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奧運感想

豬新聞
新聞刻刻有，今日講講
豬。開講之前，先複習一
下功課：第一個知識點，

2018年時，中國曾遭遇大規模非洲豬
瘟，致使當年豬肉價格飆升近50%，國
家不得不大規模從國外進口豬肉，以保
障國人的吃肉安全。第二個知識點，有
統計稱，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生豬養殖
和消費國。中國人平均每年要吃掉7億
頭豬，豬肉佔中國人肉食結構比例超過
60%。結論，豬肉對中國人格外重要，
生死攸關的那種。
於是便有了延續至今的後續新聞。
先是彭博社最近報道，他們在中國南
方某地看到了令人驚歎的一幕：一座13
層的公寓式綜合大樓裏，總共生活着上
萬頭豬。這些「中國豬」不僅享受着大
樓裏非常完善的現代化設施，而且有獸
醫等專業人員精心護理及提供非常完備
的安保監控。外部人員想進去參觀是件
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要最高限度地防
止病毒流入。或者更簡單地說，這裏早
已不是傳統印象中「滾泥巴」的豬圈，
而是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貴族豬旅館。
這不禁讓一些有幸見聞者很是驚歎，
例如美國一家相關專業公司的人士就
說，中國正在效仿歐洲和美國最先進的
做法，來彌合生物安全方面的差距。只
不過，中國用的時間格外短——僅在20
年內，就完成了國外大概花了上百年才
做到的事。
還不都是逼出來的。換作是你每年要
吃7億頭豬，也一定是會絞盡腦汁、馬
不停蹄地構建豬肉安全屏障。事實證
明，這種謹慎和高速是完全必要的。放
下2018年的往事不提，只說現在——中
國農業農村部7月份的最新警訊稱，
2021年內地已收報了11起非洲豬瘟疫

情，已有2,000多頭生豬被撲殺。嚴峻
又緊迫的形勢再一次逼近國人，進一步
發展不依賴其它養豬場提供母豬、飼料
和勞動力（有可能引入病原體）的大型
綜合垂直養豬場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
方法之一。也因此，如前文中一樣的豬
旅館不僅出現在南方，其實已經遍布大
江南北。
另一個涉豬新聞同樣有着非洲豬瘟的

近因背景，但同時更肩負着環保、健
康、不殺生等長遠因素，那就是已經火
了有一段時間的人造肉。最新的外媒報
道稱，某上海實驗室研製出了「人造豬
肉餃子」。此前，在美國兩家龍頭人造
肉公司的大力推動下，以植物性蛋白為
原料的人造肉正在走向主流市場。包括
李嘉誠、比爾蓋茨等大佬都積極參與投
資；肯德基、漢堡王、星巴克等大型連
鎖快餐店也都宣布推出人造肉食品；而
兩大龍頭公司也都宣布了中國計劃。
雖然以現時來看，人造肉在造價、口

感等方面還不具優勢，但趨勢和大方向
已然清晰。就在年初，龍頭企業之一的
Impossible Foods宣布旗下人造肉漢堡排
降價20%。分析師預估，植物肉的零售
價格將在兩三年內降至與真肉同等水
平。至於另一個難題：口感和味道，科
研人員也在不斷尋求進步，而前面說的
做出了人造豬肉餃子的上海公司正是主
責研發為人造肉調味。而乍一聽平平無
奇的「豬肉餃子」卻是非常具有挑戰性
的一個食品，因為「豬肉的味道非常非
常細膩、也非常複雜」。
有美國頂尖諮詢公司預測，到2040年

時，人造肉將會成為市場上的主流。既
環保、健康、人道，又能保障豬肉安
全，實現「吃肉自由」，這事兒確實有
點不錯呢。

新冠肺炎的突襲叫全球
震動，讓我們重新認識這
個世界。人們忽然見證到
歐美發達國家竟然是如此

的脆弱，而中國人的鬥志和團結、中國
體制的優越卻將一場大災禍的傷害減到
最輕。中國過了關，不單止合格，還考
了個世界第一。
2020東京奧運因為疫情席捲全球而破
天荒延後一年，年輕健兒如全紅嬋該算
是幸運兒！如果東奧如期舉行，她未必
可以練到最佳狀態去參加這場最重要的
比賽。中國傳統強項如跳水、乒乓球人
才太多，相關的國際運動機構唯有限制
參賽人數，以「杜絕」中國健兒包辦
「三鼎甲」、橫掃金銀銅牌！於是中國
跳水項目只能有「雙保險」。太多的
「絕頂高手」在內部競爭，拿過世界冠
軍的張家齊只能參加10米高台雙人項
目，兩席個人參賽名額由全紅嬋和陳芋
汐取得。歐美列強看不過眼今屆中國運
動員的優異表現，據傳會考慮剔除乒
乓、跳水、舉重等國家隊強項，以防止
中國代表團再次在金牌榜總成績上挑戰
美國。「列強」全心全意打壓中國健
兒，不料今回走漏了眼，女子百米賽跑
項目就被牙買加壟斷了前3名。他們日
後還要限制賽跑的名額嗎？
2016年里約奧運見到中國女泳手傅園
慧得一面銅牌而有「成固欣然敗亦喜」
的風度，那時就想中國的「軟實力」已
經練出來了！這一代運動健兒都沒有前
輩經歷過的心理壓力。
近年互聯網、智能手提電話上的社交
媒體大行其道，我們見識到世界各國的
觀眾是那麼的刻薄，經常對運動員一時
失利發表冷酷無情的評論。香港還有人

說所有運動員都應該要能夠承受壓力云
云！這怎麼可能？由是想起金庸小說
《射鵰英雄傳》第18回寫主角郭靖回憶
他七師父「越女劍」韓小瑩的教導：
「看人挑擔不吃力，自己挑擔壓斷
脊。」或許這些「港孩」少不更事吧！
由是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男子跳高名
將朱建華，以及舉重的何英強、何灼強
兄弟。他們都曾經是世界冠軍和世界紀
錄保持者，都在最重要的奧運賽場上失
準而失落金牌。筆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
何灼強在決賽中試舉時非常粗重和急促
的呼吸，既不能戰勝自己心理包袱和無
形壓力，便功虧一簣了。
還記得跳水名將熊倪於1988年第一次

出賽奧運，遇上評判偏頗的評分而屈居
亞軍。在接受香港亞洲電視體育記者顧
紀筠訪問時，顯得十分失落，倒好像自
己沒能奪金是對不起了誰的。顧紀筠很
可能是熊倪在人生這個失利片段遇上的
「貴人」，她很溫柔地安慰眼前的小弟
弟。具體說了些什麼已忘記了，該是不
論金牌銀牌或什麼成績，我們香港同胞
都會全力支持所有國手之類吧。後來熊
倪轉戰3米跳板，共奪3面奧運金牌。
今回中國女排未能重複4年前的奇

跡，國人大都不會見怪，卻有無聊的網
民造謠攻擊主將朱婷，結果朱婷報警以
保護自己的權益。我們應當慶幸在內地
網絡和手機用戶都採用實名制，不會出
現香港仍未能根除的網絡欺凌。筆者很
期待香港盡快立法，防止「網中人」造
謠害人。
中國健兒、中國人民對於什麼金牌榜

的勝負並不特別在意，現在壓力和包袱
已落在對方，且看他們還會有些什麼拙
劣的手段。

資深傳媒人、專欄作家屈穎妍，今年書展聯同
雷鼎鳴、楊志剛、何漢權、潘麗瓊等出席宣傳新
書《支離破碎的世界》發布會活動。
戴上「勁揪」口罩撐警、拿着印有「中國人不

吃這一套」手機殼的屈穎妍，自謂不怕「黑暴」，如果她自己
生於抗日時期，都會是持刀殺敵的那種人。
《支離破碎的世界》是「中環一筆」叢書之一，作品紀實，伴

隨着《香港國安法》落地，香港「黑暴」沉匿，曾在暗夜籠罩
中，堅守崗位保護家園的警察事跡，依舊令人感動，那種種記
憶，豈易能忘卻？書中文章不少為警察抱不平，前線警察工作
勞累時還不停「忍辱受罵」，在「黑暴」衝擊的日子中，仇警、
辱警風暴掀起，不少警察身心俱疲，日夜堅守崗位的他們，血
肉之軀雖或擋得住襲擊，有儆惡懲奸之心，但精神上未必抵受
得咒罵，難免萌生退意，卻終因使命感而重新振奮、堅守信念。
當警察的初心忠誠勇毅，為保護香港市民，日夜堅守崗位，
一時要清場，一時既要保護老百姓，一時又要守護示威者，
惡環境甚至荒謬到警察「淪落到要保護犯法者」，面對長期的
情緒壓抑，走到極限，豈能不爆發？
常言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壞人法網不能逃。《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她稱社會狀況雖已有改善，但指社會仍很支離破
碎。論壇上她關注香港未來的發展，重視香港道德、法律的底
線，稱許堅守崗位、為民請命的警察，向讀者傳遞理性、良知
的聲音。她希望市民「記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我們做的是正
確的事，我們走的路是對的；犯法者都不害怕，我們為什麼要
害怕？」時窮節乃見，社會危難時要有勇氣挺身而出。她希望
市民理直氣壯地做一個中國人、愛國者。
屈穎妍以健筆勇敢為香港人發聲，憑着真摯之心，不唱高

調、不空喊口號，她客觀理性地寫下「修例風波」、「黑
暴」、「港獨」期間的見聞，撰文為警方「護航打氣」，支持
警方執法，並以專業、才能與膽識，傳遞愛港、愛國之情。
「黑暴」幕後操控者，曾把許多香港年輕人煽弄成仇恨

者；現今仍迷惘、仍受疫情衝擊的香港人，比以往更需要信
心與力量，讀《支離破碎的世界》，當中警世醒言，啓示我
們放下負能量，勿重蹈覆轍，重拾新朝氣，即使前路仍有險
阻，只要分清黑白，擇善固執，一起奮進努力，逆行而上，
定見陰霾散後的艷陽！

逆行路上警世醒言
「十四五」是我
國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實現第一個
百年奮鬥目標之

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5
年。這是非常重要的規劃，今年
初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文件起草
組，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任組長，
李克強和王滬寧、韓正等擔任副
組長。可見中央對此規劃並和
2035年遠景目標建議是有關我國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事關重
大。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以及
舉世皆為之矚目。香港特區是祖
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港人尤
為重視與考量此規劃，着力將香
港服務融入國家新發展格局，至
為重要。
8月下旬，中央派出國家「十四
五」規劃宣講團臨港，與香港中
國企業協會、香港貿易發展局以
及香港各工商金融界、科技界等
代表進行高峰論壇和充分交流。
其間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
權、中央駐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主任駱惠寧等分別致詞，鏗
鏘有力的講話，令港人體會到香
港在國家心目中是多麼的受重視
啊！黃柳權指出，目前香港面臨
內外環境複雜多變，縱使有諸多
擔憂，然而黃柳權重申中央政府
的3項基本政策不會變：中央政府
堅持改革開放不會變，香港在國
家改革開放中地位獨特、貢獻重

大，發揮的作用不可替代，在香
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會
變，中央支持香港保持自由港和
單獨關稅區地位、鞏固提升競爭
優勢、保護在港投資者合法權益
的政策不變，香港作為大灣區發
展的核心引擎，四大中心城市之
一，一定能夠在金融、科技創
新、服務業高端增值發展等多個
方面，與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實現優
勢互補，共同發展。中央介紹香港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時，再三強
調3個「不會變」，港人聽了如同
吃了定心丸，投資信心大增，果然
體現在疲弱不堪多時的香港股票
市場，刺激股市起死回生。
香港金融在國家各方面發展的確

發揮關鍵作用，香港一定要抓住
發展機遇，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所指出，香港得有「慢進也是退」
的勁頭。港人認為國家雙循環機
遇無限，內地新生代的需求可以助
香港轉型，香港工商界和科技界都
要搶佔先機，特別是金融科技創新
可以助力灣區建設。顯然，香港金
融科技地位因而提升，相信會吸引
更多投資者，或許連內地的老百姓
也會來香港買股票，因為不久之將
來，人民幣與港元雙報價出現在
香港股票市場上，或不是幻想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青年是祖

國的希望、我們的未來。期望國
家將給予更多惠及青年的政策，
香港青年更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好好領悟及擁抱「十四五」，攜手
同行落實「十四五」！

融入國家發展開創未來

本月22日一輛的士在大
埔廣福道失控撞向路中安
全島，釀成二死八傷慘

劇，傷者當中一人是孕婦和一名4歲小
童，行文之時母親離開了緊急病房，但
小童傷勢仍嚴重，盼望他早日康復。
意外過程被附近汽車和商舖的攝錄機
拍下，有交給新聞節目播放，目睹這飛
來橫禍大家都震驚悲痛。從鏡頭中所見
車底流出大片鮮血，由於有傷者被捲入
車底，繁忙的大街上有人提出抬高的士
救人，即時一呼百應，只見一群人也看
不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聚集起來圍着汽
車，合力把車托高救
出受困輪下之人。被
救出或倒卧路上待救
的人在烈日下曝曬與
死神搏鬥，路人都自
發為他們打傘。從畫
面所見，路旁電訊小
檔即時借出了它的大
藍傘子。
其後在社交媒體上

見有人把合力抬起的士畫面繪畫成畫，
取名「你們都是英雄」並加上一顆紅
心，畫家實在有心，可見他深深被患難
見真情的情景所感動，才會下筆表揚，
讓我印象十分深刻，不禁也想分享這
畫，希望畫家不會介意。
早前香港社會經歷了黑暴、社會分

化、政治掛帥的一段不短的恐怖日子，
我們只見街頭暴戾充斥，無仇無怨的陌
生人，只因意見不同又或被懷疑政見相
異，就被打得頭破血流置諸死地。不止
街上，連家中、辦公室也分藍、黃，拚
個你死我活，沒了親情、友情，大家都

活在人心惶惶的恐懼
中。
這同懷惻隱之心、同

心合力的場景，實在久
違了！這才是我們的香
港社會，這才是有血有
肉有人性的香港人，我
們向來不就是這樣的人
嗎？希望香港人從此回
復本性！

合力救急重現香港人本性

羅蘭巴特在意瞬間的感受，
願意把它們都記錄下來。他的
《戀人絮語》如此，《S/Z》

也如此。在這些零星的感悟裏，一個對象被
一次次還原，再被收集到一起成為一個面面
俱到的整體。這相當於是同時承認了兩個對
象：一樣是作為自我循環的個體，那就是寫
作者。另一個是獨立的對象，好比愛情。愛
情當然首先是屬於愛情自己的，它有它的眾
生相。而當羅蘭巴特書寫這個主題之後，這
被感悟出來的愛情，就是羅蘭巴特的愛情。
也就是說，羅蘭巴特承認了一切。他承認

自己，也承認對象。最徹底的承認，在於他
甚至承認自己作為非自我的存在。他的寫
作，不是有意識地展示自我，而是在自我抒
發的感慨當中去發現自我。這種對自我的關
注因為並非只着眼於那些利己行為，它便是
完整而自然的。所以這種自我展現是無私的
展現。當我們經常擔心過度的自我關注終會
滑向自私的時候，羅蘭巴特給出了一種自我
承認的方式，打消了我們的疑慮。
在這樣尋找自我本真的前提下，羅蘭巴特

提出了一種理想的生存模式。這個模式相當
的出人意料。因為，在羅蘭巴特的心目當
中，最完美的生存模式，居然不是世俗生
活，而是清修場所。甚至於居士般的獨自清
修也不行。
羅蘭巴特提倡出家。去修道院或寺廟。在

那裏，個體進退有度。他既可以在明確的規
定時間來到一起，和師兄弟們晨昏定省，又
可以在其他時間自己呆着。獨處的時候，他
會有獨處的樂趣。不想獨處，便可走出去，
去會見任何一個人。那些人因為也一無所
有，一定會慷慨地迎接他。與他討論，閒
談。在那些聚眾修道的時刻，群體的歸屬感
尤其強烈。那些蠟燭、統一的服裝、一套誦
經的流程。那些方丈、監寺等等一干人等，
無時無刻都在提醒着修行者身處集體當中。
在羅蘭巴特看來，這簡直妙極了。通過剝

奪一切而獲得一切，在群體又不在群體。羅
蘭巴特的自我表達和自我承認，就在這種自
由當中滋生。他為此還寫過一部叫做《如何
共同生活》的法蘭西學院講義，專門分析希
臘的一個身處絕頂的修道院，展示他們的作

息表，描述他們擁有財物的數量。
這樣的羅蘭巴特真可愛。他雖然不生活在東

方，卻十分富於禪意，要在自己的人生當中承
認一種空。這些空白處，他要留給那些未及
發現的對象，再經由這些對象發現自我。所
以，他的研究範圍堪稱廣泛。除了前面提到
的文學和愛情，他還研究時尚（《流行體
系》），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神話學》）。
這一切都要以「空」為前提。甚至於，他的空
還讓他捨棄性別。因之，在晚年，他談論
《中性》。中性嘛，可不屬於任何人。尤其
是，有了這種空，他就可以寬容平等地接受一
切，那是讓自我永遠豐富的境界。在他最後一
本書《明室》當中，他說，一張照片，看似屬
於被拍攝者，其實不然。它也屬於攝影師，那
一個個被引導出來的姿勢和神情，還有場景，
無一不是攝影師的。及至照片傳到觀眾手裏，
他又會以自己的經歷來臆造故事。所以，一張
照片，是各種力量的交織，每股力量都是完整
的，只是因為它們混合在一起，我們才無法分
辨。所以要分析。以一種虛懷若谷的情感對待
它們。而這種謙遜，正是這個時代最缺乏的。

羅蘭巴特式寫作（二）

風知道村莊的秘密
風知道整個村莊的秘密。
風從遠方跑了過來，沒有人知道
風趕了多久的路才到達自己的村
莊，然而風知道草的秘密、樹的秘
密、河流與山坡的秘密、莊稼和大
地的秘密；還有誰的秘密能夠在風
面前守口如瓶呢？
風是村莊的常客，即使在沉沉的

夜色中，她也會來村莊轉悠。仔細聽，
可以聽到風行走村莊時發出的聲音，風
掠過水面的聲音，風撫摸牆體的聲音，
風搖撼枝杈的聲音。一隻土狗害怕風寂
寞，慢悠悠地溜達到巷口，不必擔心，
狗有夜視眼，牠不會被風絆倒。
沒有風到不了的地方，長腿的風能到達

我到不了的地方，房坡上、樹梢上到處
都有風的足跡。柳樹在風中搖動了柔柔
的身姿，我幼小的心靈固執地認為是樹身
的擺動送來了風。米沃什曾說過：「小時
候，我主要是世界的發現者，不是作為苦
難的世界，而是作為美的世界。」
風拉彎了草和莊稼的腰身，颯颯的風聲

輪番登場，互相追逐。君子之於風，小人
之於草，風聲裏有俯身、有遠遁，草在風
吹中低眉俯首；風聲裏也有泰然自若、氣
定神閒，樹在疾風勁吹中屹立不倒。
風一頭紮進了密匝匝的蘆葦蕩，驚起了

一群葦鳥，葦鳥扇動翅膀在空中徘徊了一
陣兒，落在了近水岸的樹梢，小眼睛警覺
地瞄向了四周，喳喳喳的叫聲便傳了過
來。樹擋日頭牆擋風，在鄉村只有牆能絆
住風的長腿。風從村莊的外面颳來，一
堵土牆絆住了風的腿，風打了個趔趄，踉
踉蹌蹌沒有站穩，於是便貼着地面從巷子
裏穿過。
風中的門一開一合，門敞開的剎那，風

呼嘯着灌進了院子裏，正在院子裏覓食的
雞受到了驚嚇，咕咕嘎、咕咕嘎一通亂

叫，匆忙躲進了雞窩。
風是節氣的信使，人們最先是從吹面的

風感受到節氣變換的。吹面不寒楊柳風，
驚蟄剛過，田野裏的野菜便掀開泥土鑽出
了地面，用不了多久，暖風就會吹開一樹
樹的桃花、杏花、梨花。
夏天的風總是追着雲的步伐跑，一會兒

工夫，豆大的雨滴便從天空砸了下來，砸
到人臉上涼颼颼的，砸到地面上，水和地
上的塵土一起濺到腳和鞋子上，空氣裏瀰
漫着濃鬱的土腥氣。節氣真是奇妙，自然
界的物象，緊跟節氣，僅僅一日之隔就有
了明顯的變化。秋分日一到，颳在田野上
空的風就多了一種殺伐之氣。不幾日工
夫，黃色便成鄉村大地的主色調，金黃、
枯黃、焦黃，一陣陣秋風掠過，樹葉紛紛
落下，落木千山天遠大，沒有綠葉遮蔽的
鄉村顯出了少有的疏朗闊遠。
入冬之後，風以另一種姿態行走村莊。

西北風剛勁迅猛，隔着厚厚的衣服滲進人
的肌膚。西北風連續颳了兩天，大自然的
精靈就會造訪人間，陰沉沉的天空開始飄
雪，一開始慢悠悠的，一片兩片，繼而愈
下愈大，飄飄揚揚，一會兒就給樹木、村
莊、大地穿上了銀裝。風從村莊吹過，大
自然發出了不同的聲音，讓我們感受到季
節的變化。所有季節的風都能讓人產生聯
想，這些聯想可以讓人超越自身的局限，
感受到精神的慰藉。我們不得不感佩古人
的智慧，古人敬畏自然，故而對天地節令
變化的觀察也是細緻入微。
我始終相信，有些記憶被風吹走，也有
些記憶在風中聚攏。來路和去處構築了一
個人記憶的線性延伸。時間在推移中藏着
一個又一個過往，而過往裏又裝着豐富的
歷史，這些雜糅着過往細節的歷史，有時
候會突然湧現，讓人難以忘懷。
村莊要放電影的消息在風中傳播，一會

兒就傳遍了大街小巷。晚飯後我撂下飯碗
就跑到了熒幕前，無奈我還是來晚了，熒
幕前的好位置早讓二蛋、胖孩兒、阿剛、
牛娃他們佔住了，我在熒幕前轉悠了一
圈，發現了一個農用四輪車的車斗就停在
熒幕前方的路邊上，我爬了上去，車斗裏
還有幾捆未卸下的玉米秸稈，既可以坐
也可以躺，這個位置雖然距離熒幕的方
位稍微有些斜，仍然算是一個看電影的好
地方。
半夜我聽見了祖母一聲聲呼喚我的乳

名，一骨碌爬了起來，揉了揉惺忪的睡
眼。曲終人不見，燈火下樓台，哪裏還有
人，幕布都撤走了。原來我躺在這個相對
密封的車斗內睡着了，只有風知道祖母尋
找了多久才找到了我，於是我牽着祖母的
衣襟，祖母晃着一雙顫顫搖搖的小腳，我
們踩碎一地的月光向家走去。我緊跟在祖
母的身後，行走在村莊的大地，這時候一
陣風吹來，我徹底清醒。
我行走在城市的街道，在千萬人中走
着，風吹過來的時候，我正在低頭趕路。
風輕輕拂過我的臉頰，這些帶着城市溫
度和味道的風就這樣喚醒了我的記憶，而
這些記憶還如同當年經過時那般新鮮。
有時候，我穿行在綠城的街道，會突

然停在路邊。我在等待，不是為了等待
某個人，而是在等待一陣風，我希望等
來一陣風，把那些過往的歲月以及歲月
中我遺忘的記憶統統吹回來。我站在路
旁，仰頭看了看天空，可是城市的天空
沒有一絲風的痕跡，我擔心我對村莊的
記憶會逐漸變得模糊，這時候，站在路
旁的我更像是城市裏的一個異鄉人。
人間沒有天堂，只有故土，我站在路

旁等待風，只要那些攜帶着鄉村記憶的
風吹來，我仍然可以憑藉這些風聚攏起
來的記憶，找到來路並抵達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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