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刀郎超越鄧麗君

香港小孩不哭鬧（下）
「每次坐高鐵，
車廂有幾個孩子，
落座5分鐘內就會知

道。」上一次，由內地高鐵上愈發
尖銳的「熊孩子矛盾」，說起香港
小孩在公共場所為什麼能普遍保持
安靜乖巧——小狸總結有兩大原
因：鮮有「熊家長」和沒有「熊環
境」。上次聊了家庭教育的作用，
那這次就接探討下學校和社會的
影響。
香港家長在培養公共場所小天使
方面普遍不熊，並非是天賦異稟，
而是有社會氛圍在長期影響，以及
有社會機制在全面助力。
在香港，兒童上幼兒園前還有一
個「學前預備班」，俗稱N班。曾
有港漂寶媽分享經驗說，她女兒2
歲時上了N班，班裏都是差不多大
的孩子。雖然年齡小，但老師已經
在引導如何排隊、收拾玩具、上課
坐好不說話等等公共規則。而且老
師明顯經驗豐富，只半個學期，大
部分孩子已經都可以做到這些要求
了。不止如此，對於相對特殊的孩
子，比如該名寶媽說她女兒快4歲
了還不能「乖乖坐好」，老師就會
採取進一步措施——反饋給學校，
學校再反饋給教育局，政府之後會
進行評估，看是否存在「過度活
躍」等生理或心理問題，以便及早
干預。與此同時，很多學校都會有
駐校社工，會特別留意這些特殊個
案，並及時介入協助。
另一位寶媽分享了孩子讀香港幼
兒園K1時的經歷。K1的入學年齡

是2歲8個月或以上，寶媽說，親
眼看到班上香港本地或者外國這
個年齡段的孩子，在面對玩具的
時候，並不是二話不說直衝過去
「展示天性」，而是望住父母的
眼睛「等待那句，去玩吧」，並且
在遊戲時間結束後馬上收拾好玩
具，沒有半點拖拉磨嘰討價還
價。這位寶媽說，香港的幼兒園
基本都是「快樂學習」，但也一
定會讓孩子懂得這個快樂是在規
矩之下的。也即，「能遵守規
矩，就能享受自由」。
這是健身減肥外的另一個版本的

「自律使人自由」，而這也正是香
港所有人都在遵循的公共關係法
則，不管是兒童還是大人。這個
法則，在不同的表述裏，也被叫
做「知分寸」、「邊界感」以及
「不給別人添麻煩」。也所以，對
於心智不成熟的幼童，父母將其帶
到公共場所前，一定會提前教育
好，萬一真出了狀況，也會竭盡全
力解決——可還記得上期餐廳外
旁角落裏嚎啕大哭的嬰兒？那正
是父母在餐廳內哄不住時做出的
進一步處理。而這一切反過來也
一樣成立，也即我不打擾你，你
也不要打擾我。我給你自由，也請
你尊重我的自由。也所以，當熊孩
子出現了，「哪怕TA還是個孩
子」，但港人也會第一時間發聲和
表態，不隱忍不縱容不積怨氣，按
規矩來才是高效的解決方法。
並不是港人冷漠和嚴苛，而是捍

衛我的自由正是捍衛你的自由。

世事總是常會出
人意料！一向認為
當年鄧麗君受中國
歌迷歡迎的程度，

已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萬萬
料不到二十一世紀過了五分之一
後，會有流行曲唱家的成績還超越
了「小鄧」（鄧麗君）！
本文見報之日，正值中華人民共
和國慶祝成立74周年。新中國成
立之後，不少舊日的生活方式暫時
退潮，流行曲與其他以上海為基地
的娛樂事業都大受影響。上世紀三
十年代上海歌后級名唱家如姚莉、
吳鶯音等都去了台灣或香港發展，
延續「國語時代曲」這一獨特的藝
術形式。
建國30年後迎來劃時代的改革
開放政策，舊日夜上海的名曲再
傳遍神州大地，其中影響最大的
當然是來自台灣省雲林縣的鄧麗
君。小鄧父母祖籍分別在河北和山
東，可惜天不假年，她無緣見證中
國史無前例的扶貧成績和全方位高
速發展。
鄧麗君翻唱舊歌，以及解放後港

台以至南洋地區的新曲，已成為時
代的集體記憶。鄧小平（鄧公）是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指出要改革
開放，就要拋棄許多固有的思想包
袱，因此內地人白天工作時要認真
學習鄧公的講話和他提出的建設藍

圖。至於晚上，因為當年物質條件
所限，聽聽流行歌已經是難得的娛
樂。音樂能夠陶冶性情，是每一個
中國人都知、都會講的金句。鄧麗
君的鶯聲燕語，撫慰了一兩代中國
人的心靈。
然後，新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道

路有順有逆，文化事業、娛樂事業
都在不停演化進步。筆者便感覺鄧
麗君當年遇上的天時、地利、人
和，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很難複
製。畢竟人們在工餘消遣有了更多
的選擇，消費者除了聽歌唱歌，還
可以看電影電視和進行林林總總的
文化藝術活動。豈會再全中國人都
一起聽流行曲？
不過世事真的難料，誰又會想

得到刀郎在 2023 年 7 月一鳴驚
人，一曲《羅剎海市》到月底在
全球網絡播放量已經多過人口總
數！兩個月後的今天，更是以百
億計了。此曲的成功，除了刀郎
的作曲、作詞、演奏和演唱都有
上乘水準，曲詞能引起廣大中國
聽眾的共鳴之外，更坐上了「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順風車！今
時世界許多國族的人民都在學中
文，故而更有能力欣賞中國的文
化藝術作品。這天時地利人和的
匹配，原來已超越了小鄧。當年
全中國都聽小鄧，今時全世界都
聽刀郎！

在全球迎國慶的好日子，非常高興見到《青草湖》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和大家見面了！
《青草湖》是一本特別的閃小說和小小說選集，收錄了來

自五湖四海不同作家約百篇的作品，特別感謝名家莫言，大
力支持惠賜佳作閃小說，拙作及妹妹明珠的新作俱也入選書中，我們寫的
兩篇閃小說，與莫言不約而同取材皆與「手」有關，同題不同寫法，能試
一題多寫之挑戰，我姐妹倆創作能與莫言同列書中，與有榮焉！
非常感謝主編筆嘴老師，歷經重重困難為約稿集稿選稿奔走，徹夜編

輯，慧眼耗費精神，勞心勞力，和全體作者同心協力，忙碌校對；《青草
湖》如錦書終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在迎國慶的好時機，能出版
這樣一本特別優質的小小說選集，非常值得祝賀。
主編筆嘴是中國閃小說十大新銳作家之一，他與莫言同一家鄉，是高密，
亦是莫言研究會會員。他引述梁閒泉的閃小說《金銀銅口訣》，都是很好
的創作學習要領，筆嘴的寫作心得令我特別有感悟：我寫作時，一邊寫一
邊好在腦海裏畫畫，一邊寫一邊好想像一些動作……我寫作文中的每一個
主人公，我完全以一個演員進入角色的態度來寫，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完
完全全要進入角色，寫一條狗我也要進入狗的角色，在什麼天氣下，在什麼
環境下，這條流浪狗的角色，夾夾尾巴，嗆嗆毛，溜溜身子，驚恐、
貪婪而無助……動感、畫面感、如臨其境感便躍然紙上了。（寫在後面的
話）《青草湖》的出版有兩重大意義︰第一、它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小小說作
家的合集，雖然我們相隔異地，彼此並不相熟，但可神交於文字的平台，可
以文會友，情誼可貴；這次的新合集出版誠
為很成功的嘗試，對於今後進一步的再合作
出版合集，有了好開始。
第二、《青草湖》是一本充滿特色的閃

小說及小小說選集，內容取材及手法多
樣，文學性很濃郁、很豐滿。我們可以藉
此選集從中研究和尋覓其文學上的共同特
色和各自獨特之差異，相互切磋，以提升
水平。《青草湖》內容想像天馬行空，寫
法不拘一格，大膽創新，使人讀後耳目一
新，充分表現了大家對文學的深沉熱愛，
令人感動又共鳴！正如筆嘴所說︰生活上
的不可能，恰恰能成為藝術上的可能，這
才是藝術的奇妙。我祝願《青草湖》出版
圓滿成功，一紙風行。

《青草湖》好書迎國慶
中秋節前的那天

晚上，Joe 仔約我
在圓方碰面。電話
裏問「有咩事」，

他嘿嘿一笑，說見了就知，還信
誓旦旦地保證絕不是整蠱我這個
「編外老師」。我並不在他的學
校任教，3年前在一個社會公益
的師友計劃裏相識。我們經常利
用周末的時間約出來吃飯、行
山，或是單純地喝杯咖啡聊聊
天，他給我講學校裏的趣事，我
給他講我工作中的煩惱。我們亦
師亦友，成了「忘年交」。轉眼
Joe仔就進入了中六，我和他的見
面少了許多，偶爾會在周末時為
他補習中文。每次補習完，我們
似乎有聊不完的話，以至於Joe
仔每次都大叫「要遲到了」，然
後一路狂奔去下一個補習課。就
這樣看Joe仔從15歲到17歲，
一天天地長大，一天天地懂事；
而Joe仔也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
一員，是學生，更是家人，我們
相伴前行，我內心裏平添了許多
慰藉。
到了港鐵九龍站，Joe仔早已在

之前經常喝茶的門店前等我。他
像變戲法一樣，從身後拿出一個
大盒子，用塑膠袋包裹，遞給
我。我接過來，沉甸甸的。將盒
子取出來，哇，原來是日本和歌
山縣水蜜桃！我只是有一次在講
到一篇散文時，聯繫到文章內
容，無意中提到我最愛吃這個地
方的水蜜桃，他竟然就有心地牢

記了！Joe仔見我欣喜不已，他也
十分高興。我嗔怪他不該亂花
錢，他說這是全家人的一點心
意。他還說︰「老師，你看，這
是『桃』，我姓『李』，送給你
這樣一份節日禮物，是不是很好
的意頭？你桃李滿天下，真光
榮！」這一刻，我內心的激動、
感動無以復加。多麼好的學生！
漢代韓嬰《韓詩外傳》：「夫

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
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
葉，秋得其刺焉。」君子培養人
才，首先要觀察學子的人品，選
擇品德高尚的人來培養。於Joe
仔，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他在
成長過程裏，努力地活出心靈的
溫度。我這個編外老師，是多麼
幸運呀！

桃與「李」

中國是擁有五千
年文化的文明古國，
那幾千年前的先人智

慧有多高？如何得知他們所想？在
沒文字紀錄的遠古無從稽考？經地
殼幾番變動、滄海桑田，他們的日
常用品和藝術文物長埋地下，卻
在機緣到來之時被發現和出土。當
古文物與萬世千秋的後人相視對話
之時，連造詣至高的巫師也無從占
卜的相遇，實在令人為之動容！
這份感動，在我最近到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參觀正在展出
的「凝視三星堆—四川考
古新發現」的展覽，感受
至深！展出的120件文物
距今有二千六百年至四千
五百年歴史，當中23件還
是國家一級文物。源遠流
長的古物呈現眼前，我感
到自己像在時間的長河逆
流飛馳，飛到四千多年前
的社稷，凝視先人的精
神！喜能溯本求源認識中
華民族的發展。策展者為
讓大家對這批出土文物更
親切，以沉浸式多媒體技
術，讓觀眾像走進歷史銀

河，與古蜀地文明輝煌成就一起飛
蕩時空，很有感覺。
展品聚焦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

四川地區考古新發現，出土自成都
平原的三星堆、金沙和寶墩等遺
址，包括古青銅、玉、金及陶器。
展出的青銅器中，最令人深刻和
為數最多的是大小不一的面具：戴
金面罩人頭像、縱目面具，菱形的
大眼睛，無論是否有眼珠和眉，都
充滿神秘感；另一件青銅大立人像
複製品，重180公斤的立人像原件

是目前已發現同時
期全球最高的青銅
人像，穿3層衣物，
栩栩如生。印象較深
的還有兩個青銅尊
和罍，紋理細膩手工
精美；那個和現代汽
車軚盤一樣的太陽形
器，在在都顯出前人
的高超智慧。
我 極 力 推 薦 大

家，尤其是父母帶孩
子去參觀，學校組團
前往，深入了解中華
五千年文明的孕育過
程！

凝視三星堆的五千年文明

我向來喜歡逛超市，尤其在主
管過一段時間市場部之後，我對
於工業主義內部的審美要求有了

足夠多的了解，就十分明白那些商品上的標籤也
好，地鐵戶外各處的廣告也罷，都有一個一以貫
之的邏輯，那就是根據產品調性去凝練出一個概
念，再根據這個概念去投放相應的廣告。可以
說，一切產品，但凡是大公司，都有這樣為產品
賦予意義並塑造形象的行為。儘管有時候，在商
品投入市場的過程當中，策劃活動會受到來自於
老闆或別的什麼因素的干擾。
但是，新上架的產品總是十分醒目的。因為，

每一個大型公司的市場部都有一個與之匹配的、
十分龐大的設計部門，這裏幾乎囊括了所有全國
最好的美術學院的高材生。他們一個個被蘋果電
腦的大屏幕擋，一門心思地沉浸在創作的狂想
當中。也許直到幾年之後，他們的熱情會有所減
退，但經驗會帶來另一種安全穩重的感覺。
我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就很熱衷於逛超市。

在我眼中，這裏並不比上海每兩年舉辦一次的雙
年展遜色，因為雙年展對於現代工業社會的反思

正好需要一種商業社會勢均力敵的、來自於正面
審美的較量才能展現一個社會立體真實的樣子。
甚至你可以說，超市就是一座現代工業主義展覽
館，隨競爭的日趨激烈，民眾的審美意識、本
土意識都在崛起，超市簡直算得上是工業主義文
明和本土文化圖騰雙重意義上的最高潮，屬於本
雅明機械複製時代藝術的討論範圍。
不過說來也怪，一邊我很喜歡去最精緻的購物
大廈。另一邊，在採購商品的時候，我卻日趨迴
避起那些包裝精美的產品。我更願意去菜市場採
購原材料。最低限度，我也要買肉眼可見的、僅
僅經過最簡單包裝的物品本身。現在的我，幾乎
成了一個野人，我停留最久，購買最多的，是堅
果、蔬菜、水果、茶葉，甚至是中藥。我會仔細
挑好，看商家或剁、或打粉。這些原材料讓我
有種很強烈的、類似於回歸式的慾望。我甚至還
為此買了一個白色的挎包，粗布的，很結實，可
以裝很多東西。
至於那些擁有精美包裝的高價貨，我也依然
喜歡，不過僅僅屬於欣賞範圍的——僅觀賞，
不購買。似乎隱隱約約，我的內心有某種偏見

在作祟，比如覺得它們都過度包裝了，或者是
在溢價方面，甚至是在審美方面。總之，我是
徹底的讓視覺和行為分了家。在生活裏，我是
一位原生態的本質主義者。一個本質主義者最
大的樂趣就是把一切冗餘都扔掉，只留下它最
原始的樣子。
伴隨這種購物的偏好，我開始買回很多置物

盒，極盡簡約、原色與統一的美態，然後將我買
回來的原材料裝入其中。再然後，我還愛上了做
飯，會將自己買回來的原材料加工成某種美食。
所以我想，我其實也不能算作是那麼純粹的一個
崇尚自然的人，我僅是想讓自己來詮釋自己的生
活。不是在別人詮釋的基礎上再去詮釋，而是從
頭開始。我在這樣的生活當中感受到了發自於心
的安寧。這生活當中的一切都是我可以理解並喜
歡的。因此，我也喜歡上了這生活。為了這個喜
歡，我便願意消磨時間去學習有關生活的一切，
尤其是那些有關於創造的，比如做飯，逛家居市
場，插花，這感覺真是棒極了。
因為原始生活，本就是從真正的原始出發，令
生活成為自己的。

原始生活

《文匯報》和炎明熹
上周三（27日）香港《文匯報》在

會展新翼舉辦75周年報慶活動，冠蓋
雲集，特首李家超和中央政府駐香港
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分別致辭，這是香
港新聞界少有的一次盛會。在慶典會
上，大文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向
《文匯報》「文匯之友」形象大使

炎明熹頒發聘書，成為這個報慶活動其中一
個亮點。
香港《文匯報》創立於1948年，是一份名

副其實的老報，鄭雁雄主任致辭時特別提
到，當年《文匯報》社論率先向全世界披露
中央對香港的重大決策，為穩定香港局勢作
出特殊貢獻。老報注重傳統，講公信力，但
也容易吃老本，不思進取，本港多份老報就
是因為未能與時並進等原因而被淘汰。《文
匯報》近年銳意改革，內容豐富多元，版面
充滿張力活力，又透過大文傳媒集團旗下的
融媒體《點新聞》等平台，進入年輕一代的
手機，實現讀者世代傳承。不過，老報煥新
顏是一回事，如何令更多年輕人喜歡並且選
擇這樣一份歷史悠久的老報，是另一回事。
炎明熹是近期冒起、人氣極旺的本港歌壇新
星，形象健康充滿活力，《文匯報》找她代
言，希望透過她令更多的年輕人接觸及認識
《文匯報》，這是一種接地氣的大膽的嘗
試。不過，如果炎明熹接過聘書之後，即時
以形象大使身份講幾句話，效果一定更佳，
可惜大會未有作出相關安排。
這讓我想起兩天前華為推出最新的超高端

品牌「非凡大師」，邀請劉德華擔任品牌大
使，劉天王在台上發表即席講話：「平凡與
否，不在於前面的路，在於同路前行的你
們。40幾年來到今天，因為你們的陪伴，我
沒有停下對非凡的追求。不管你們繞的路有
多長，總有一天，會達到屬於你們的巔峰

的。給你們自己鼓勵！」然後，劉德華透過
視頻講述自己追求非凡的故事。如果說，劉
德華就是非凡大師，那麼，炎明熹就代表新
一代和朝氣。《文匯報》在慶祝75歲生日這
一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展示爭取年輕人
認同、與年輕一代同行的決心。
人類已經進入AI時代，世界不是日新月

異，而是每時每刻每秒都在發生變化。新聞
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同時又是公共產品，如
何適應高科技的新時代，似乎全世界的新聞
界都還在不斷探索，沒有成功的模式可供複
製，不過，正如著名的哈佛教授哈拉瑞所
說：「改變是唯一不變的事情。」作為一名
《文匯報》舊人和老報人，對該報不斷求變
的努力十分欣賞。
慶典活動另一項特別安排同樣與年輕人有

關。該報總編輯吳明和香港教聯會會長劉智
鵬一起宣布「香港優秀學生公益服務獎」評
選活動拉開序幕，培僑中學副校長羅建華帶
同幾名學生上台，共同見證這項非常有意義
的活動。《文匯報》「文以載道，匯則興
邦」的宗旨一路走來初心不變，始終有一份
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報慶活動結束後，一名《文匯報》年輕記

者在會場門口問我：「能否談談你和《文匯
報》的關係，有哪些事情令你印象深刻？」
當她聽到我是30多年前《文匯報》舊人，馬
上稱我一聲前輩，其實我當時剛剛加入報
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文匯報》不遺餘
力推動內地改革開放，記得我和《星島日
報》、《明報》、《經濟日報》等多名同行
乘搭香港飛貴州的第一班直航班機到貴陽，
當地政府非常期望引進香港投資者，在接受
我們採訪時，有貴陽市官員開出「一條街一
元」的舊城區改造招商條件，今天聽起來似
乎不可思議，但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當

局還安排我們到甲秀樓、黃果樹瀑布、紅楓
湖等風景區參觀，以及考察苗族蠟染服裝廠
和觀賞模特兒表演，我們還到遵義參加酒文
化節，參觀遵義會議舊址等等。回港後相關
媒體對貴州的密集報道，令港人對這個在當
時比較陌生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人文有
了更多了解。後來我多次到貴州公幹或旅
遊，最近一次是今年春天去看西江苗寨、百
里杜鵑，每次都令我想起第一次到貴州的情
景，對當地經濟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一種
發自內心的欣喜。
雖然我在《文匯報》工作時間不長，卻是

我加入報界的起點，在灣仔道舊編輯部留下
很多難忘的記憶。借此報慶機會，祝願這份
老牌的愛國愛港的主流報紙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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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公元前一千三
百年的戴金面罩人
頭像。 作者供圖

◆《青草湖》封面。
作者供圖

◆作者與學生共慶中秋。
作者供圖

◆炎明熹獲委任為香港《文匯報》
「文匯之友」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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