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長津湖》觀後

源頭打拐
上周內地互聯網上最
大的熱點莫過於「孫海
洋終於找到孩子了」。

這位電影《親愛的》中的主人公原型，
因為14年來堅持不懈地尋找被拐走的
兒子而感動了全中國。如今，電影中都
沒給出的圓滿結局終於走進了現實，當
孫海洋一家三口抱頭痛哭時，屏幕前不
知同步多少人落淚了。
然而，抱在一起後的這家人，從此
就能幸福了嗎？
有些事情，一旦發生，便是無解。尋
子尋了14年又57天的孫海洋，全國人
民都知道他這一路是如何熬過來的，
在終於找到兒子孫卓後想帶他回深圳，
但孫卓卻表示︰「雖然很愧疚，但應該
不會離開養父母。」另一個著名的尋子
代表、電影《失孤》的原型郭剛堂，在
騎行了數十萬公里、跑了31個省份、報
廢了10輛摩托車後，終於找到被拐了24
年的兒子郭新振，但郭新振也同樣表示︰
「還是想留在養父母身邊。」
曾有公益機構的專業人士說，找到的
被拐兒童，之後能真正回到親生父母身
邊的，其實最多只佔兩成，超過80%是
回不去的。有網友總結，這也就意味
着，丟了孩子的父母要失去孩子兩次，
一次是被拐的時候，一次是找到的時
候。是孫卓、郭新振和那80%的孩子們冷
血嗎？當然不是。他們之所以和「意難
平」的看客們選擇不同，是因為看客們
只是飯後吃瓜，而他們則是真正經歷了
那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和養父母相處的
時光。看客們可以簡單地用道德衡量，
而他們的天平上卻還有複雜的情感和人
性。這就是「團圓」的真相。有些事
情，一旦發生，便是無解。
所以最好的情況不是找到了，而是

根本就不要發生。可是你我都知道，類
似的事情卻一直在發生。兒童失蹤是個
全球性的問題，但是造成的原因和形態
卻不盡相同。在一些西方國家，兒童失蹤
多涉綁架，販賣相對少見；東南亞的部
分國家屬於婦女兒童拐賣重災區，其中
女性多被騙走從事色情業，而兒童則多
奴役。內地的拐賣兒童現象不容樂觀，
且成因非常獨特——很多是因為重男輕
女思想作祟，導致買方市場旺盛。此前
有媒體報道，一些偏遠地區的村落甚至
幾乎家家都有買來的男孩，而與之相對
的，就是大量一出生便被丟棄的女孩。
也所以，吃瓜群眾們才會那麼「意
難平」，一方面既是慨嘆親生父母尋子
不易，另一方面更是氣惱孩子竟然「認
賊作父」。從這個角度來說，吃瓜群眾
們完全正確，甚至這也是內地拐賣兒童
現象屢禁不絕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有需求才會有市場，可內地目前對於收
買被拐兒童的「買家」幾乎沒有懲罰。
對於「人販子」，目前內地最高量刑

可判死，普通的也要5年上10年下；而
對於「買家」，卻只處以「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說，頂
多「判個兩三年」，就能偷來一個「即
便親生父母來了也不會走」的「親兒
子」，就能偷走一家子的人生。世間最
便宜之事，莫過於此。
對於坊間呼籲「買賣人口一律死刑」，

小狸持保留態度，因為單一重刑會激勵
罪犯成為亡命徒，從而導致鼓勵犯重
罪。但避免單一重罪不等於沒罪或輕罪，
對於拐賣人口，最合理的應該是「買賣
同罪」，斷絕需求才能做到源頭打拐。
讓那些「養父母」們付出不可忽視的法
律代價，同時尊重孩子自己的選擇，這
應該是這種野蠻事件的最文明挽救了。

剛看過電影《長津
湖》，有網友問感覺如
何？這回是一群「受過
相當教育的中年漢」

（Educated adult male）一起入場，影
評難免會比較嚴苛。其他朋友不是看戲
的心情，便批評電影的史實不夠準確，
電腦動畫雖可觀，但是那個年代武器的
真實威力並非如此等等。個人的意見
是：「場面可以，劇情普通。」畢竟這
是電影，容許有煽情的「藝術加工」，
觀眾不宜用歷史紀錄片那個精準度去
看。感受比較深的，美軍掌握絕對的制
空權，人民志願軍面對這樣艱難的局
面，就顯得十二分的悲壯了。
我們這些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生的
「香港小孩」，對於「韓戰」（香港社
會習慣直譯英文的Korean War）的認
知，多年來只單方面接觸「親美」的說
法。小時候聽說當年在「韓戰」上，中
國使用「人海戰術」，驅使平民拿起農
具衝向敵陣云云！然後還說有美軍用機
關槍掃射，殺敵過多而不忍再狂發子
彈。那時候對這些不合情理的說法深信
不疑。現在回頭去看，其實我們這些
「香港小孩」自小受到美式電影「洗
腦」，美國大兵哪有如此仁慈？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官方
對於「抗美援朝」這一建國後的頭等大
事，才有較多的話語權。有歷史學家認
為，交戰的四方之中，只有中國人民志
願軍紀律最為嚴明，沒有涉及屠殺平民
的戰爭罪行。其餘北方的朝鮮、南方的
韓國和美國三方的軍隊都有殺戮手無寸

鐵平民的罪行。
電影與電視都有非常強大的教育功

能，過去香港政府和民間私營傳媒機構
都未有善用此一利器。中國的電影業和
電視業要急起直追，補足中國整體軟實
力的短板。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大學時，好像
是英國廣播公司攝製了一輯以科技發展
史為題材的電視紀錄片，名字忘記了，
到互聯網上仍未找到相關資料。那時我
們有「科學與科技」、「工程師與社
會」之類的課，洋人老師還安排過在課
堂上播這片。記憶中當然是用歐美社會
主流意識的視角去編排和剪裁歷史資
料。這就是他們的軟實力。重點只講工
業革命，卻隱瞞了殖民者在亞非美三大
洲大規模殘酷掠奪和破壞，這是歐洲人
能夠累積得到日後足以成就工業革命資
本的主因。
2019年的電影《流浪地球》，打破
了美式電影幾近壟斷的文化宣傳，今年
的《長津湖》亦能一新我們這輩「香港
小孩」的耳目。不過作為「Educated
adult male」，筆者會更喜歡百集大型
電視紀錄片《中國通史》，這是2016
年的舊作，由中國廣電總局和社會科學
院共同監製。這樣更忠於史實、內容更
詳盡的大製作，更合我們這些讀過點中
國歷史「Educated adult male」的脾
胃，可以補充一下先前所學的不足。
香港的電視台應該撥出更多的廣播

資源轉播這些大製作，避免重複過去長
時間任由外國軟實力影響我們「香港小
孩」的失誤。

幸福不是必然的，疫境下誰臨逆情，怨天無用，
轉換一個角度，隨遇而安，安慰自己是不幸中之大
幸，也是特殊的福分吧。
生活給了每個人不同的境遇，在這顛沛流離的人生

中，有幸有不幸，人可以選擇歌唱，也可以選擇哭泣，但生命有
限，我們不能放棄，那就要積極樂觀，有此永不放棄之精神，才
能讓我們內心強大！疫情下讀《霍金傳》，令我感悟尤深，人生變
數難測，誰都不知何時會遇上困境挫折，怎去面對？怎戰勝它？
我敬佩霍金（見圖），他任劍橋大學教授，有無數榮譽，卻失

去了活動能力！悲痛他在風華正茂的21歲，竟患上肌肉萎縮症，
一世都要在輪椅上過活。
這位科學巨匠，一生只能靠機器來表達所

思所想，他能保有夢想嗎？除了在病床上
嘆息，在輪椅上幻想死亡，霍金應該做什
麼？某夜的一場夢，為他照亮未來的道路，
也讓他找到生命的意義，他決定要做更多有
價值的事，不讓個人生命白白浪費，他開
始研究宇宙，重拾自己的夢想……雖然命運
的枷鎖一直牢牢扣在他身上，不久霍金因患上肺炎而要做穿氣管手
術，徹底被剝奪了說話的能力，但他不放棄，拒絕認命！
你能想像嗎？他無法說話，只能在輪椅上度日，只有三根手指
可以活動，他要繼續生活及追夢，是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人置身
逆境，如何逆轉命運？當人人都怨嘆命運不公時，樂觀的霍金說的
話，讓全世界為之震驚！「我的手指還能活動，我的大腦還能思
維；我有終生追求的理想。」也許我們永難體會到霍金身體疾病的
痛苦，卻必能感受他骨子裏的樂觀！永不服輸的霍金，即使遇到再
多困難，也努力克服！多少人知道這科學家背後付出了幾多毅力？
輪椅上生活確讓他失去太多，但他不曾喪志消沉，而是對未來

充滿希望！正因為已落低谷，才有信心作反彈的餘地。霍金身殘志
不殘，從不自暴自棄，他說這世上還有他愛以及愛他的親友，他不
放棄，他還有顆感恩的心。
詩人惠特曼說：有陽光的地方，影必墜地。霍金的生命，有雨霧

籠罩的陰影，但也有燦爛的陽光。每個人都會遇到或大或小的難
關，有的也許咬牙就挺過了；但有的，就要你用霍金永不服輸的精
神，長年累月才可望打退！疫情不正如此？人要堅持夢想、活在當
下，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感恩，自會有力量抗逆！

疫境逆情 霍金精神
香港完善選舉制

度後的首次立法會
選舉將於 12 月 19
日舉行。連日來，

香港戰鼓頻催，候選人及各個政
黨與社團連場舉行競選集會。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視像講
話，談及香港立法會選舉事宜。
他豐富而又有內涵的演說在香港
引起極大的反響。他表示，落實
愛國者治港並非要搞「清一
色」，而是要在愛國愛港旗幟
下，最大限度拉長包容多樣性的
半徑。夏主任極其形象化，表示
愛國者治港是要搞「五光十
色」。
其實，國際間有某些衝着中國

而來的外部勢力，企圖干預香港
選舉，夏寶龍主任批評某些反中
亂港人士盲目追求西方式民主，
令香港社會分化撕裂，導致社會
失序，甚至發生暴亂。夏寶龍主
任強調香港實行什麼樣的選舉制
度都是中國內政，香港的選舉制
度要符合香港實際、是否有利於
香港的長治久安。
其實，今次香港立法會選舉是

啟用新選舉制度，將為香港帶來
新氣象。理性的香港人，應珍惜
自己手中的一票，積極在12月19
日去投票，選出愛國愛港而又德
才兼備、具有為市民服務的崇高
理念、積極為改善經濟民生出謀
獻策的候選人入立法會。今次立
法會有90席，有充分代表性。期
望候選人能進行一次良性競爭的

選舉，期望當選者要務實監督施
政，啟動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時
代。而香港人由此而增加對港式
民主選舉的自信心！
轉眼間2021年快將過去了，今

年的香港備受各方面的煎熬和挑
戰，然而，幸得中央政府對香港
的關愛和支持。雖然香港和內地
通關仍未開始，但「香港健康
碼」系統出爐了，恢復與內地通
關如箭在弦。遺憾的是，新冠肺
炎仍未「清零」反而又出現了變
種Omicron 病毒。數據顯示新
Omicron 病毒傳播快但病情較
輕，仍令世界各國出現新的恐
慌，在環球經濟漸見復元時又增
添了新的不明朗因素。中國領導
人高瞻遠矚，李克強總理早在12
月3日預告將會適時降準後，人
民銀行接着宣布全面下調金融機
構存款準備金零點五個百分點，
釋放出1萬2千億元人民幣長期
資金，以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中共政

治局會議上，強調明年經濟工作
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
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
貨幣政策，迎接中共二十大的召
開。顯然，是着力穩定宏觀經濟
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在面對
環球不明朗的複雜大局，中國發
出對經濟健康發展的策略，不但
對中國內地以及港澳地區大起穩
定作用，增加信心，而且必惠及
環球，同樣起了穩定作用。

愛國者治港要搞「五光十色」

最近有幸參觀了新一
屆的「全港區際校際標準
舞及拉丁舞大賽」，參加

人數之多，令賽事須由早至晚舉行，意
想不到香港中、小學開辦標準舞和拉
丁舞這麼普遍，實在是一大喜事。
我十分喜歡拉丁舞，也一直拜師學
藝，但我們成年後才開始學習的，跟年
紀小小就踏台，實在是兩碼子的事。
大賽那天見多個四五歲的小娃兒也
悉心打扮到來，女的化妝紗裙頭飾跳
舞鞋等一絲不苟；男的也一身紳士裝
扮，賽前在會場嘻嘻哈哈地跑來跑去，
當比賽站到賽場，音樂奏起便成了另一
個人，一舉手一投足，跳得有板有眼。
除了幼稚園的小孩，還有眾多
的小學生和中學生。拉丁舞的其中
一個吸引之處是女生那一身帶點性
感、不失瀟灑、色彩繽紛、閃閃
生光的舞衣和頭飾。隨着拉丁美
洲的音樂節拍，跳來熱情奔放，姿
態美妙，充分表現人體美。
香港學校大都以學術科目為
主，能有跳舞活動已經很不錯。
我覺得拉丁舞是多種舞蹈中最適
合香港學生之一，因為節奏感
強，肢體活動性大，體態優雅，

與中國人傳統的含蓄性不一樣，反而
可以讓平日過於拘謹的小孩和少年，
得以透過舞蹈和服飾釋放自己，全情
投入忘卻現實，與自己的肢體、音樂
和舞伴共融，達至完全放鬆，紓緩壓
力，從而產生快樂情緒。
大家都曾透過電視看過巴西每年2

月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為期5天的嘉年
華，大家狂跳森巴舞的歡樂氣氛吧。
我想，如果你的子女求學日子並不愉
快，可嘗試讓他學拉丁舞。拉丁舞是一
個泛稱，指源自拉丁美洲的所有交誼舞
或者民間舞蹈。在國際賽中，拉丁舞主
要包括查查、倫巴、森巴、鬥牛舞和牛
仔舞，都很令人着迷。

兒童拉丁舞之樂

第一次去意大利旅行的人難
免會前往羅馬。此處是整個意
大利的首都，擁有這個國家最

龐大的鬥獸場、噴泉（特萊維噴泉）、樓梯
（西班牙台階），還包含着一個國中之
國——梵蒂岡。隨處可見米開朗基羅的雕
塑、提香的繪畫，就連通向天使堡的聖天使
橋，也是被十二尊仙人的雕像俯瞰着。這些
雕像做出撩裙向下的姿態，像是馬上要與橋
上的人匯合。這種感覺很奇妙，像是神主動
加入了你，而不是讓你去追趕祂。於是，神
就顯得既生動又可接近。祂的裙襬甚至就要
被風吹到你的臉頰上了。
然而，羅馬並不是那麼意大利的，就像巴黎

並不是那麼法蘭西一樣，它們都跟所有的大城
市相同，被各種高大的象徵物遮蔽了。即便
如此，如果硬要在羅馬尋找意大利的影子，
那就是一種被天主教浸淫着的生活。這種宗教
的影響力在全世界其他發達地方已經不多見
了。儘管法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依然在
國家電視台直播教皇的各種典儀，可真正擁
有虔誠信仰的人並不多。意大利人不同，或

許因為他們離教皇更近，反倒令他們學會把宗
教從儀式當中解脫出來，成為一種生活。
在羅馬、威尼斯這樣的大都市，首先容易

讓你感嘆的不是教堂的宏偉，而是它們的數
量。尤其是威尼斯，當你步上街頭，隨處可
見，都是鋪天蓋地的禮拜堂。因為太多，你
就難免對它們生出輕慢之心。不為禱告，下
雨天你也會進去避雨，累了就坐在禮拜堂的
長椅上歇一下。好像這個建築只是某種普通
的公共設施，完全不具有宗教的神聖感。可
不知不覺間，宗教因為成為一種生活，就和
居住者分不開了。在歐洲旅行的人經常嫌棄
遊覽地的教堂太多，十分單調。可在意大
利，你很少會發出類似的抱怨。街角的這個
教堂就那樣大門洞開，空無一人，你想進就
進，想出就出。甚至連羅馬道路上的招貼也
無法分清神聖與生活之間的界限，它們的布
局和模特兒的表情都像極了中世紀留下來的
那些宗教畫。
即便如此，意大利人還嫌都市當中的神不

夠親民。譬如費里尼，就是意大利都市生活
堅定的批判者。你經常能通過他的電影看到

各種荒誕的都市故事，所展現的無一例外全
是富有階層生活的糜爛。這些人當中有教
士、資產者、知識分子，他們統統在費里尼
的鏡頭下腐爛發臭。否定教士並不是在否定
神，恰恰因為這些教士不是神，他們急於滿
足自己作為肉身的尊崇，就混跡於達官貴人
之間，從而脫離了民眾，成了某種特權階
層。費里尼對神的承認，類似於承認一種悲
憫視角。在《八部半》當中，你會看到一架
飛機懸吊着一尊基督的雕像在羅馬的上空迴
旋，看着這座「罪人的城市」。而意大利人
都像費里尼這樣，承認着這個看向眾生的、
全能的神的存在。因而，意大利的神和別處
不同，祂們都平易近人。
無論是上面提到的聖天使橋上的神仙，還

是那些無人把守的教堂，亦或是博物館中各
種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都是接納式的。甚
至可以說，世界上有許多的博物館，唯有意
大利的博物館最生動。因為接納可以帶來寬
容，有寬容便有豐富。意大利人的生活因為
這種寬容展現出傳統和無狀的樣子，這讓他
們的生活看起來特別有滋有味。

土味意國（一）

回到鄉下去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想回到老

家，想回到父輩耕耘的土地上。
那裏有我熟悉的鄉音，有我兒時
種下的桑葚樹，還有我快樂的童
年歲月。
我像一尾魚，游離了養育我的

村莊和土地，就失去了最滋潤的
水源。我把自己安置在城市的一

角，學着像城裏人一樣吃飯睡覺，可是
我最終敗在了水土不服上，在經歷了塵
世間的勾心鬥角後，我卻更加嚮往鄉下
生活的寧靜淡然，總覺得城市裏的那張
床沒有老家土炕睡得踏實安穩。用母親
的話來說，那床在三四米高的樓房裏，
沒有接地氣，怎麼能睡得踏實。
老家的院子是父母為我固守的一片「江

山」，當我遠離城市煙火，滿身疲憊地躺
在老家的土炕上，母親依然會端出我愛喝
的小米粥：「累了，就回來歇幾天吧！」
而父親則會拿起鋤頭不聲不響地走向他耕
耘的土地，我知道他回來時會用甜甜的紅
薯慰藉我的腸胃。有父母守護的院子，那
裏依然肥沃得讓人心生愉悅，一畦韮菜、
一架絲瓜、一畦茄子，還有一溜小白菜剛
剛撒下種子，母親把院裏那個小菜園經營
得風生水起，每每從老家返回城市的蝸
居，那些絲瓜、茄子、豆角就成了我最忠
誠的旅伴，它們伴我一路顛簸，一起從鄉
村流入城市。但他們也和我一樣有水土不
服的毛病——誰讓我們都是母親養大的孩
子呢。
回到鄉下去，是我一直的希望。還有哪

裏的天空能像鄉下日子裏的雲淡風輕，還
有哪裏的土地能像老家院子裏的肥沃？回
到鄉下去，我可以卸下諸多的包袱，肆無
忌憚地吃着大葱蘸大醬，可以無所顧忌地
躺在溫熱的土炕上，不用早起，也不用塗
脂抹粉。看樹梢的朝陽，看村口的落日，

無所顧忌地和父母談論天氣，談論那些雞
鴨豬羊，談論院子裏正在茁壯成長的小白
菜，還有鄰居家剛剛出生的小黑狗……閒
下來了就和母親一起擀麵皮、包餃子，把
日子塞進柴火灶裏一點點燃燒着，看那裊
裊炊煙像長了翅膀的鳥兒，一直飛到我看
不到的天際。
回到鄉下去，整個人都像被溪水沐浴了

一般，變得純淨而無欲。與鄰里間的相處
也是那樣的隨性而和睦，送給張家一把豆
角會換來一籃橘子的回饋，拿起幾根絲瓜
去李家串門，回來時手裏肯定多了幾根黃
瓜。幫母親提着泔水餵小豬崽時，老遠就
有鄰居和我打起招呼，母親也繫着圍裙不
停地囑咐我：「家裏有剛榨的兩桶花生
油，回城前記着帶着，炒菜可香了。」回
城，我突然討厭起這兩個字，它們硬生生
拉開了我和村莊的距離，也拉開了我和母
親的距離，院子裏那些花花草草如今已成
了我生命中的過客，那個天天追着我
「咬」的黑狗也早已經被父母埋進了黃土
裏，曾經被我天天「欺負」的棗樹已經高
過了房頂，高高在上地看着我，我即使跳
起腳也再觸摸不到它的枝葉。我知道，它
雖然像我一樣離這個小院愈來愈遠，但我
們的根依然扎在這個院子裏。就像母親說
的：「人啊，走得再遠，你的根在這裏，
早晚都會回歸的。」
有人曾說過：「生命，只有來路，沒有
歸途。」可是我覺得父母在的地方既是我
的來路，也是我的歸途。回到鄉下，腳踩
在父母固守的那一方土地上，整個人都很
踏實，那些熟悉的感覺會通過溫熱的土壤
一點點傳遞給我：我看到那個紮羊角辮的
小姑娘踮起腳尖，擼下一把又一把槐花；
我看到那個繫着紅領巾的小姑娘，在棗樹
下大聲朗誦范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
我看到那個穿着紅裙子的小姑娘，和母親

一起種下了一棵桑葚樹……我還看到無數
的小姑娘，她們有的在逗弄院子裏的大黑
狗，有的蹲在母親的菜園裏偷吃西紅柿，
有的爬上牆頭偷摘鄰居家的紅李子，還有
的正在和院子裏的鳳仙花聊着天……隨着
日子的一天天流淌，那些小姑娘都長大
了，她們慢慢地匯聚成一個少女，背起行
囊，戀戀不捨地離開了這個籬笆小院。可
是少女離別時滴在土地上的眼淚讓她和這
個院子依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梁思成說過：「對於中國人來說，有了

一個自己的院落，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
落。」而如今我也有一個院子，就在鄉
下，父母安守的田園裏，回到那裏，即
使再漂泊的靈魂也會安定下來，院外是
紅塵俗世，院內是我的靜謐安然。院中
瓜果飄香，野花爬滿籬笆，放下一切世
俗雜念，就在剛剛開花的棗樹下，支一張
茶桌，泡一壺花茶，這裏一定要花茶，最
好是茉莉花茶，這樣就有滿園的花香靜
靜地伴着我們過自己的小日子。多好
啊，不用阿諛奉承，不用曲意討好，也不
用來回奔波，就在這樣靜謐安然的小院子
裏，園中有菜，田裏有糧，屋裏有父母。
有月的日子，就坐在棗樹下，看清光從枝
椏間灑落一地光輝，陽光晴好的日子，
就窩在院子裏的躺椅上，任暖洋洋的陽
光灑在身上，有雨的日子，就躺在結實
的土炕上，靜聽雨兒滴落在鳳仙花上，那
樣地自由自在又踏踏實實。
回到鄉下去，「那裏是我的家，我生在

那裏，長在那裏，那裏的一草一磚都是我
的生活標記。」如果累了，就回到鄉下去
吧，給自己的心靈放個假，回到父母的
身邊，撒撒嬌，淘淘氣，再做回那個讓
家裏黑狗都討厭的孩子，種一畦自己想吃
的蔬菜，讓土地結出的果子慰藉心靈的春
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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