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膽觸及「婚外情」

裝備足 身子壞
之前看到一個玩爬
山單車的人寫香港人
的普遍心態，說得十

分精準。簡言之，就是香港人很喜
歡購物，做運動也是為購物，買很
多裝備，但最後其實都不太有用，
因為一方面根本不是有心鍛煉，沒
有恒心去做，買了裝備拍張照，裝
備就封存了。二是身體沒能力做到
長期及高端的運動，例如行山其實
只花上兩小時，但會花6小時買全
套的行山裝備，其實十分浪費。
看小孩子的世界也一樣，在二手
論壇往往會見到很多人賤賣滾軸溜
冰鞋，以及其他護膝配件。雖說是
安全第一，但香港父母實在太擔心
了。在外國看到孩子玩溜冰，都在
街上，而且有車會駛過，或者一玩
就是去到幾條街以外，作為代步。
在這樣的情況下，初學者也會戴個
頭盔，但很少再戴一堆護肘護膝，
因為十分妨礙自由動作。香港人玩
滾軸溜冰，多在一個小範圍的平坦
場地，不明白為何要這麼全套裝備上
陣。父母擔憂，孩子也會承接情緒，
於是更難學成。學一會，便放棄了。
安全固然重要，但太過保護其
實也是限制自由。孩子身不高，

筋骨也鬆，跌倒會痛，但康復很
快。若不跌，永遠不會學懂怎樣
站起來，亦沒有勇氣去嘗試不同
的東西。所以要跌要痛，就要在
年輕的時候嘗試。
中醫骨科也常說，孩子的正骨最容
易做，柔軟無比，康復能力高。這樣
的身體優勢，是讓他們早點跌跌碰
碰，磨練身心。發燒同理，很多父
母很怕孩子發燒、怕燒壞腦、怕辛
苦。但發燒其實就是鍛煉免疫系統
的時候，燒壞腦是另一種病——腦
炎，即使由西醫指引，原本退燒藥
也是用來紓緩病情，文獻根本上就
可用可不用。但現在父母太緊張，
醫生又迎合，便常常派退燒藥。
我記得小時候，我媽說我發燒，
去到急症室，護士也是替我洗暖水
浴，說孩子要燒，感冒才會好。現
在父母買齊裝備，精準的探熱器、
各類退燒藥及消炎藥等，孩子一病
就餵服，燒是退了，但都不是針對
病因的，便轉化成咳嗽、鼻水長
流、濕疹等等。
裝備足是好，但倒不如你帶孩子
多做運動、多曬太陽，要他早睡早
起。大家的焦點還是放回最基本的
基礎最好。

不知為什麼，我有
一種直覺，張潔獲全
國短篇小說獎的《從
森林裏來的孩子》，

有可能受到閩籍作家何為的成名作
《第二次考試》的啟發。
後者的主角所不同的是一個叫陳
尹玲的女孩子，也是參加音樂考
試。陳尹玲因前一晚她家附近發生
火災，她與居民奮不顧身救火，徹
夜未睡，影響了第二次考試。
兩個故事具體細節不同，也許是
巧合。
張潔在後來出版的11卷文集中，

決意把這篇小說與她的成名作
《愛，是不能忘記的》刪去。張潔
是一個有所追求的作家。
繼《懺悔》之後，她的另一個短
篇小說《雨中》也很吸引。這篇小
說統共不過4,000字，主要是寫被
隔離審查兩年後的楊瑩，終於獲專
案小組恩准回家探親，她要僱汽車
不受理反而無端惹來一頓辱罵。
楊瑩的心靈備受創傷，背着愈來
愈沉重的行李，冒着雨走在通往火
車站的漫長道路上。楊瑩正感到無
告和絕望之際，一個戴鴨舌帽的司
機出現在她面前，為她解了一次
圍，使她從厭世轉為戀世。後者如
「柳暗花明又一村」，峰迴路轉，
令人留下深鬱、明亮的意象。
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
可視為前一階段的代表作。這一個
短篇，所引起的爭論是空前的熱
烈，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老幹部與
鍾雨的愛情是否合乎道德的問題。
小說寫男女主角相遇在各自有家
庭之後。男的出於對老工人的感
恩，娶了工人的女兒；女的遇人不
淑而離婚，兩人相遇相愛。
男的為了妻子的幸福，更為了世

俗的道德觀念，割捨了這段愛情，
兩人相約：「讓我們互相忘記」。
後來老幹部在文革給「四人幫」

害死，女的從此鬱鬱寡歡，帶着到
天國去相會的念頭，快樂地死去。
因為在那裏，他們「再也不必怕影

響另一個人的生活」而割捨自己。
《愛，是不能忘記的》，在中國
大陸開墾出一塊愛情題材的處女
地，它形象地寫出一種不能獲得感
情的人生缺憾、理想與現實的矛
盾，並對現存的愛情觀和社會道德
觀念大膽地提出質疑。使人震懾於
作者窮於探索的巨大勇氣和無畏的
精神。
《愛，是不能忘記的》所抒寫

的，是一切可望不可即的刻骨銘心
的愛情，而這種愛情，卻是在一個
中共資深的老幹部和女作家鍾雨之
間發生的，又是那麼熾熱、深摯、
經久，難怪招來喋喋不休的評議。
有人認為這篇小說「宣揚男人背

棄妻子另覓新歡，女人企圖佔有有
婦之夫」、「居然出現了女人沉溺
於追求有婦之夫，男人則置自己的
妻子於不顧，去愛別的女人的東
西，這到底要把我們的青年引導到
什麼道路上去呢？」評論家黃秋耘
針對以上說法，嚴正地指出：「這
篇小說並不是一般的愛情故事。它
所寫的是人類在感情生活上一種難
以彌補的缺陷，作者企圖探討和提
出的，並不是什麼戀愛觀的問題，
而是社會學的問題。」
它之所以令人震慄，是作者的筆

觸深入人的感情最隱秘、最微妙的
地方，同時也觸動了具有兩千年封
建傳統的道德觀的最敏感的神經末
梢，這是使某些人感到大逆不道的
原因。
（孤獨的先行者──張潔，之三）

北京冬奧運動會已曲終人散，獎牌花落
誰家亦塵埃落定，留下的只有運動健兒們
腦海裏串串回憶，或是當時身處賽場的種
種感受。

有演藝人在內地的一位遠房親戚是這次冬奧的義工團
隊成員，每提及此事，她依然激動地說︰「心情超級興
奮、超級開心和感到驕傲。」
對親戚毛遂自薦為志願者又被選中，演藝友人表示是
感到驚喜，並不意外，因親戚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和俄羅
斯語，而且冬奧有很多幕後英雄，他（她）們來自五湖
四海，不同的國籍地區（包括多位香港年輕人），被分
派到膳食、房間管理、交通、科技支援、醫療隊等等的
義工工作崗位上。不少擔任義工的年輕人表示，北京冬
奧豐富了年輕人的社會經驗，終身受用！如以往做錯
事，總覺理所當然，「一味」想着有父母「包庇」。但
在冬奧這「大學堂」就更能學會承擔自己的責任︰「也
許全世界的電視台新聞報道、記者的鏡頭都聚焦在運動
員參賽時的表現上，不過鏡頭下運動員跟義工團隊的接
觸經常是歡笑聲不斷、曾一起嗨唱英文版《一起向未
來》；看見有義工用毛巾摺疊而成的「冰墩墩」，他們
大呼此手藝『太珍貴』而感動落淚，更不吝嗇向獲得獎
牌的各國運動員送上祝賀和讚美，呈現出競爭以外是友
誼，彼此散發着正能量及溫情。故此，參與北京冬奧的
運動員也好、義工團隊也好，體驗和經歷過的點點滴
滴，都不易忘懷。」
被分派到食堂的親戚有感而發地說︰「有外媒及外國

運動員刻意抹黑選手村膳食條件等問題時，也不用主辦
單位說話，已有不少各國運動員自行拍片在互聯網上載
點讚選手村的食物美味可口，以事實的一面打臉造謠作
假者，因基本上大部分各國的運動員都能找到喜歡的食
物，『公道自在人心』這句話說得真好！」

造謠作假者被打臉
全國兩會上周順利開幕，

同時北京再傳喜訊，國家藝
術基金首次面向港澳特區全
面開放申請公布結果，香港

有9個藝術項目入選，我率領的香港弦樂
團也榜上有名。弦樂團今年為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的「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
心」內地巡演，入選國家藝術基金「傳播
交流推廣項目」。
巡演計劃在今年下半年，到北京、上海

等內地城市演出，弦樂團的香港青年樂手
既準備了西方經典的樂曲，也將獻上中國
風的創作曲，以及香港流行名曲的串燒。
國家「十四五」規劃，定位香港發展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次巡演體現出香港
中西合璧的獨特文化藝術地位，最關鍵的
是我一直強調的，文化的根是承前啟後的
發展動力，尋找和堅守中華文化的根，始
終是融合發展的基礎。
當今的世界正處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

交織的影響下，表面上是政治經濟的角
力，本質上也是文化思想的衝突。上世紀
九十年代美國人塞繆爾．亨廷頓就曾提出
過「文明衝突」的理論，他認為文化方面
的差異是衝突的基本根源，未來主宰全球
的將是「文明的衝突」。而亨廷頓在哈佛
的同學、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早就看到
了西方和東方間的矛盾，8年前就曾預言
了俄烏衝突的爆發。因此在我看來，文化
的交流、溝通、理解、共融，對於未來世
界秩序的重建至關重要。

而中華文化的千年智慧一定能為世界的
和平安寧貢獻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的
精華——「和諧」思想。中國人提出的
「和諧」最早來源於音樂和諧，《左轉．
襄公十一年》中就有︰「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儒家後來提出的中庸思想，就是
「和諧」在現實生活的體現，講究「君子
和而不同」，追求包容不同而求大同。與
西方文化強調差異性、多元化相比，中華
文化更強調大局的和諧性。這也是讓世人
從更高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去看待一致
性和多樣性的關係。因此重構世界秩序，
就應該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尊重
彼此的文化差異，為世界上所有的人找到
一條和諧共融的持久發展之道。從這點來
說，文化藝術的交流，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都有更遠大、更迫切的現實意義。
文化的認同、價值的認同更促進團結，

「弦繫祖國心」對我們來說有更高的使
命。這次全國政協開幕式上，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代表常委會所作的報告中提出︰
「強化使命擔當：為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
努力奮鬥。」他強調「人民政協因團結而
生、依團結而存、靠團結而興。」、「以
協商聚共識、以共識固團結……」可見，
中國特色的政協制度就是來源於中華文化
之凝心聚力、和諧發展的傳統，而在新的
時代，團結的文化更應該發揚光大，我相
信中華文化的同心和諧，不僅造福同胞，
也一定會造福世界。

弦繫祖國心

最近看完一部特別
好看的內地電視劇
《人世間》，是一部

大時代小巿民角度的悲歡離合的故
事。此劇在內地大受歡迎，而所知
疫情下和一些喜歡內地劇集的香港
觀眾都追看，都愈看愈喜歡，都被
劇中演員的演出所感動。
這個劇描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

東北某地一個貧苦區中一個周姓人
家經歷的故事，父親到西南參加
「大三線」建設，大兒子響應國家號
召成為第一批下鄉知青。女兒為追
隨心儀的詩人遠去貴州山區，只留下
小兒子照顧家庭和母親。
《人世間》是由《人民的名義》
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李路執導，
此劇改編自梁曉聲的得獎作品，演
員包括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
桃、王陽、馮雷等。劇中人物眾
多，但關係並不複雜，就是周家和
左鄰右里的關係，那年代生活
困難，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
密切，互相幫助互相扶持，生
活在苦日子卻充滿了人情味。
全劇58集已經播完，但觀

眾仍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討論，
他們討論整個劇最特別的場
口、最感動的段落，之後討論

每個角色每個演員，當中個人特別
鍾愛演大哥秉義的辛柏青、演三弟
秉昆的雷佳音、演其妻娟兒的殷
桃、演多情暖男蔡曉光的王陽。他
們的演繹深深牽動着觀眾的心。觀
眾不止仍熱烈討論劇情、角色、演
員，還討論東北的背景生活，又討
論服裝布景，因為都是貧困家庭，
演員幾乎都穿上由母親長輩手織的
衣服，且更是拆了舊毛衣再編織，
這些都是大家說得很熱鬧的話題。
還要特別介紹主題曲，雷佳主

唱，歌詞令人難以忘懷：「草木會
發芽，孩子會長大/歲月的列車，
不為誰停下/命運的站台，悲歡離
合，都是剎那/人像雪花一樣，飛
很高，又融化/世間的苦啊，愛要
離散雨要下/世間的甜啊，走多遠
都記得回家/平凡的我們，撐起屋
簷之下一方煙火/不管人世間多少
滄桑變化……」

愛上《人世間》

堅尼地城最受街坊歡迎的麵包
店，上周一在門外張貼了一紙聲
明：鑒於疫情嚴重，本店將於2月

28日（星期一）起暫停營業，營業日期將另行
通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要知道，自從禁
足的消息傳出之後，各個超市裏的蔬菜、水
果、泡麵、餅乾、罐頭，什麼時候去都很難搶
到貨。大小麵包店裏的麵包，更是分分鐘就銷
售一空。有一日，我接連去了4間麵包店，居然
連一塊鬆軟的麵包也沒有買到。這個時候，最
受歡迎的麵包店居然關門大吉，可見，若不是
店裏染疫的人太多，日進斗金的好生意，怎麼
能忍痛無限期拉閘關店呢！
超市的東主說，有中央的支持，物資都供應
充足，只是染疫員工太多，沒有人手及時補貨
上架。推着空空的購物車，轉了一圈，看着貨
架上無人問津的袋裝麵粉，立刻淡定了很多。
畢竟，我身上還揣了一門能把麵粉變成烙餅、
麵條和饅頭的手藝。
兩周過去了，仍然沒有能買到西紅柿。倒不

是街市沒有貨，是西紅杮的賣相實在說不過
去，不是外皮青澀偶有飄紅，便是個頭比山東
大蒜還要小些，拿在手裏猶如握着硬邦邦的鵝
卵石，價錢也剛硬，閉着眼睛，也不願將就着
拾到籃子，索性不吃了。先忍一忍。

38名內地來援港的專業屠宰員來了多日，囿
於拍賣、屠宰等運作程序上的羈絆，一直無法幫
手宰牛劏豬。多天下來，市面上才有望新鮮牛羊
豬肉供應。無牛羊也行、無羊豬也行，連新鮮豬
肉都沒有得選了，那雞鴨魚蝦也行。先忍一忍。
最煩惱的，還屬頭頂上愈長愈長三千煩惱

絲。全港的髮廊停業快1個月了，想要剪髮，還
有排等。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可能是自己太想
剪髮，走在路上，會下意識去注意別人的頭
髮。常常看到，有男生兩鬢鏟得露出青皮，還
有男生的頭髮，一看就是新近修剪過的。按照
政府要求，髮廊早在2月10日就已集體停業，
也不知道他們的頭髮是如何打理的。後來看到
社交媒體上，有髮型師鑽了空子，提供預約式
上門服務。雖然聲稱事先會做好消毒，想想還
是抗疫事大。先忍一忍。
巴士司機中招的愈來愈多，光九巴一家公

司，已有超過2,000員工因疫情不能開工。運輸
署只好批准，104條巴士路線暫停服務，還有若
干路線縮減車次。站牌下趕着搭車出門謀生的
人，隊伍排得愈來愈長。來一輛車子，立刻擠得
水洩不通。車廂裏本就密閉，人人口罩護臉，
帽簷遮眼，擠得這麼近，心裏難免存着一腔焦
慮和忐忑。想想大家都不容易，先忍一忍。
家裏有人快測陽性，要打通政府的支援熱

線，簡直比中六合彩還難。身邊認識的人裏，
中招的少說也有幾十個了，能打通熱線並獲得
幫助的，寥寥無幾。其餘的都只能自救，或者
靠相熟的朋友送藥送檢測包，還有生活物資。
疏於社交的人，如果中了招，也只得裝作無事
之人，大搖大擺上街去搜羅物資。
上月25日，政府說要開通專門的快測呈報平

台，用來登記染疫提供服務。十天過去了都無
下文，別說要得到醫療救援，就是打工仔靠着
自救陽轉陰了，要向公司申請病假，連個有效
的憑證也無法拿到。在各方心焦的期盼之下，
平台總算在前天的傍晚6點宣告開通，頁面瞬間
湧入幾萬人，排隊輪候登記。想想也覺得無
奈，先忍一忍。
日日路過那間麵包店，看着一直耷拉下來的

捲閘門，想起以往每個禮拜至少要吃上一次的
花生醬麵包，忍不住嚥了嚥口水。
還是先忍一忍。

疫鬱

春光裏，籬笆旁邊一株柳，是春煦
裏的好溫柔。籬笆柳上，最宜燕剪
花，春燕從畦邊的薺菜花上匆匆掠
過，蒲公英花也笑燦了臉。鄰居的阿
伯修了一道綠籬，院落裏植幾株垂
柳，恰是迎春花開時節，一朵朵鮮嫩
似夢，如同孩童輕聲慢語地說笑着，

阿伯腳下的土地軟軟濕濕的，他像站在棉花
雲朵裏似的。
春天的水氣已經入了籬笆柳的黑黢黢的老

骨，化作了柳絲裏無盡的音符，以無形出有
形，像書畫家把心裏的舒暢搬到宣紙上一
般，意到筆成。北歸的燕子，啣泥築巢，以
河溪湖泊為據，以橋舫渡頭為紐，與平原花
田交錯，同農家村舍相依，門前小橋流水，
屋後桑柳成蔭。短柳如雨點，長柳若雨絲，
在煙雨中愈發青翠起來。
我心愛的玉蘭花，也要開放了，它們盛大
而榮光，真誠而純潔，一旦抬眼看世界，便
是如柳一樣的溫潤、如柳一樣的朦朧，甚而
帶着幾分風情，幾分曖昧。有朋友填了一首
「行香子」的春柳詞：柳挽朝霞，煙透籬
笆。似相識，燕剪春紗。曉園風軟，玉蘭夢
華。種一株桃，一畦韮，一亭花。得此生涯，
還復何賒。更拋卻，霧裏繁華。心遊物外，
意落平沙。或賦句詩，飲盅酒，吃杯茶。
是的，春日裏，深井活水最堪啜，澗澤春
茶味更真。春茶多嫩芽，價值高，可春茶往
往與春雨相衝突，只要一下雨，就出不了好
茶了。但雨天似乎是春天的專場，忙碌的燕
子來回忙碌着，都發生在雨絲斜斜的背景
下。春天裏無名的花兒一旦經了春雨，便在
向陽的渠坡悄悄地開着，那一簇簇金色或白
色的小小花朵，如一隻隻小手帕擦拭着春天
的馬達。它們是開得最早的野花，質樸、謙
遜、淡泊與善良。
「籬笆柳上燕剪花」與「巴山夜雨漲秋

池」是兩種不同的境界，「籬笆柳上燕剪
花」清純、嫵媚，展示的是生命初期的樣

子，「巴山夜雨漲秋池」深沉、飽滿，意會
的是生命中後期的深情眷戀。我一直感念
「籬笆柳上燕剪花」的簡單和美麗，恰好早
晨有兩隻喜鵲——彷彿懂得我心似的，牠們
站在籬笆柳的橫枝上跳動嬉鬧，但不是燕剪
花的姿態，牠們的身影被朝霞染成靈動的剪
影，在風裏輕輕地搖曳着。
籬笆柳的節奏是慢的，我懂得籬笆柳慢的
妙處，每一滴柳色都不是輕易染點的，而是
細細拿捏，是走心入定那種模樣的，不僅捕
獲了燕子、喜鵲的青睞，還營建的禪意蔥蘢
的場性。籬笆柳記載下長長短短的歲月，也
記載下人們的喜怒哀樂。燕剪花的節奏是快
的，但那份靈動並不影響靜靜品味，「燕剪
花」多麼優雅和形象的字眼，不可複製，不
留蹤影，清淡和自由中有着無限的流連，即
使燕剪花去了也有再來的時候。燕剪花的曼
妙，是轉瞬即逝卻能失而復得，只要你擁有
一顆喜愛大自然的初心。
春天來的日子裏，最喜歡「水邊柳色丁香
花」的境界。那些站立在水邊的柳樹，藏着
多少前世和今世的秘密。駐定腳步，潛入一
處僻靜的湖邊柳枝絲絛裏發一會兒呆。視野
裏的柳絲，如滿頭秀髮的少女，呈現瀑布般
的飛動柔滑。細看那些飄動的柳條，長長的
枝條上每隔寸許便生出一個嫩嫩的柳芽，柳
芽上長着四五片新葉，新葉當中托着一個毛
茸茸的花蕾。此時，山坡、溪邊、路旁的丁
香花花事正盛，芬芳襲人，因其高貴的香
味，被人稱為「永不消逝的青春回憶」。有
一首叫《丁香花》的網絡歌曾非常流行，
「院子裏栽滿丁香花，開滿紫色美麗的鮮
花，我在這裏陪着她，一生一世保護它。」
熏風裏，垂柳輕搖着纖纖柔柔的倩影，漂
洗了靈靈秀秀的眸子。丁香花恰似一顆柔弱
的心靈，不由得讓你去憐惜、心疼。那玲瓏
挺脫的紫色婀娜，每一瓣都有着自己的音
韻，彈撥和弦，傾吐憂愁。風吹過，散落無
數細碎殘花，如同淡紫色的夢輕輕落地。

水邊柳色丁香花，尋常風景輕輕過。柳絲
上的翠色、丁香花的香氣，嫩嫩的、沁沁
的。柳絲上的翠，是翠到正好的綠，既非亮
到晃眼，亦非淡到平易。丁香花的紫，愣眼
看去有些俗，但它紫得真誠、熱烈，以圓錐
花序表情達意，於是那小花小朵便在造景中
定格為心性。柳色已是這般好，而生在水
邊，舞在水邊的柳色，尤其妙不可言。湖中
的水綠綠的，泛着柔波，柳枝軟軟地垂向水
湄邊，綠翠雜錯，搖動交合，好似鋪着一面
柔膩的上等綢緞。水邊柳色因近水，翠而滑
潤，動而生影，乃春日裏醒目、養心的尤
物，又作為染水岸、翠園林的上品，就是那
些淘氣的小孩子扯幾條柳絲編個柳圈戴在頭
上，掐個柳笛吹在嘴裏，也覺得別有韻味。
推開窗，暖暖的陽光漫進室內，和煦的風
散發着樓下悄然綻開的紫丁香的幽香，不由
深深地呼吸着丁香的氤氳氣息。紫色的花瓣
在風中搖曳，多像婀娜嫵媚的女子，碎着步
子，撐着一把油紙傘款款走來……
融身在這生機盎然的春風裏，身後是流光

熠熠的碧水，頭上是婀娜多姿的柳絲，斜陽
下恬淡、溫柔、馨韻的紫丁香凝結着濃濃的
情，靜靜地綻放着花魂。是呀，丁香花開悠
靜，只為等人來讀。柳和丁香的生命是真誠
的生命，讀懂了柳和丁香就讀懂了一種徹
悟、靈透的人生。水邊柳色丁香花是自然之
物，卻包涵更為質樸的愛與堅強。質樸的愛
與堅強，需要用顏色和香氣去書寫。柳和丁
香的境界，人是不容易達到的。
如果一個人從冬天走來，總覺得眼裏灰撲

撲、心裏涼嗖嗖的，最好在春天裏經常走向水
澤，對着水、對着波光、對着空闊、對着浩
淼，還有什麼煩惱不能隨水散去的呢。再看一
看潤綠的柳絲、明艷的丁香，水邊柳色丁香
花——看多、看盡了，你心裏的春天就來了。

春燕柳色丁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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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過年一定包餃子，《人世間》
的合家歡劇照！ 作者供圖

◆日前，銅鑼灣
一間超市蔬菜和
水果區連一片菜
葉也沒有了。

作者供圖

◆心有丁香滿園春。（韓鳳平攝）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