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冬奧征途

「二次回歸」和「二軌外交」
「二次回歸」和「二
軌外交」這兩個詞並不
新鮮，但在一次「黑色

暴力」之後、一場「世紀疫情」之
下、一個老中青三代人參加的「思想
派對」之中，由一個曾在超級大國繫
獄的「70之後」前高官何志平和正在
西方名牌學府深造的「90後」學者黃
裕舜講到，格外令人感觸。
身為眼科名醫的何志平是董建華時
代推動「高官問責制」後的首任民政
事務局局長，政治承擔不用多說，他
2007年離任之後轉趨低調。但在十年
後，卻因為在紐約突然被美國聯邦調
查局（FBI）拘捕而受到港人注目。
經過漫長31個月的審訊與監禁，他終
於前年中出獄返港。
其間，5次申請保釋皆被拒。可
幸，他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挫折，不
但在獄中樂於助人，教導即將出獄的
囚友求職策略與求生技能，更在獄中
演奏小提琴，贏得友誼，自己也因表
現良好而提早獲釋。
相信這段特殊的經歷令他感受至
深。所以，他在演講中特別強調香港
亟需「二次回歸」，認為「人心回
歸」是當下要務。他說，1997年至今
已25年了，香港所有政策似乎仍處於
「凍結狀態」，保持回歸前模樣，管
治文化仍是從殖民政府遺留的，民生
政策亦然……但世界格局已大變，香
港能不變嗎？

黃裕舜這一代年輕人在國外受教
育，雖然入讀名校，獲全額獎學金，
但長着東方面孔，也難免受到歧視。
這是長期以來的「白人至上論」和
「西方優越觀」所造成的，非針對他
個人。
但在他看來，這顯然跟文化差異和

互不了解有關，跟我們中國人不屑於
或不善於自我解說有關，所以，他極
力主張加強「二軌外交」，發揮民間
力量，說好我們的「中國故事」和
「香港故事」。
據說，內地的「95 後」至「00

後」這一代很愛國，敢於平視西方，
以至我們的習主席也自嘲「我們這一
代老土」。有這樣的青少年，讓人看
到希望。
今年也是「五十年不變」走了一
半，作為以香港為家的人，我們實
在不想在自己的國土上，看到一些
已入籍他國的人「耀武揚威」，這
些自命高人一等的人可以自由選擇
其歸屬，也可以自由進出香港，在
這裏工作和生活，但別忘了，當你
選擇移民那一刻，即已在行動上放
棄了家園。再回來時，不再是主
人，而是客人，客隨主便是基本禮
貌，遑論挾洋自重！
本文是牛年最後一篇專欄，下次再

見時，已是「生龍活虎」的虎年，希
望各位讀者保持生機活力，並祝安康
幸福。

還有 8天就到 2月 4
日，年初四的晚上8時
正，北京冬季奧運會開
幕，北京屆時也正式成

為世界上第一個「雙奧之城」。
由於筆者會於冬奧期間赴京，這幾
天也比較忙，好好準備着上北京前的檢
疫工作，不幸碰巧這幾天香港疫情嚴
峻，檢測中心也極為繁忙，除了要提早
預約進行核酸檢測提供陰性報告外，
也要於上機前14天下載冬奧程式，並
每天申報體溫，上載72小時內兩次核
酸檢測、抗體報告及疫苗針紙等。
今次冬奧也是香港第一次有電視直
播，除開幕閉幕外，每天大約超過10
小時賽事直播，過往歷屆的冬奧每天
只報道1小時賽事精華，相比較下這
次足足多了十倍，希望電視台能更多
報道體育消息，使香港人
更認識體育，更支持體
育、支持香港運動員。
根據大會公布，北京冬
奧是採取全閉環式的防疫
管理，真的會滴水不漏，
1月4日測試閉環管理，1
月18日正式運作，3個賽
區包括北京、張家口、延
慶，賽場及各奧運選手村
已經給各運動員進駐，實
行「閉環運作」，即是所
有運動員、隨隊官員、工
作人員，當一進入冬奧封
閉區內就不可外出，就算
住在北京的工作人員也是
一樣，不准回家，不可接
觸環外居民；當冬奧結束

後，工作人員、運動員要離開，如回
自己國家及居住地方沒問題，但要到
環外北京市或中國其他地方省市就必
須馬上進行酒店隔離14天及家居隔離
7天，如果執行順利，是次防疫真的
可謂非常嚴格。香港電視台將會派出
十多名工作人員到北京負責採訪，當
在香港機場上機，進入飛機艙，便即
是進入了冬奧閉環管制區，雖然防疫
很艱辛，但換個想法這也很好，會確
保參與者及周圍市民的安全。
中國香港代表團今屆派出3位運動

員出賽冬奧，是派出最多運動員的一
屆，包括高山滑雪運動員翁厚全、金
和曉以及短道速滑運動員朱定文，3
位選手能夠取得參賽資格已經難能可
貴，希望他們能滑出個人最佳成績。
而國家運動員方面，有188席位參

加96個小項，去爭奪
109面金牌，中國在冰
雪運動方面並不像夏季
奧運是強國，要到
2002年才憑着楊揚於
短道速滑首奪冬季奧運
會金牌，期望今屆主場
有更好成績。
自從2015年成功獲

得冬季奧運主辦權，中
國已經積極發展冰雪運
動，目前全國冰雪運動
參與人數更達到3.46億
人，如中國能繼續發展
冰雪運動，相信在不久
的將來在冬季奧運會能
與歐美等大國爭一日之
長短。

送牛迎虎將至，見到香港
市民在街上選購年花及應節
食品瓜子、點心、年糕等就
自然撩起辦年貨的興致，無

論幾懶惰都要動身搞些應節東西，新年伊
始怎可以太冷冷清清。單身的職場人一年
忙到晚總要慰勞獎賞一下，有家庭的、做
父母的總要想法子讓全家人齊齊整整開開
心心吃團年飯和開年飯。有人形容是年
味，筆者認為這正是人情味。
中國人新春期間都講祥和喜慶，無論幾

壞的人這幾天也不做邪惡事，讓大家開心
歡度節日，所以農曆年人情味最濃。
以往農業社會不同階層家庭辦年貨都有

不同做法，有些大戶人家當然買齊好意頭
的賀年食品，父母買新衫給小朋友過年
穿，遵守所有新年習俗，取其吉利好意
頭，屋企執拾得乾乾淨淨，裝飾得靚靚，
預備親朋好友來拜年，預備好食的東西可
以招呼親朋，夠體面。不過，窮等人家通
常都簡簡單單就算，大人安慰小朋友通常
講一句話︰過年如過日唔使咁介懷。農曆
新年前後許多人都會做還神和拜神（參
神）兩件事，前天在上環也見到有年輕人
在文武廟還神，可以講懂得感恩，你拜神
許願求庇佑，自然要同神講聲多謝！記得
老人家叮囑青年人年頭拜神記得年尾還
神，就是要記得有感恩之心。在中國人
眼中拜神祈福就等於西方人去教堂祈禱
差不多，拜神這件事不算是迷信，佛教
道教都叫到廟參拜者稱為善信，是個人
一種信仰，是尋求心靈安慰一種。
然而，採購年貨的方式也在隨着時代不

斷變更，置辦年貨新方式「足不出戶」，
「宅」在家網購年貨成為熱點。之前叫

網購物，今年已叫雲購物，「雲上花
市」、「雲上年夜飯」 、「元宇宙年
宵」、「元宇宙花市」了。內地民眾網購
年貨是必然的，連買年花都「雲上」行花
市。年夜飯都是網購一圍半成品年夜飯預
製菜式或當天製作當天提貨新鮮外賣盆
菜，快遞到家後自行加熱。預訂年夜飯跨
城贈送給父母也可以。購買年貨送禮又是
線上購「走親戚」的替代，新年派紅包一
樣網上解決，好一句「天涯若比鄰」。
現代人常說生活忙碌，凡事但求方便最

重要，但細想下他們日理萬機？其實忙得
可能只是雙手和眼睛。因為他們都是「足
不出戶」手指滑動屏幕，吃的、用的、玩
的樣樣都是靠外賣快遞小哥送來。他們省
下的是時間做了些什麼大事？有意義的
事？可能只是在打機、手機睇片、聊天？
在疫情防控之下，善用購物減少人群接

觸沒問題，只是擔心習慣成自然，連一些
該親自動手做的事都假手於人形成惰性，
和根本不知一些中國新年習俗背後的意
義。行花市是沾喜慶，拜年派利是都是為
加強聯繫增進親情。你「宅」在家不見
人，靠手機指揮生活，生活在網絡空間，
與人的隔膜愈來愈大何來感受人間世情？

年味正是人情味
還有幾天便是農曆新年了，急景殘

年，沒有最殘，只有更殘。店舖提早
收爐，沒了花市、沒了夜市，只有大
廈圍封，竹篙灣侍候，家庭團聚能不

能夠吃上團年飯，還是未知之數。
還是大約一個月前的元旦，大家輕鬆討論第三針是

否溝針，選擇打復必泰還是科興？一個月後的今天，
話題已突變，一旦坐疫監，如果有得揀，寧可圍封居
家強檢，也不想到竹篙灣；萬一中招，寧可選擇
Omicron（症狀輕），也不要Delta（症狀重）。上
述這些只是假設，如今也不得不在考慮之列。
舊同學回港探親個多月，享受了香港的疫情空窗

期，玩盡香港景點，離港前趕上了香港第五波爆
發，去了大館遊覽，與強檢時段擦身而過，再去工
展會順手「玩」埋維園大檢測，幸運地訂了機票，
走得快好世界，返加國即報平安，誰知過兩天，就
報不平安了。
回到溫哥華在機場做核酸檢測是陰性，入住酒店

自我隔離3天才回家，可是第二天就感覺身體微發
熱、咳嗽，於是去私人化驗所自費做了核酸檢測，
竟然被確診了新冠。究竟染上哪一種？他說，如果
有得揀，寧可揀Omicron，也不要Delta。
同學估計是在飛機上感染，飛機只有一半人，包

括很多越南、泰國和印度人士。其實也說不準什麼
國家的人士，全世界都有大量感染數字，香港外防
失守，導致第五波的傳入，多個病源群組來自世界
各地。不少人埋怨政府防疫不力，切斷傳播鏈為何
不能早些再早些，質詢為何不能仿效內地封區禁
足，更有輿論泛政治化，防疫不力「陰謀論」。
我以為政府在「外防輸入」政策上，是可以做得

更好一些；但觀世界其他地方一團糟，香港失守亦
是遲早的事。值此艱難時期，更應團結抗疫，建言
總比埋怨好。
期待即將來臨的虎年，真要發發威，把疫情早日

趕盡殺絕！「虎虎生威」祝福語，還是要說的！

如果有得揀

政府撲滅倉鼠，愛護
小動物的飼主不免為之
難過。

雖說是倉鼠傳疫，病源亦有可能
從人類愛鼠得來，小小一隻倉鼠，
只要有個陽性帶菌者看着牠有趣，
放在手中，染病小鼠那麼靈活到處
走動，試想傳播疫菌的幾何級數何
等驚人！
其實今時今日，任何寵物飼主處
理不善的話，都有一定程度危險
性，而且越可愛的寵物也越危險，
尤其是放在寵物店中的，你摸摸，
我摸摸，他摸摸，寵物無形成了大
眾抹手布，千人中一人帶菌都不得
了，就算店子貼出告示，勸喻觀賞
者眼看手勿動，客人有心購買時，
還是捧出寵物給客人觀看的店員最
多機會接觸寵物了，新聞中一名女
店員就是這樣中了招。
像貓狗大家還有較高警覺，倉鼠

那麼小，通常就少留意了。
說真，倉鼠也真逗趣，親友移民時
轉送給我的倉鼠便令我終生難忘，倉
鼠挺通人性，只要你稍為留意牠的
「生活習慣」的話，已為牠的潔癖驚
奇不已，你隨意給牠一張半縐面紙，
牠很快便有本事把它好好弄得平滑做
床墊；牠從來不在自己籠中撒尿，總
是從籠子間縫中撒出去。

有一次，籠沒關好牠失蹤了，害
我們悶了一整天，忽然近晚時牠卻
施施然在你腳下出現，亮晶晶無邪
的小眼珠瞪望着你等懲罰，然後像
個到外邊玩夠了的小頑皮，乖乖隨
你把牠放回籠。現在提起牠來還是
有點難過，不知怎的，有天大家快
將睡眠時，聽到鼠籠有撞擊似的聲
響，原來是小東西在籠中發了狂般
上下四邊自殺式東撞西撞，看樣子
也不像要逃脫，對牠愛莫能助，真不
知如何是好，時已深夜，大家要睡
了，以為牠明天會平靜下來，想不到
明天一早，牠便僵直了身子。
事後才驚覺，未知是否當日買來
的鼠糧出了問題，賣鼠糧的店子，
兼賣五穀之類和乾辣椒，如果售貨
員手碰過辣椒再抓鼠糧，會不會倉
鼠吃了辣受不住刺激呢？以後也就
真的不敢養寵物了。

是誰間接殺了牠

還有幾天就過年了。中國的舊
曆年，向來比西方的聖誕節更為
熱鬧。自進入舊曆臘月以來，便

四處紅紅火火，爆竹聲屢禁不絕。
每年的這個時刻本該是最歡樂的時刻。然

而，即便我刻意地不去看，依舊還是看到了我
不想看到的鋪天蓋地而來的新聞：一個叫劉學
州的僅十幾歲的少年，剛出生不久就被尚未成
婚的父母賣掉做彩禮錢，不久之後，養父母
去世，長大一點以後的劉學州通過網上尋親
與親生父母相認，結果卻因為在親生父母處
未得到期許的愛，再加上受到「認親」之後的
各種網絡暴力的攻擊，最終選擇自殺，離開了
這個世界。
自知此事，靜靜地觀望了幾天，網絡上熱議
的，大多是對網絡暴力的譴責，還有少數對劉
學州的誤解以及「怒其不爭」。而我，卻隨着
劉學州的離去，讀着他留下的遺書，想着電影
《親愛的》裏的原型孫海洋找到被拐賣的兒子
時熱烈的擁抱，想到《紅樓夢》裏黛玉尋親時
的小心翼翼和最終悲慘的結局，以及自己的過
往，終是熱淚盈眶。後來有很多大咖的文章裏
寫到了劉學州的自殺，他們大多不理解劉學州

的自殺，而我是理解的。
在我6歲左右的時候，我的母親因為與父親
的關係不和，便自私地拋棄了父親，丟下我和
弟弟，離家遠走。在她走後，我亦經歷了劉學
州的遺書裏所寫的親鄰歧視、校園欺凌、老師
的輕薄……只是，因為父親的忙碌，只教我學
會查《新華字典》，讓我在勉強識字的生涯裏
讀了很多的書，以至於我做到了無視所有人的
歧視，無論周圍的人如何地說，我都是聽而不
聞；記得我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假期在學校
玩滑梯，一個同學也想來玩，諷刺我是「沒媽
的孩子」，我拿起磚頭一路把他追到宿舍樓關
起門來不敢出門，他對我的欺凌便消失得無影
無蹤；學校的某個惡師亦有在教學的時候動手
動腳的，我板着臉對其怒目視之，最後選擇轉
學遠離，遠離了危險，亦保存了自身的尊嚴。
沒媽的孩子，過早懂得了自我保護。
然而到了後來，母親在離開我們十年之後，

突然又以巧言哄我到她身邊，並中斷了我的學
業，我便無力為之了。在母親身邊的時候，因
為與她的口舌之爭，臨近過年時被她拒之門
外，導致對人生的絕望，因而在大年三十的雪
地裏割脈自殺，被搶救過來之後才明白，一個

人即便不能選擇自己是否要來到這個世界，但
起碼能夠選擇在來到這個世界之後能夠如何地
生活。
我當初拚命要自殺的時候，這個世界還沒有

網絡，更沒有網絡暴力，或許彼時我死了，不
過就是在雪地裏飛濺的幾滴鮮血而已。所以我
一直沒能明白，劉學州是因為對親情的失望離
開了這個世界，還是因為看到網絡背後的人性
的陰暗，不能忍受而選擇遠離？他的自殺不能
簡單地用「軟弱」去指責，其實他是不願看到
來自親生父母的人性之惡。我們與其希望這個
世界不再有劉學州這樣的悲劇，倒不如希望不
再有劉家那樣的父母，更不希望再有不分青紅
皂白網暴的烏合之眾。母親對我的「自殺」一
無所知，在我年滿18歲的時候，她就因為顧及
自身的利益又將我趕出家門。在那之後，我便
努力地想辦法能讓自己活下去，其間，大多是
在讀書、在寫作，最後，我終究是乾乾淨淨地
開開心心地讓自己活下來了。
這個世界有很多太陽照不到的地方，而太
陽照不到的地方並不是沒有光明的，只要我們
心懷希望，好好地活下去，總還是能夠看見光
明的。

文學拯救了我

「金牛」姍姍離去，「瑞虎」攜
威而來，農曆虎年（壬寅）伴着
「新桃換舊符」的明媚如約而至。
在這「牛去虎來」的迎新時刻，人
們自然更關注老虎。
在古人的心目中，老虎是百獸之

王。牠雄健壯偉，威猛異常，勇敢頑強，
無所畏懼。人們在與牠長期的鬥爭和相處
中，認識到牠有着難以戰勝的力量，故由
對牠的敬畏、恐懼轉而產生了崇拜之情，
將牠奉之為神，希望得到「虎神」的保
佑，像虎一樣堅強有力，所向無敵，甚至
希望成為虎的後裔，這便產生了崇虎習
俗。這種習俗，廣泛存在於我國的傳統文
化和民間生活中。
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着與龍相當的

重要地位。《周易．乾》卦曰：「雲從龍，
風從虎。」龍飛在天，虎行於地，龍虎結
合成為吉祥昌盛的象徵，也成了充滿生機和
活力的民族文化的特質。因此，歷代人們都
習慣用「龍騰虎躍」、「生龍活虎」等詞
語來表現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雄強氣
概。在我國的政治、軍事、藝術、醫學等
各個領域，也都浸透着龍虎文化。如《周
易》中將龍虎比喻成乾坤、天地、陰陽、男
女，以龍虎表徵文明；兵書《劉韜》中有
「龍韜」、「虎韜」，強者相爭曰「龍虎
鬥」；中醫有「龍虎針法」；書法中有
「龍虎篆」……而在漢代《太山鏡明》等古
書中，龍虎成為接引升仙的使者；在《山東
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題記》上，有「上有龍
虎銜利來，百鳥共持至錢財」的詩句，龍虎
又成了招財進寶的財神……從以上事例中不
難看出，龍虎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守護神和
吉祥物，龍虎作為兩種相輔相成、剛柔相
濟、陰陽調和的文化觀念，廣泛深刻地影
響着中華民族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
虎是猛獸，古人認為虎的威猛使一切惡

人厲鬼都望而生畏，因此常把牠當作門
神，於農曆除夕將牠的畫像貼於門上，看
守門戶，鎮邪驅妖。此俗最早始於周代，
我國西周第一部禮儀專著《周禮》上，就
有「居虎門之左，司王朝」的記載，東漢
大儒鄭玄註釋說：「虎門，路寢門也。王
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
於守宜也。」至漢魏兩晉，此俗更加盛
行。晉干寶《搜神記》上說：「今俗法，
每以臘終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
門，左右置二燈，像虎眼，以驅不祥。」
說明當時人們普遍在春節時於門上畫虎，
以驅除妖魔鬼怪。唐代段成式在《酉陽雜
組》中，也記有「俗好於門畫虎頭」的習
俗，這說明此俗在唐代仍然盛行，以後歷
代都久傳不衰。
除了畫虎於門，舊時還有新春張貼、懸掛

虎圖的習俗。如華北一些地區，常在農曆
除夕於家中正廳內懸掛《鎮宅神虎圖》，
圖上還常有題詩：「神虎下高山，降魔到人
間。善家買了去，四季保平安。」或「虎是
獸中王，除邪到下方，貴府請了去，萬事大
吉昌。」這些都表達了人們祈求得到虎神保
佑的美好願望。福建漳州一帶，常在春節懸
掛《五福圖》。畫上有5隻猛虎（「虎」和
「福」諧音），坐在聚寶盆邊，表示五福
（第一福是長壽，第二福是富貴，第三福是
康寧，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終）臨
門，大吉大利。
再就是為孩子們製作與虎有關的辟邪之

物。過去民間把5月視為毒月、惡月，認
為5月是毒蟲四出、邪惡聚集的季節，瘟
疫易流行。而虎作為百獸之王，毒蟲鬼魅
都要躲避牠。所以婦女們每到5月，便會
給孩子製作虎肚兜、虎頭帽、虎頭鞋等與
虎有關的辟邪之物，穿戴在他們身上。虎
肚兜上多繡五毒圖案，正中則繡一隻怒目
圓睜的老虎，頗有神威。虎頭鞋鞋頭繡一

虎頭，重點突出虎頭上的「王」字。虎頭
帽的形制與虎頭鞋相似。民間認為這樣可
以使小孩壯膽辟邪、健康成長，也寓意小
孩長命百歲。孩子腳穿虎頭鞋、頭戴虎頭
帽，通體虎虎有生氣，病害都會迴避。這
些虎形的衣物既傾注了母親對孩子的情與
愛，又寄予了母親希望孩子健康成長的美
好願望。
還有些地方，有春節捏老虎麵花禮饃和
製作「老虎柏子花」的習俗。舊時每逢除
夕，在山西、陝西等地的民間，常以虎、
兔、魚、鳥等造型，捏麵花禮饃，用以祭
祖或相互贈送，以求多福多財，年年有
餘。江浙等地的民間常在年節時製作「老
虎柏子花」，即以柏葉點銅綠，並剪綵絨
為虎形，紮成小朵，名「老虎柏子花」。
有的還旁綴小虎，稱「子孫老虎」，以此
互相贈送，以求多子多福，平安吉祥。
崇虎習俗不僅在漢族中源遠流長，在一

些少數民族中更為盛行。如居住在我國西
南地區的彝族人自稱是虎族，為虎的後
代。他們以虎作地名，給子女取與虎有關
的名字，其十二獸曆法也以虎打頭。住在
涼山和哀牢山的彝族自古以來都實行火
葬。據說人死後若不火葬，就難以還原為
虎。一些彝族聚居區還過「老虎節」，節
日從農曆正月初八日落時開始，到正月十
五日出時結束。這期間要舉行請虎神、跳
虎舞等慶祝活動。正月十五為「送虎東歸
日」，這天酉時（下午5至7時）開始，扮
演虎神的人口唸吉祥語，到各家拜賀。彝
族人認為只有過老虎節，人口才會興旺，
六畜才會繁盛，莊稼才會豐收。
當今，老虎雖已成為瀕危動物，但崇虎習

俗依舊不同程度地存在於民間，影響着人
們的生活。而無所畏懼的猛虎精神也像衝
鋒號一樣鼓舞着人們，為個人事業的成功和
祖國的繁榮富強努力奮鬥，再創輝煌。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崇虎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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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牠給過你多少開心日子，也
是難得的緣分。 作者供圖

◆賀年蘭花、年桔及桃花為新年增
添氣氛。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