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端多了一個「爸」

讀書日隨想
4 月 23 日是所謂的
「讀書日」，也大概是
真正讀書之人最嫌棄的

一天。因為真在讀書的人每天都是讀
書日，只有不讀書的人，才會特別在這
一天「到此一演」。而圍繞這一天，
必會有的那一整套應景套路，毫不意
外，毫無意義，只是擾了讀書的清雅。
比如一個最大的套路是各個機構必會
公布一堆眼花繚亂的「閱讀白皮書」，
有按地域統計的，有按年齡統計的，有
按性別統計的，有按職業統計的，還有
按媒介統計的，但唯獨沒有按內容品質
統計的。然後，在不知道都讀了什麼的
大背景下，各個統計的數字每年都在喜
人地增長——我們的人均閱讀達到
了××本！只是，並沒有人說得清，在
這××本裏，心靈雞湯、成功學、營銷
軟文、網絡小說、通俗文學等消遣式閱
讀佔了多少，而真正的嚴肅閱讀到底還
剩多少？
消遣式閱讀可以，但不值一提。
再比如另一個套路是經常會有媒體
渲染互聯網時代對實體書的新型拉
動，把「讀書」這件事非要賦予時代
的時髦，並認為是在進步。比如前幾
年的手機、平板電腦將紙書化為電子
書，到最近很熱門的「直播間賣
書」。但這些真的是進步嗎？這些，
又真的和讀書有關係嗎？
當我們讀書時，我們其實是在幹什
麼？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
裏曾提出，人們學習閱讀時，是在學
習用自我約束挑戰身體和頭腦。順着
一句句、一頁頁學習修辭、尋找隱藏
的邏輯。能碰撞思想的有抵抗性的閱
讀顯然是嚴肅閱讀的精髓，也是讀書

這件事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但很明顯
的，5分鐘內能在微信、微博、小紅
書來回切換三遍，上個廁所的工夫能
刷完10個公眾號的手機閱讀並不能企
及這個意義和價值。
碎片式閱讀可以，但不值一提。
至於直播間賣書，主打的都是價格

戰，「《克拉拉與太陽》原價68元，
今天直播間只要九塊九」、「一塊錢
團購《三國演義》」、「這麼厚的書，
一杯奶茶錢而已，買它！」在主播的
聲嘶力竭下，「寶寶」們上頭地「進
貨式」買書，「一下買了17本」、
「囤貨了」、「太划算了」……
直播間買書可以，但它和閱讀毫無

關係。
所以這就是讀書日之於讀書人的嫌

棄。真正讀書的人，不會在意讀書
日、不會拖着空箱子逛書展、更不會
蹲點刷直播間，他們只會三天兩頭泡
樓上書店，他們迷戀紙本書籍的觸
感，哪怕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
他們的手機不是延伸的器官，但豆瓣
書影音頻道卻是他們半個精神家園。
最後說回讀書日本身，其實這個節

日正確、完整的名稱叫「世界圖書與版
權日」，所以，與其在這天表演讀書，
倒不如關注一下打擊盜版的問題。又
或者，小狸更喜歡有關這節日起源的
一個故事：說該節源自西班牙加泰羅
尼亞地區的情人節風俗，男人在這一天
會送給喜歡的人一支玫瑰花，而被送花
的女人則會回贈他一本書。
想追我嗎？先做個有內涵的人。
看，無論是保護版權，還是「玫瑰與
書」的情人節，是不是都比不讀書的
人演讀書要有意思多了？

上回為《給十九歲的
我》這「最佳電影」算
一算糊塗賬， 10 年
3,652 天只得 8 萬多小

時，開三四條「生產線」不眠不休才
可以湊足30萬小時的素材！按常理判
斷恐有灌水「篤數」之嫌。
廿一世紀辦學要善用「社會資源」
（Community Resources）。簡單來
說，就是讓家長和校友出錢出力。香
港有些中學歷史悠久，校友不乏富貴
名人，籌款巨萬來擴建校舍、購置教
材或贊助活動都輕而易舉。
這事的第一奇，在於原該是「歌德
式」（歌功頌德）廣告宣傳片，莫名
其妙地變成電影人追求藝術成就的
「劇情紀錄片」。張導未免任性和公
私不分，校長則讓學校的名號給亂用
了。香港絕大多數中學校長與教師都
是大半輩子只幹過教育這一行，對人
情世故可能不甚通達，不會做生意倒
是正常。可是校長也不能接受過於慷
慨的「社會資源」呀！香港的中學經
常會邀請演藝界名校友參加什麼建校
若干周年演藝晚會之類的活動。中學
生在校能有幾年？節目頂多一至兩年
就要完事，校方不可能要求校友如同
正常上班那樣工作三數個月之久。這
份「人情債」怎還？
張導如果以校友身份報答母校栽育
之恩，私人奉獻價值數百萬，甚至千
萬港元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正常合理。
曾有香港藝人退休後連「棺材本」都
捐贈到教育事業去。但是找一大票與
學校無關的行家無償付出，就不近人
情了！十年辛勞不付工資，按常理推
測只能是張導「拍膊頭」消費自己的
「人情牌」。這「紀錄片」若是個小

孩，可以說校方（或前校長）和張導
就是「親生父母」。問題是：「師生
家長校友是否早知道郭導的存在，又
怎樣看待一個與學校看來沒有淵源和
交情的聯合導演參加？」參演的同學
都信任「大師姐」，家長則信任校
長。現在《給十九歲的我》好像忽然
平白多了一個郭導當「爸爸」的跳出
來爭「監護權」，這事焉能不亂？假
如張導付出10萬小時辛勞，那麼郭導
沒花8萬，也得貢獻3數萬小時吧？否
則他怎能是聯合導演與張導平起平
坐？若只是副導、助導又哪能有發言
權？所謂「無功不受祿」，校方怎樣
償還郭導的「人情債」？在頒獎禮上
郭導的發言流露出有「先斬後奏」、
「霸王硬上弓」的意識，大家可以嗅
出日後爭奪公映權的「硝煙味」吧！
以上的討論只涉及已在枱面上的資

訊，如果把香港電影圈某些枱面下的
潛規則全都抖出來，所有「涉案人
員」或會越加尷尬。
筆者多管閒事，亦不能只批評而不

提解決方案。鑑於校方和張導有過太
多「不食人間煙火式」的失誤，辜負
了學生和家長的信任，原版《給十九
歲的我》只能取消作廢！但是校方和
張導又怎樣賠償給無端參與、無辜受
傷的郭導這「第三方」呢？據說「此
片拍攝長達10年之久，影片素材有30
萬小時，張婉婷用了3年時間，剪輯超
過6個版本，最後輯成現在136分鐘的
電影版」。這就好辦了！「三方」理
應給6位女孩多一個機會決定是否退
出，重新剪接後就可以公映個飽！
這樣誰要名、誰要利、誰要（隱
私）權、誰要（侵死人的）愛，都各
得其所，皆大歡喜了！

香港在職婦女多，不少港媽會聘請外傭照顧子女。
但無論菲、印外傭，有些是家庭得力助手，有些卻和
主人不咬弦；所謂人夾人緣，有些僱主不信任外傭，
在家安裝攝錄機來監視她工作，有些僱主抗拒外傭，

常抱怨外傭幫不了忙，主動性低哩。
其實不少外傭，認為不做不犯錯；人離鄉賤，我有同理心，將心

比己，明白同一屋簷下生活，彼此宜互信互諒，方可和諧相處。我
相信良好的僱傭關係要雙方建立，我對待印傭安娜親如家人，我信
任她工作盡責品性好，留港工作24年，見證我一對子女成長、女
兒結婚；2022年尾退休時，我支付了她很大筆長期服務金哩！安娜
對家人朋友都稱，她遇到我這好僱主真有福氣！
數年前自老爸仙遊，我姐妹倆為照顧獨居母親聘請了印傭阿田，

誰知老媽每天不斷致電訴苦，埋怨工人不懂煮又馬虎……細想年邁
老媽抗拒阿田的原因，是她自己打理一頭家幾十年，有自信，烹飪
好，覺得家中廚房是她的地頭，不容外人佔據入侵，我妹明珠想到
暫搬去陪老媽同住，可充當調解員！
阿田略曉廣府話，妹妹特意教她學操作電視頻道，陪主人看粵語

長片！老人家其實不易侍候，妹妹讓阿田為老媽打熱水泡腳足浴，
並替她按摩，依時餵藥，多和老媽相處，投其所好，有耐性地陪她
看電視粵劇；母親與阿田漸建立感情，日子久了見功效，相處下來
對印傭的依賴心漸強了，磨合大事方告平息。
我家安娜今已退休返印尼，我現和新工人正面對磨合難題：由於

良人突然中風，我因急等工人用沒揀擇，聘來的印傭雖曾在星馬打
工，原來她只會說馬拉話而非英語，連簡單的英文也聽不明，又不
曉廣東話或普通話，真難溝通！
她到達我家已三周，平時工作主要為照顧中

風男主人及日常清潔；我事前不警覺她的語言！
她到家我一切要由零教起，照顧男主人，我讓她
跟着示範做，也常犯錯！幸好有聰明妹妹想出辦
法，她吩咐阿田陪我新工人同一天放假，讓阿
田教她本地工作現況，借她一本好書「圖解印中
語句」，鼓勵她睡前對書自學常溫習；又點撥
新工人與男主人建立信任感，投其所好，耐心
照顧面對。妹妹說過，如我家新印傭有什麼難
題，每次都可電聯找阿田，她會直接用印尼話指
導新工人，助她盡責做好。期望她早日適應！

細說外傭 家庭助手
今年DSE的中文

試卷，作文題目的
第一個，便是《一
次令我百感交集的

聚餐》。不知道有多少學生選了這
道題目，但這個題目本身，卻結結
實實地令我這個做老師的百感交
集。這是一個看起來很容易，但又
很難寫好的題目。關鍵當然不在於
審題能力、構思技巧、成文速度，
而是在於它貨真價實地考到了教育
的本質：能不能教會學生，做一個
有感情的真實的人。
我認識小霖時，他讀中四。我

發現，這個男孩子的記憶力非常
好，我在中文課堂上講解的文章，
不論是現代文還是文言文，只要我
說「這些段落很精彩，熟讀的基礎
上背下來，一定很有好處」，他就
一定會背誦下來。中四上學期結束
時，我推薦了一篇文章，七八百
字，我建議學生們可以利用寒假的
時間背一背，到了春節後開學，30
多人的班級，只有小霖一字不落地
背出來。但課堂上的他，除了這個
特點，讓我幾乎再無其它印象。我
想了半天，才明白，這孩子不太喜
歡互動和交流，老師和他之間，是
典型的「任務式」的接觸。
我當然知道每個孩子在成長期

間都會有不同的性格。但這麼聰敏
的學生，如果不能多一點主動的熱
情在情感交流上，那麼他的人生或
許會錯過很多原本可以豐富的機
會。於是，前些天去北京開展傳統
文學研學活動，我特意把他加入了

名單裏——本來，他的班主任在
選學生的時候沒有選他的，給出的
理由是：「他報名了。但這孩子有
些冷漠，怕是會寒了這個活動的
『初心』。」我有些不甘，便私下
問小霖，想不想參加？他說了一個
字「想」。我就專門申請多一個名
額給了他。
在北京的日子裏，看故宮、遊

天壇，風土人情、古代建築，小霖
和其他學生差不多，很開心。有記
者採訪，我還專門讓小霖和記者也
聊了聊。
上個星期，記者採訪後寫的文

章發表了，裏面寫到了小霖和其他
幾個同學作為採訪對象談到的對中
華傳統文化的認識。我把文章發給
了全體參加活動的同學。大家都在
群組裏面表達了開心，有的還把新
聞鏈接興奮地發在了自己的社交媒
體上。唯獨小霖，發來的是一個
「發呆」的表情，接下來是這樣幾
個字：「怎麼還有我……」然後
就沒有然後了。
我有些啞然。或許這也是新世
代年輕人的一個特點吧：他們一出
生，就已經是電子產品盛行；不需
要與人有過多的交道，也一樣可以
活得很好，他們有虛擬的世界；他
們可以最大程度地忽略人情世故甚
至基本的禮儀禮貌……可是，作
為人類，我們難道不應該教育我們
的後代，做一個有感情、對世事有
洞察、對人情知冷暖的人嗎？再看
今年DSE的中文試卷，我不禁又
一次「百感交集」起來。

百感交集

因新冠疫情嚴重影響
前兩年度學校正常運
作，延誤了學生的學習

進度，因此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取
消了中文口試及通識科校本評核。
2024年中學文憑試的考生亦不會再考
核中文說話能力，以為該屆學生騰出
更多課時。希望這只是短暫措施，在
學生正常上學後，考試也回復正常。
當局決定暫時取消中文科口試，我第
一時間便想到對讀寫障礙學生的不公
平。本港衞生署資料顯示：本地約有
10-12%兒童患有讀寫障礙。當中70%
屬輕微程度，20%為中等程度，餘下
10%則屬嚴重程度。這些學生的特徵
是：口語表達能力較文字表達為佳；儘
管不斷溫習默書時仍寫不出來；抄寫時
常多了或漏了筆畫；寫字時左右或上下
倒轉；寫字時尤其易疲累需花更多心力。
本港患有讀寫障礙學生為數之多是
令人意外的，老師們便知道這些學生
幾乎在每一班也有，但教育當局在這
方面照顧明顯不足。香港的教育制度

是偏重默寫，學生能寫出答案才叫懂
得。識得而寫不出的等於不懂得，便
直接在考試機制中被淘汰了。
以香港這偏重寫的考試標準，一定

埋沒了同樣患讀寫障礙症的天才，包
括達文西，愛因斯坦，畢加索，美國
3位總統華盛頓、約翰甘迺迪、喬治
布殊，李光耀，蘋果創辦人喬布斯，
維珍航空創辦人布蘭森……
法國的教育制度一直以來無論什麼

科目都是口試與筆試佔分各半，所以
培育出自信，能言善道的一代又一
代。而香港的年輕人，常缺乏站出來
表達意見的勇氣和自信，許多人在友
儕間能滔滔不絕，但要求他獨自站起
來說同一番話，便會顯得害羞、緊
張、腦袋空白，是教育培訓問題。大
機構招聘常以小組辯論選才，港生較
易輸給外國和內地生。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使用語言還是
文字較多？面對人群時我們是先講還是
先寫？未來世界是言語還是文字先行？
請香港教育當局在制定策略時三思！

取消中文口試之弊

最新一期的《小姐不熙娣》訪
問了張艾嘉，我因為很喜歡這個
女演員，就看了一部分。當中有

一個片段在聊飲食，張艾嘉就說她最拿手的廚
藝是做麵食，因為她是山西人。這個答案對我
來說有些猝不及防。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賈樟
柯之所以在《山河故人》當中邀請張艾嘉出演
也許有部分原因在於她是一個山西人。而《山
河故人》中自小就離開故土的小男生長大之後
居然就愛上了這個可以做媽媽的英文女教師，
這多少有些出於對母愛的需要。
同樣的情節還出現在張愛玲的《茉莉香
片》，一個男生發現自己愛上自己的國文老師
了。因為他是自己去世母親的前男友。他因為
太厭惡現在這個冰冷的家，在思念自己的母親
的極度渴望當中竟致移情到了一位與他母親相
愛的男性的身上，並產生出有些令人詫異的劇
情。所以這種來自情緒的依賴一直以來都只關
乎內心情感，有時，它甚至可以超越現實之間
的物質關係。
《山河故人》當中米婭（張艾嘉飾）和張到

樂（董子健飾）的那段忘年戀就是脫離於外在
直觀的存在，一種情感對應到情感的需要，以
表明情感需求的多樣性和反世俗。而張艾嘉是
一個山西人，這多棒啊！她的現實身份讓這個
人物具有了雙重肯定的隱喻狀態。在一個叫做
祖國母親的隱喻當中，一位少年戀愛的理由或
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渴望故土。
儘管賈樟柯在電影當中從未透露出張艾嘉是

一個祖籍山西的人，他在採訪中也總是聲稱他
看中張艾嘉的知性和隨意。但是就在我看完這
部電影的幾年以後，在一個十分無聊的綜藝節
目當中，當張艾嘉不經意間說出自己的祖籍之
後，我一下子就對賈樟柯的愛增加了更多。其
實在此之前我就一直傾慕他的才華，但這會兒
則覺得他作品的上乘不僅僅是天分使然，還有
各種精緻的設計。因為即便是在這個也許旁人
永遠無法知道，或者甚至很多人根本不關心的
細枝末節，賈樟柯都做到了。一個關於山西的
故土，因異國他鄉的女子的身份得以具體化。
更確切地說，還不是這個女子，而是扮演她的
演員的身份。一種完整性在精神上和身份上達

到了統一，在外在的表象和背後的關係當中一
一對應。
賈樟柯是一個依靠鄉土和直覺封神的導演。

他最可敬佩之處在於可以通過鏡頭語言原現一
片土地上的人和物。在這塊看似平凡的土地
上，生活着一群同樣平凡的人。然而他們是不
平凡的，因為他們有愛、遺憾和牽絆。賈樟柯
將平凡之物與平凡之人對應起來，而不是令平
凡這個抽象概念脫離於生活。這是賈樟柯如此
注重本土性的原因。他描繪了一個街頭小偷小
武，他生活在山西的人際關係當中。他用了一
個叫做趙濤的演員，因為她展現出來的表演無
損一種鄉土氣息，甚至還在加強。她那明顯帶
有粗糲的真實的表演是真實本身的樣子，這是
讓專業作為完美的標準這件事受到挑戰的一個
最佳典範，一種以真實作為審美意識，甚至連
真實之中的粗野也不避諱地包容進來。在這樣
的藝術原則下，賈樟柯避免了理念和精神性的
孤立無援，理念因為賈樟柯對物的不排除發展
出濃濃的故事，就好像它真的發生過。
張艾嘉是一個山西人，這真棒！

張艾嘉是山西人，這真棒！

懷念我們的青春
我們是被上天眷顧的一代人。我

們繼往開來，有趕不完的路、望不
盡的天涯。當俊美的臉龐爬滿了歲
月的滄桑，你追着風，我追着你，
我們一起奔向遠方。
當年高中畢業時，我們十八九

歲，青春煥發，朝氣蓬勃。揚在臉上的自
信，長在心中的善良，刻在生命裏的堅
強，一路茁壯成長。
為了參加高中同學會，同學們從四面八

方趕來，遠的從北京、深圳、福州、廈門
各地出發，近的從泉州、三明、龍岩、連
城各鄉鎮起步，目標直抵冠豸山。20年以
來，我初次回縣城，頗有「少小離家老大
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之感。歲月如歌，
往事歷歷，想到即將見到眾多闊別已久的
老同學，激動又忐忑。
時光飛逝，同學們已步入中年，而拍起

集體合影，猶如當年青春年少時拍畢業照
一樣歡呼雀躍。儘管同學們職業各不相
同，人生閱歷千差萬別，但此時此刻，大
家沒有職位高低之分，無貧賤富貴之別，
只有久別後的重逢喜悅，只有道不盡的同
學情深。那個遙遠的農忙後的夏末，我挑
着小木箱、被子、草蓆、臉盆等生活用
品，搖搖晃晃踏上通往縣城的班車。滿懷
人生憧憬，第一次遠離家鄉，我風塵僕僕
地叩響了連城一中的大門。
高中學習充滿挑戰，拚搏與夢想並存。
對千百萬人爭奪獨木橋的過程記憶猶新，
在沒有硝煙的戰場，壓力無處不在。不管
考場多麼艱難，同學們依然保持樂觀心態
和固有的純真，課餘愛逗的逗，該笑的
笑。人生在世，有成功，有失意，沒有誰
十全十美，沒有誰天生不凡，唯有歷經千
錘百煉的人，才能立於世界的巔峰。
記得，我們課間常倚靠在教室外的走廊

欄杆上，對路過的女生評頭品足，悄悄給

她們起外號。活潑奔放走路帶風的叫「搖
擺」，默默寡言性格沉穩的稱「老奶
奶」。有些膽小的女生見到齊刷刷列隊式
的男生們，嚇得小兔子賽跑般快速通過這
段「危險地帶」。「你肯定是黃春香，發
福了呀！」「羅小強，你變成光頭強了
喲！」「白面書生，遠遠就能認出你，劉
燦輝！」李丹紅、楊漢華、羅炳崇、傅環
葉……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一串串燦
爛無比的笑容，一段段溫馨浪漫的回憶，
凝聚成了一幅幅溫情如初的畫面。
那些寫在日記本上青澀逗趣的臨別贈言

還清晰可見，畢業前相互贈送的黑白照片
還靜靜睡在舊相冊裏，少男少女的歡聲笑
語還纏繞於耳，惺惺相惜的時光恍然如
昨。重逢之日，驚喜交集，老同學新英
姿，音容笑貌浸透着滿滿的親切。久違的
臉蛋，褪去了稚氣，增添了穩重。「馮
鞏」羅長斌蓄起了濃黑的大鬍子，「老
鼠」黃茂靖仍然俏皮萌趣。見面的瞬間，
逐張面孔便立刻溫故而知新。從當初的稚
嫩懵懂，到如今的成熟穩健，身形雖已初
現福態，但從未改變的，是當年笑逐顏開
的欣喜相逢，是永不磨滅的同窗情懷，是
漫漫求學路上結下的深情厚誼。
「流水不因石而阻，友誼不因遠而
疏。」只有親身參與其中，方能體味重逢
的喜悅與甜蜜，領略不管分別多少年，隨
時一通電話、一聲問候、一個眼神就能勾
勒出的熟悉名字和甜美笑臉。我們不為世
俗所縛，不為繁華所累，不為幽情所迷，
不為惆悵所失，閱盡人間春色，坐享同學
歡笑，何羨流水飛花。
集體照拍攝完畢，大家到雅廳集合開座

談會，由陳曉麗同學主持，她和當年一樣
口齒伶俐、從容可愛。全班點名時，她唸
到誰的名字，誰就起立、招手，響亮回應
一聲「到！」同學們鼓起最熱烈的掌聲。

「那時的我們擁有/沒有污染過的清晨/
滴滴答答的秒針/卻留不住一個黃昏/曾經
的愛很簡單/不需要費力的眼神/牽手走過
無人山崗/想時間再慢幾分……」一曲《懷
念青春》，大家齊聲高唱，全場激情瞬間
被點燃。
座談之後，酒會開席。舉杯相敬，杯杯

真誠。敬酒則喝，乾杯則飲。無限濃情，
盡在酒中，大有「為君狂，醉傾城」之
勢！席間小憩，自由互動。有的擺Pose拍
照，有的緊緊相擁，有的攙扶着竊竊私
語，有的手挽手喝交杯酒，有的使勁高聲
喝彩，有的悄悄傾訴曾經的思戀……滄海
縱變桑田，行萬里懷舊戀，情到深處，心
扉大開。有些女生，柔情迸發，喜極而
泣，淚花斑駁。有些男生，豪氣沖天，你
來我往，一醉方休。不管時光怎樣地逝者
如斯，沖刷不走的是濃濃的同學情義！
酒會結束，同學們意猶未盡，又興致勃

勃一起去K歌，似乎要把多年離散的遺憾
一次性彌補回來。《同桌的你》、《心要
讓你聽見》、《我的未來不是夢》，一首
首經典懷舊歌曲，同學們傾情合唱，立刻
又把我們拉回到校園時代，集體重溫書聲
朗朗的青葱歲月。畢業後的一個轉身，每
人各奔前程。相知無遠近，舊識心中藏。
舊情老景，朝花夕拾，26年的別離，若隱
若現的思念。短暫的同學會，我們收穫的
不僅僅是團聚時刻的酣暢快感，開心坦蕩
的親切笑容又一次深深鐫刻在彼此腦海。
我愛春天的花和秋天的雨，它們雖然來去
匆匆，卻完美地展現了自然的生命和美
麗。人在旅途，風雨兼程，花開花落，不
負韶華。就在這裏，等霧散、等雨停、等
你來，我們待你眉眼如初，笑臉如故。夢
想不會蒙塵，英雄不會遲暮，記憶中的
你，胸中有丘壑，立馬振山河！
相見時難別亦難，懷念我們的青春。

人
生
憑
闌
處

人
生
憑
闌
處

童心童心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

潘國森潘國森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

余似心余似心

網
人
網
事

網
人
網
事

狸美美狸美美

劉劉征征

信
而
有
征

信
而
有
征

心
窗
常
開

心
窗
常
開

潘金英潘金英

百百
家家
廊廊

吳
志
發

A13

20232023年年55月月11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3年5月1日（星期一）

2023年5月1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葉衛青副 刊 采 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印傭和老人家。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