼，接着到醫護人員那
兒掃條形碼。醫生問詢有沒有高血壓、糖尿
病、心臟病，有沒有喝酒，昨晚休息得好不
好，打第一針有沒有不良反應等。確定我沒
有以上問題，護士給我接種第二針疫苗。這
一過程大約十幾分鐘。第二針疫苗接種後沒
什麼感覺。為了讓身體產生足夠抗體，疫苗
務必依照專家指引接種兩針。
我想起4月初開車經過羅湖東門老街，看見
地鐵站出口設了疫苗接種點，現場整潔有序
安靜，乘坐地鐵就可以把疫苗給接種了，而
旁邊有座玻璃小房，外牆貼着斗大的黑體
字，上書「長者疫苗接種點」，真是考慮周
全人性化。就像逛逛街順便把疫苗給接種
了，如此貼心的安排，給深圳市衞健委100個
點讚都嫌少。國家對疫情防控的後半場做到
了極致，為地球人樹立了典範，開始奏響人
類戰勝新冠疫情的福音了。

如此貼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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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米開朗琪羅的自畫像
白石雕︰《勝利者》。

網上圖片

●于和偉的表現愈來愈出色！ 作者供圖

●圖片是2018年
汶川地震10周年
時，拍攝於震中映
秀的汶川地震紀念
遺址。 作者供圖

●拉薩街頭一隅！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