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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始年初一
廣府俗語有云：
「 過 一 年 ， 大 一
歲。」指每到夏曆正
月初一元旦，所有人

都長了一歲。小時候長輩津津樂
道，若有人在年三十晚大除夕出
生，待得過了子夜便算明年，小孩
出生沒多久已經算2歲了！中國人
傳統算「虛齡」。其實這叫法是後
出，因為歐洲人算的是實足年齡，
於是國人才改稱「虛齡」來識別。
以上的民俗就解釋了一年之始在
於元旦而不是立春，以立春為歲首
是術數家用法。今時國人較多關注
二十四節氣，才有人認為立春才是
一年之始。民俗以十二生肖配地
支，甲辰年出生的人生肖屬龍，癸
卯年出生則屬兔。古代只有少數中
國人能讀書，許多人不懂曆法不識
字，亦沒有閒情逸緻去為子女記下
出生日時，知道生肖就知道生年。
2024 年對應中國干支紀年是甲辰
年，甲辰年元旦在公曆2月10日，
立春則約在2月4日下午4時半。由
2月5日至9日這幾天，按大年初一
為歲首則仍在癸卯年，若按立春則
已提早進入甲辰年了。屬兔還是屬
龍對這幾天出生的人來說或會造成
困惑！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
成立，官方改用公曆，民間仍用

「農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廢除民國紀年，仍是公曆夏
曆並行。再上溯帝制時代，就是干
支與年號紀年。1911年對應清宣統
3年辛亥，官方實以正月大年初一
為一年之始。
本文見報之日為甲辰年大年初
三，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
日至1435年1月31日）剛好是宣德
十年乙卯正月初三駕崩。《明史．
宣宗紀》：「十年春正月癸酉朔，
不視朝，命群臣謁皇太子於文華
殿。甲戌，大漸。罷採買、營造諸
使。乙亥，崩於乾清宮……」當中
「朔」是初一日（晚上沒有月
光），「大漸」是病危。
按歐西算法，老朱活到1434年3

月16日算35周歲（中間4年一閏不
理），由生日到死再加332天，他
的壽元便算35年332天。若按中國
人「過一年大一歲」的計法，他生
於建文元年己卯，崩於宣德十年乙
卯，屬兔的人死在兔年，在世上共
活了37個年頭。今時立春都在公曆
2月上旬，那麼老朱生在立春前
嗎？倒也不是！原來這年的立春在
1435年1月26日15時，老朱之崩都
在元旦和立春之後。為何有此偏
差？因為當時用「4年1閏」的儒略
曆，後來改用400年97閏的格里曆
時還要刪去10天呢！

ChatGPT與「渣男」
儘管ChatGPT橫空出世已
超過一年，但每每看到它的
新段子，仍時時震驚着小狸

的小宇宙。比如最近的震驚，就來自與
「渣男」有關的系列主題。
去年9月，ChatGPT-4進行了一輪更

新，新增了對話功能。很快，一段「AI
渣男」的視頻在網上瘋傳。視頻中，有
女生要求ChatGPT模仿「渣男」的口吻
與她語音聊天，而ChatGPT就像個頂級
演員，一秒入戲，無縫切換。一「張
嘴」，全場震驚。那鬆弛的氣泡音加上
ABC腔調，再附上頻密的「親愛的」口
頭語，確實又渣又騷，擱誰都得迷糊。
再聽內容，更不得了，完全沒有機器
感，沒人會想到那不是人。尤其閃現的
即時反應，聰明得讓人害怕。而僅電視
劇領域，就能從《知否》聊到《權遊》
和《黑鏡》，換句話說，不管你是哪路
的姑娘，他都罩得住，當真比太多真人
有趣了。視頻裏的女孩連連驚呼，而視
頻外的觀眾又何嘗不是。照這水平，愛
上AI並不難。
事實上，確實已有不少人愛上了AI。
比如國外有個程序員，在ChatGPT甫一
推出便沉迷其中，做出了一個可以用甜
美聲音對話、有二次元形象、還可以換
裝的「虛擬老婆」，並取名 「ChatGPT
醬」。基於ChatGPT的強大，ChatGPT
醬可以靈敏互動，甚至還能「看」到小
哥的行為然後做出反應。由於ChatGPT
醬過於優秀，小哥完全無法自拔，妥妥
「精神出軌」，以至於他現實中的女朋
友一邊擔心着小哥的精神狀況，一邊忍
無可忍要他「二選一」。後來小哥迫於

現實壓力，無奈「安樂死」了他的虛擬
老婆，然後茶飯不思了許久，當真是經
歷了一場生離死別。順便說一句，小哥為
了養ChatGPT醬，單是AI所需的雲服
務，兩周就花費了1,000美元。而ChatG-
PT醬雖然「死了」，但小哥蠢動的心沒
有死，他表示之後一定會做出更完美更聰
明的虛擬老婆。
而最新與ChatGPT有關的「渣男」段
子則更加詭異奇趣。俄羅斯的一名程序
員，最近在社交媒體宣布他要結婚了。
而未婚妻，是他「委託」ChatGPT幫他
篩選、聊天、約會、談情說愛一條龍服
務來的。具體經歷是：他先通過Chat-
GPT和其他AI工具，在某交友網站上與
5,239名女性分別溝通，然後利用ChatG-
PT結合圖片識別軟件，篩掉其中他不喜
歡的群體，比如穿着暴露、喜歡聊星座
等等。縮小範圍後，ChatGPT便模仿本
尊的口吻與對方接觸，每次4人，直到最
終篩選出最佳人選。在接觸過程中，
ChatGPT除了會自己和女方聊天，還會自
行安排送禮物和約會。然而，這還沒
完。在篩選出「天之驕女」後，事主再
次升級了「尋妻系統」——轉變為天之驕
女的專屬互動AI，而此時ChatGPT的目
標就是「修成正果」。終於，去年11月，
ChatGPT根據與女方的聊天內容，通知
程序員「可以結婚了」，甚至還「順手」
安排了在香港旅行求婚的具體行程。
雖然笑稱「渣男」，但小狸並不想也
無力按照人類社會現有標準來簡單評判
這一切。AI不是人，但也不是物，他介
乎於一個中間態，伴隨其發展，勢必該
有更深刻的倫理討論、建設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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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朋友在社交討論
區說：「我已很久沒在香
港的超市購物了。」在我

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之時，竟然陸續有多
人和應！我即時意識到連生活日用品也
「另求入口」，香港經濟真的面臨極大
隱憂，大家必須保持警覺，要本地經濟
重回昔日光輝，你我都有責。
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或內地網購已成為
習慣。大家若曾網上購物，不談質素分
別，相比一下價錢也會受不了誘惑。網
上超市的送貨速度更是令人驚喜，況且
是送抵家門。加上近期開業的巨型廉價
購物中心，大量入貨一群朋友分擔皆大
歡喜。飲食和娛樂業更是搶客，因為價
錢相宜、服務好、選擇多、有創意、地
方廣，對香港造成更巨大打擊。這段日
子，連行花市和辦年貨也是一群又一群
人北上的，情況已達到
令人憂心的地步。
我和大班朋友在內地
享美食之時，不少人都
慨嘆香港的服務業愈來
愈差，尤其是飲食、零
售和交通，價錢也貴得

令人覺得吃力。服務性行業佔香港經濟
百分之九十七至八這麼高，如果服務業
都令人諸多不滿，如何能維持禮儀之都
的名聲？即如的士行業，絕大部分司機
都不識路的話，怎能說他們是專業？中
國地大，打車的時候司機靠手機導航就
哪裏都去到，為何香港的的士司機連使
用導航也不去學習？
飲食業是香港重要的一環，當我們要
負擔過百元一碗麵，還要在晚上9時關
門，服務員笑容欠奉的話，大家自然寧
可買雙餸飯回家吃，甚至跨境外賣了。
還有部分超市的加價速度與時並進，就
覺得吃利太深！
我們明白在港經商有一定的壓力，但
經濟不好消費者也要承受，賺得太深，
只會兩敗俱傷。要明白一水之隔的內地
城市，以及按按手機上內地網購物便以

便宜多倍的價錢送
抵家門，扣除質素
不佳的，還是較本
地便宜， 在港營
商和服務業從業員
便得要思量一下取
勝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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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李家超說，要打
造本港新形象，希望龍
年迎來「好客香港、禮
貌之都」，我大表贊

同。禮貌是人際平常交往所不可缺
的，是人們相互表示尊重和友好的言
行方式；禮貌可說是人類共處的金鑰
匙，既是良好素養的表現，也是文明
的行為。
禮貌表現的不僅是個人形象，也反

映了社會的文明、市民素質。有禮貌的
香港人，是不會隨意責罵別人，也不
會跟別人吵架。中國曾有「君子不失色
於人，不失口於人」的古訓，意思是有
道德的人待人應彬彬有禮，不能態度粗
暴，也不能出言不遜。尊重別人，以禮
待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禮
貌是人與人之間一座理解的橋樑，文
雅、和氣、寬容的語言可溝通人和人
之間的心靈，減少矛盾，並反映出個
人的思想情操和文化修養。
俗話說：「禮到人心

暖，無禮討人嫌。」禮
貌是一隻小舟，帶我們
駛進理想的港灣，禮貌
是一匹駿馬，帶領我們
奔跑在廣闊的草原上。
每個人都守禮，就能使
人與人間的關係更和
諧，社會生活更美好。
一個講禮貌的都市，能

夠給人帶來愉快和信心。反之，不講
禮貌的城市設施再好，也難秩序井
然，讓人賞心悅目。
我期盼香港人懂禮貌，注重修身、

治家，人人重視家教、禮儀，心中時
刻銘記「好客香港、禮貌之都」，懂
得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說粗話、不隨地
吐痰；管住自己的手不亂扔垃圾、不
吵架打鬥；管住自己的腳不踐踏草
坪、不踢毀垃圾箱；人人努力堅持營
造出美好的、充滿愛的文明家園！商
業城市生活似急管繁弦，大人或因工
作辛苦，每天的疲倦和勞碌，漸漸忘
了講禮貌；青少年為學業奔波，考試
壓力讓人漸失禮貌；社會裏不禮貌的
現象有危害性，令人時時憂心忡忡。
守禮要自覺行動，講求自律，須從身
邊的一點一滴做起，持之以恒，堅持
不懈；一個簡單的問候，一個真摯的
微笑，都顯出我們內在的禮貌，同時
也傳遞着一份熱情、真誠。人人若注

重禮貌，就可彼此
共享來自對方的關
愛與溫暖，為生活
增添快樂、祥和。
龍的傳人來自禮
義之邦，禮多人不
怪；我祝福大家龍
馬精神，以禮待人
人人愛，樂人樂己
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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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春節時，去給一位工作上的
客戶拜年。其實，我並不太習慣去別
人家裏探訪的，特別是這種工作的合
作關係，總感覺邊界感更重要。可老

闆提醒我，這個從西北來港定居的客戶，很重視春
節的傳統，會把春節去家中拜年視為很有文化品味
的行為，於是一定要讓我代他送上問候。我暗笑老
闆，一個整天與生意、金融、理財打交道的人，又
會有多少真心是在意所謂的文化？
客戶的家在圓方上蓋的某大型屋苑。門口的春聯
是漂亮的行楷毛筆字，橫批是「春回大地」；一進
門，大紅的福貼、窗花、紙燈籠，格外喜慶。女主
人為我準備了大紅袍，氤氳的香氣令客廳平添暖
意。男主人謙虛地說着「謝謝光臨寒舍」之類的
話。女主人見我帶了新出的散文集作為新春禮物，
高興地建議「去書房喝茶，你或許會更開心。」
進得書房，但見一桌一椅一書架一鋼琴，牆壁上
是手書的《愛蓮說》。男主人告訴我，剛到香港打
拚的那幾年，並不算富有，後來終於有錢勉強可以
買這套房子，「我一定要拿出一間做書房，總覺得
在生存、生活之外，精神需要安放、滋養和慰藉。
當時太太很不高興，說多一間房子也應該用來給孩
子用。」女主人嗔怪他：「陳年舊事，不要總提
嘛。我也蠻喜歡在這裏彈琴看書。待老了，這裏放
一張搖椅，多麼舒心的寧靜呢。」
聽了這些，我心下羞愧，覺得不該想當然地認為
這些金融專業人士只有「銅臭味」。那份堅持有一
間書房的執拗，是一個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和創
造。在這偌大的城市，有大房子的人很多，認真地
擁有一所書房的人很少。滋養精神的寧靜，或許，
這正是書房的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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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的年味
記憶中，在過年的日子裏，孩子

們可以盡情地玩耍、盡情地歡笑。
他們在大人的陪伴下，放飛着自製
的紙鳶，用稚嫩的小手燃放着鞭
炮。他們在喧鬧的鑼鼓聲中，舞動
着獅龍，歡唱着童謠。過年是孩子
們的天堂，是他們成長的搖籃。是
孩子們最盼望過的節日。
過年也是大人們最忙碌的時候。
他們忙着打掃房屋、置辦年貨、烹
飪佳餚。大人們忙碌的身影和喜悅
的神情，都透露着對生活的熱愛和
對家人的關愛。他們用勤勞的雙
手，為家人準備着豐盛的年飯。
我的童年時代，是沒有豐富的零
食的，母親為了讓孩子們解饞，便
想方設法給孩子們做一些零食，以補
充孩子的營養，在秋收後熬紅苕
糖，便是最普遍的方法。可以說，
我的童年時代，是在企盼秋收的日子
裏度過的，只要肚子餓了，就會想起
母親自製糖食糕餅，只要看到紅
苕，就會想起紅苕糖，只要想起糖
食糕餅和紅苕糖，就會問年長的人：
還有多久才可以挖紅苕啊？因為只有
收穫完紅苕，母親才會熬製紅苕
糖，才會用紅苕糖做一些味道香甜
的「糖食糕餅」。因此，童年時代過
年，是從母親熬紅苕糖開始的。
我的記憶中，一到秋收結束，母

親便開始利用中午和晚上，為我們
熬紅苕糖。母親邊忙邊對我們說：
「我白天要在生產隊勞動，抽空還
要給你們熬糖做糕點，就是因為你

們太好吃了。」熬紅苕糖首先是生
麥芽，在麥芽長到1寸左右後，中午
收工回家，母親邊煮飯，邊指導哥
姐們選紅苕、洗紅苕。吃罷飯又急
急忙忙將洗淨的紅苕放進大鍋裏
煮，往往是剛把火生好，生產隊上
工的號子便響了，母親只好教大姐
管好火，囑咐一定要把紅苕煮熟，
然後風風火火地去上工。
晚上，母親邊教我們把煮熟的紅
苕捏碎，邊把搖架吊在樓枕上，然
後把一塊紗布的四角，分別繫在搖架
的兩塊木方末端上，把捏碎了的紅苕
放進紗布，加上水後搖動搖架，過濾
後的汁液便流進搖架下的木盆裏。
把紅苕汁全部過濾完畢，母親就把
紅苕汁倒進鍋裏，生火熬紅苕糖。生
好火後，母親讓大姐看火，自己又急
急忙忙去磨麥芽汁。母親對大姐說：
「把麥芽汁倒進鍋裏後，熬紅苕糖的
主要活路才算做完了，你們主要把火
看好，熬糖的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
小，太大，糖就會有糊味，不好吃，
太小，浪費時間，人得不到休息。」
紅苕汁在麥芽汁的作用下、在文
火的熬製下慢慢變濃，慢慢有了甜
味，慢慢變成了糖汁。這時，母親
用一塊光溜溜的南竹塊在鍋中攪
動，一股股的水蒸氣便不斷地冒向
空中，在不停地攪動中，母親還不
時提起來看竹塊上流下的汁液。直
到竹塊提起時，紅苕糖能拉成長長
的絲線，左右搖動也不斷，才算熬
製成功。母親先用筷子給我們姐弟

每人絞一坨後，才把散發着濃濃甜
味的紅苕糖，舀進一口大大的罈子
裏，以備我們隨時解饞。
我知道，紅苕糖熬好後，便是迎

接春節的開始，母親接下來還有更
多得令我們高興的事要做，做陰
米、推泡粑、炒苞米花和陰米
花……在苞米花、陰米花炒好後，
母親就把熬好的紅苕糖倒進鍋裏，
加熱融化。再放入苞米花或者糯米
花，使勁攪勻，趁熱捏成小團兒，
或放在木板上壓成塊，用刀切成方
塊，分別裝進大罈子裏密封好，若
來了客人，便拿出來讓客人和我們
吃。香甜的紅苕糖和酥脆的苞米
花、泡米花就這樣成了我們最喜歡
的「糖食糕點」，成為我們過年的
最大期盼。紅苕糖在熬製的過程中
提升了他的黏性，才能把小粒的米
花和苞米花牢牢地黏在一起。一口
下去，滿嘴全是香甜。
吃紅苕的時候，還要邊吃邊轉動

筷子，紅苕糖才不至於滴落，如果
紅苕糖掉在衣服上，它就像膠一樣黏
着不掉，愈擦、黏得愈緊，於是，我
們身上便散發着濃濃的甜味。在紅
苕糖熬製成功後，罈子裏散發出紅
苕糖的甜味、我們衣服上紅苕糖的甜
味，泡粑散發出的甜味、混合着苞
米花糕、陰米花餅散發出的甜味，
使空氣中充滿了濃濃的甜味。我們便
吃着甜甜的紅苕糖，和用紅苕糖做成
的香脆可口的「糖食糕點」，過上了
甜甜蜜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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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摯的微笑。 作者供圖

◆內地一食肆的環境。 作者供圖

顏色考
又到春節了。父親早兩天就
準備好了春聯和福字，只等
過春節的時候換上去。恰好

這兩天出奇的冷，我們兩個就穿得厚厚
的跑到屋外，好容易才把春聯貼好。不
過相當歡樂。
實際上，中國人一直有一個關於紅色的
傳統。春節不必說，這15天是規定要張燈
結綵的。在其他不是春節的日子，遇到宴
請和各種熱鬧的場景也一定得配上紅色。
紅的地氈、紅的桌布、紅包。婚房也是，
大紅龍鳳蠟燭，紅被紅褥。說到這裏，我
的腦中忽然飄過一個形象，就是鬼片裏來
索命的鬼新娘，聽說她是冥界最厲害的女
鬼。然後比她次一等的女鬼也跟紅色有
關，就是那些穿着紅鞋子紅裙子自殺的女
人，她們也相當兇狠。着紅裝自殺就意味
着她有巨大的苦難，死了也不能放過。估
計紅色就是因為很熱烈就能夠不斷激發這
些女鬼的復仇熱情。不然，陰司那麼冷，
很容易讓她把生前的仇人都給忘了。
這麼說起來，國人對於紅色的喜愛果然

十分明顯。即便是喪事，在不得不使用白

色的情況下，我們口頭上也想讓它變成紅
色。喪事隸屬於婚喪嫁娶一類，這些事情
不管情緒如何，統稱紅白喜事。尤其是高
壽的老人去世，也叫喜喪。
這點倒跟我們的鄰居日本不同。前兩天
我看到村上春樹寫的一篇題為《白色的謊
言》的隨筆，當中提到了日本人對於顏色
的看法，他們好像更喜歡白色。儘管也身
處東亞，早期日本的文化還多發源於中
國，甚至到了現在，日本審美當中東方的
部分還是中國式的。這倒不是我作為一個
中國人在此處自吹自擂。日本很知名的茶
道師木村宗慎有一本講茶點的書《一日一
果》。在這本書裏，他介紹了日本瓷器的
分類，分別是中國的唐物，日本本土的和
物，朝鮮的高麗物和東南亞的島物。其中
唐物在日本工藝界向來認可度最高，因為
它們工藝價值最高。
不過在對待顏色方面，日本卻崇尚白

色。與之相關的哲學概念還是禪學的
「空」和藝術的「留白」。日本的詫寂文
化是以白灰作為主色系，有些性冷淡的風
格。詫寂文化採用的木頭會專挑不規則有

裂痕的朽木，布料也都是粗布為主，而且
不是波西米亞那種五彩斑斕的粗布，是灰
白為主的布料。甚至連日本最大的連鎖傢
具店無印良品，也都是灰白的基底。
在中國，臉譜崇尚紅臉的忠臣，日本的

臉譜也還是推崇白色。藝伎都有一張白
臉。聽說是因為以前沒有電燈，塗白的皮
膚更容易被燭光映照出來。原理聽起來有
點像現在的打燈技術。在拍照的時候，攝
影師一般會找一個人拿着反光板站在前
面，這樣照片上人就會更亮。不過我想，
事情應該沒有這麼簡單，有沒有可能是他
們先有了一個叫做崇尚白色的文化，才給
臉譜找到的一個理由。而中國人一看到曹
操的大白臉，就大叫一聲跳起來：「哇，
奸賊！」
所以想想看，關於這種色彩的文化，應

該是跟主流文化倡導的方向有關係吧。中
國倡導聚集的文化，凡是人多就好，所以
追求一個轟轟烈烈。日本則倡導森嚴的等
級制度，就像《菊與刀》這本書裏說過
的，日本的詩意是對生命不完美的屈服。
對於紅與白的態度估計就是這樣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