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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死得更快
嫖、賭、飲、吹，
都是不良嗜好。四

者皆犯，廣府話稱為「四淫齊」。
賣淫為古老行業，犧牲娼妓的幸
福和名節，讓自制能力低的男人得以
宣泄性慾，由是減少婦女受性侵害的
案件，是其社會功能。不過性病更
多傳播是必然的副作用。病態賭徒
因爛賭而家破人亡；酗酒亦可醉
死。吹指「抽大煙」（吸食鴉片），
吸煙又常是吸毒的前奏。近世新毒品
可在化學實驗室合成，用時不必點
火燃燒，毒害卻遠超於鴉片。
本欄2023年底發表《何以禁煙苛
而禁毒鬆？》最後一句：「吸煙能
殺人，吸毒亦能殺人。」政府不定
期掃黃；不時打擊非法賭博，又出
資幫人戒賭。飲與吹二淫，共衍生
煙、酒、毒三害。過量飲酒、過量
吸毒，通常死得比過量吸煙為快！
今時政府變相鼓勵飲酒，當中
可能涉及不清不楚的利益關係。而
吃「禁煙」、「禁毒」這兩行飯的
專業人士都或多或少得到公帑經
費，似乎是兩幫人在各幹各的。現
實是煙民被「污名化」，除了「慢
性自殺」，還有「二手煙能殺
人」，罪大惡極。「道友」卻被
「美名化」，諱言「吸毒」，改稱
「娛樂性用藥」。
記得小時候，政府禁毒宣傳有

「仙風道骨人格貶」一語。「仙風
道骨」原本形容其人有近似神仙的
風度和修道人的骨格（即內在的品
格和氣質），後來引申為形容極瘦
之人。然後，因吸毒者（過去主要
是鴉片和海洛英）多消瘦得離譜失
格，便有謔稱吸毒者為「道友」
（原本是修道人之間的敬稱）。於
是「仙風道骨」一詞又多了諷刺吸
毒者的用法。
若青少年不幸十來歲便沾染煙、
酒、毒三害，日抽百根紙捲煙
（Cigarette）的老煙槍起碼成年以
後三四十歲才會死於吸煙引發的各
種慢性疾病，酗酒或吸毒則較多造
成活不過20歲的少年亡悲劇。多多
抽煙不會亂性，酗酒與吸毒則可以
令人神志迷糊不清。醉駕、藥駕
（實為毒駕）常導致嚴重交通意外
而車毀人亡，煙駕則不可能發生同
等的災禍。
以吸毒當為娛樂，則煙酒亦為娛
樂。若吸煙等同慢性自殺，酗酒與
吸毒又何嘗不是更快見效的自殺？
我們禁毒掃毒要有新思維，「專

業人士」必須反對所謂「娛樂性用
藥」，並簽名確認，否則不宜負責
任何花費公帑的禁毒掃毒戒毒項
目。經費用來強制驗毒、強制戒毒
才是犁庭掃穴的絕招。

校園掃毒新思維（下）

看不見的牆
坐巴士，後排是一對
中年精英男女，男士應

該是某公司負責HR的管理層，兩人就
「求職者的加減分項」交流了一路。並
非小狸刻意偷聽，實在是那個音量不容
不聽。其中，男士很重點地強調了一
項：「啊，還有一個，該結婚時沒結婚
的不要。」接着，男士陷入深深的回
憶：「以前我們有個小男孩，各方面都
還挺好的，就是這個。」語氣中飽含惋
惜和恨鐵不成鋼。女士問：「幾歲算該
結婚？」男士迷茫反問：「30多？」
被迫旁聽的小狸差點兒就回頭打破沙
鍋問到底了：所以是30多多少呢？嗯？
領導說清楚點嘛，萬一貴公司劃線32，
人家小男孩正好31歲零11個月，這不就
留住人才了。
這並不是一個笑話，而是當代都市的
恐怖故事之一。男男女女芸芸眾生，比
對過招聘廣告後帶着夢想自信而來，卻
不知HR手裏正拿着另一張隱藏的表格逐
一挑勾：男的，合格；學校是 985 和
211，合格；35歲以下，合格；還沒結
婚？下一個；近期有生育計劃？下一
個；不能加班？下一個；籍貫是×地/不
是×地的？好了不要掙扎了，下一個。
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任何基於婚姻
狀況的就業歧視都是非法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勞動法》第12條及《就業促進
法》第26條明確規定了僱傭中不得存在
性別、婚姻、民族、種族、宗教信仰等
方面的歧視。《香港性別歧視條例》也
明確規定，僱主不得因求職者的婚姻狀
況而拒絕錄用、解僱或給予差別待遇。
這一法律條文不僅涵蓋已婚與未婚，還
特別保護單親、離婚或分居人士的平等
就業權利。
然而，這些法律在實踐中卻面臨隱形歧

視的挑戰：企業通常不會明文寫出「該結
婚的年紀沒結婚的不要」，而是通過「隱
蔽手段」完成篩選。例如，他們可能以
「候選人不夠穩定」或「缺乏長期規劃」
為借口，拒絕未婚求職者。這種偽裝讓受
害者幾乎難以取證和反擊。
而這堵看不見的牆，最終會促成自我規
訓。人們尤其是年輕人，除了努力符合世
俗期望外，更常卷常新。君不見，許多招
聘現場儼然已成為大型行為藝術展廳，
中年人將白髮染成青絲，畢業生在簡歷照
片上P出職業假笑，求職者反覆練習「你
兒子真可愛」的奉承話，某求職訓練營甚
至傳授「5分鐘內自然提及董事長著作」
的秘技。
而站在人力資源部的單向玻璃後望去，
應聘者就像傳送帶上的罐頭，被貼上「已
婚已育」「星座匹配」「籍貫優良」的標
籤。這些隱形門檻構成篩網，把「標準
件」漏下去，把獨一無二的篩出來，丟
掉。但歷史早已證明，用枷鎖禁錮個體選
擇的社會，終將在文明競賽中掉隊。
「該結婚的年紀沒結婚的不要」，表
面是一條招聘暗規，實則是對法律、社
會與文明的多重冒犯。在全球化的現代
職場中，這種隱形歧視不僅不合時宜，
更是一種倒退。
要想拆除歧視的職場圍牆，必須從法
律的嚴格執行、社會觀念的更新以及企
業文化的轉型入手。唯有如此，才能讓
每個人都能在職場中憑實力而非婚姻狀
態獲得公平機會。這不僅是對個體尊嚴
的尊重，更是對社會文明與發展的最大
貢獻。
希望企業能夠有覺醒的一日，在評估
人才時關注的不再是「TA」是否在「適
婚年齡」走進圍城，而是能否在思想的
曠野中建造城堡。

中國民以食為天，飲
食文化五千年。中國人

行又食坐又食，上山下海食，生要食死要
食，總之借口多多。人家好吃的移植過
來，胡人香料，洋人葱頭，番邦茄子，一
概引入中原。數中國人之饞，可以用一個
展覽來數。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
的《流動的盛宴——中國飲食文化》趣味
盎然，展覽中展示的古人飲食生活和用
品，十分精彩和珍貴，值得中、小學校參
觀，更宜一家老少觀賞。
中國人家孩子出生要設宴款待親友以
展開他的人生路，生女兒要釀製女兒紅
至她出嫁宴客。人生路走完了，也來一
頓解慰酒作為終結。生日要吃，紀念日
要食，對於中國人來說，喜與悲都是飲
食的理由。
看展覽才知，始於漢、唐時期，我
們便喜歡引入胡人的香料，帶「胡」
字的食品如：胡椒、胡桃、胡麻等便
是，二三千年後的我們仍沿用着。而
從番邦引入的食物，則大多於明代時
開始，包括現代人至愛的番茄、番薯
等。而從洋人引入的食物則在與白人
接觸較多的清朝為主，食物自然加上
洋字，如洋葱、洋芋（馬鈴薯）。

香港人喜歡燒烤，原來這喜好在漢朝
已開始，留下來的燒烤爐造型，跟我們
現在用的十分相似，不過所燒食物不
同，先輩連蟬都捉來燒。
今古同樣愛郊外野餐，酒酣耳熱之時
又會「打卡」，我們用手機，前人用毛
筆，畫畫雕刻、吟詩作對，將歡聚的場
景記下。
郊遊作樂帶備酒水食物，古人用易於
收納而設計的多層帶格匣盒，看着那些
設計不就是我們一直沿用的？只是用料
由竹改為塑料或鋁，又或是電器化而
已，一如我們帶回辦公室的多層翻熱食
物盒。原來實用的設計也可以源遠流
長，歷久常新。
煮酒呷茶之樂，樂樂無窮，這展覽令
人賞心悅目 ，展期至6月18日。

流動的盛宴

一元復始，萬象更
新……開啟新季，最

好讀書。愛書的人相聚一起，沐浴書
香，鋪展書卷，充實心靈。彼此分享
書訊佳章，一樂也。我受邀將主講青
少年讀書會，會引領學生閱讀四大名
著：《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
傳》《紅樓夢》。青少年可在人生不
同階段，以不同的角度解讀。
《三國演義》是長篇章回體歷史小
說，它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
間近百年的歷史風雲，反映了魏、
蜀、吳三國間的政治和軍事鬥爭，大
致分為黃巾之亂、董卓之亂、群雄逐
鹿、三國鼎立、三國歸晉五大部分；
作者羅貫中筆下展演一幕幕氣勢磅礴
的戰爭場面，成功刻畫百多個人物形
象，其中曹操、劉備、孫權、諸葛
亮、周瑜、關羽、張飛
等對後世影響深遠。小
說裏的曹操笑裏藏刀、
諸葛亮超厲害，莫以為
打仗就是荷戟執戈、戰
術較量，在《草船借
箭》章，諸葛亮能充分
運用日月星辰、風雲水
火等大自然的力量，成
功地借得十萬支箭。
我們從孔明行事，可
悟出大道理：物盡其
用，識貨，一切就皆是

可供利用的資源了。
再比如諸葛亮舌戰群儒那場辯論，

真精彩。讀這章節可悟出道理：曹
丕，似大企業高管離職後創業；劉
備，白手起家創業；孫權，是繼承家業
的家族經營；三國領袖其實有3種不
同的創業方式，他們遇到之管理難題
也不同。人在劣勢下，要知道怎樣通過
站穩我方論點，採用先守後攻策略，運
用事實和比喻充分論證，抓住對方的心
理弱點，方可在氣勢和觀點上，以語言
辯贏獲勝。
青少年讀《三國演義》，基於小說

材料中不乏真實歷史，會覺得有點艱
難深奧，但因其內容波瀾壯闊、跌宕起
伏的精彩故事，被後世不斷演繹、增
色，又出版了不同版本，例如這本
《寫給孩子的三國演義》，兒童文學

作家由經典著作梳理脈
絡，優秀改寫，適合學子
閱讀。
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而

世代流傳，皆因裏面有太多
可經由不同面貌穿透視野，
看見言外之意及人事之亮
點，讀後能獲得不同感悟。
我要藉此書為青少年人生多
開一扇窗，讓他們擴散思維
領域，從通往中國歷史邊
界，延展到通往古典文學、
人文社情、幻想天地去。

春天讀書 一本萬利
6年前，也是這樣一個初夏時節，
每到星期五，午飯後我便會去IFC的

超市買鳳梨。一隻大概80港元，我帶回辦公室，分給
同事們嘗鮮。
起初，同事們真的只是嘗「鮮」，幾次過後，便發
現「鳳梨」和「鳳梨」是不一樣的，不論是顏色還是
味道——有的黃色像是電影膠片裏的迎春花，有的黃
色則像是太陽照射在金屬上的那層金燦燦的光，而有
的則青嫩得像春草，還有的則灰突突的，像是秋天裏
無人問津後要壞掉的果實。相較於外表的顏色，味道
的差別不那麼容易分辨，但細品，終究還是不一樣：
焦黃外表的叫做玉蘭花鳳梨，那是台灣民雄小鎮獨有
的「傑作」，舌尖輕輕舔着，竟有些蜜瓜的清甜；而
那金燦燦外表的是香水鳳梨，不論怎樣熟透，總會有
些酸；相貌最醜陋的灰突突的，味道卻是最好的，叫
做牛奶鳳梨，據說是奧運會指定的鳳梨品種。
同事們問我，為什麼喜歡請大家吃鳳梨。我笑而不
語。我獨愛台灣的鳳梨，是因為十年前，我曾在台灣
小住數月，跟着台南和台東的農民侍弄過鳳梨：發
芽、成長，然後結出沉甸甸的果實。從那時起，我每
每吃鳳梨，總會想到那寶島上空的陽光，那灑在大地
上的細雨，那根莖從泥土中汲取的養分一點一點填充
着碩大的果實裏或清晰或模糊的紋路。我於是在品嘗
每一隻鳳梨的時候，都心存感念、心有感激。
生活不易。不論職場還是其他，人和人相遇，往
往利字當頭，慾字為先，請人食鳳梨，並不為扮大方
或是刻意地拉進關係。我很樂意看見，不同性情的
人，在一個又一個夏天，當他們吃到不同種類的鳳
梨，能夠感知那或明顯或細微的「不一樣」，令人心
始終保持着一絲敏銳、一絲柔軟，於是生活也便多一
絲甜蜜。

不一樣的鳳梨

前幾天去參加一場篝
火晚會，但不同於一般

的篝火晚會，它不在野外，在美術館。
標題叫「篝火」，海報左下角還有一行
小字「全球第一次在美術館露營篝火項
目」。這個活動持續兩周，據說座無虛
席，然後就又加了幾天。
在這段時間，上海昊美術館一樓的每
個展廳都被投影了各種場景的篝火。有
海邊的，有階梯上的火苗，以及一個像
聖殿般的密閉空間裏，有一個屏幕上的
一團篝火像是一個教堂的十字架。這些
展廳從下午三四點就開始迎來各種活
動，比如音樂對談，或者別的有關音樂
主題的活動。到了晚上7點鐘，這些地方
就都空了，只有美術館入場處布置的那
個最大的地方充滿了人，像是一個小型
劇院。主辦方會在這裏完成一場接近2小
時的演出，七八個藝術家。有大提琴、
色士風、鼓、一位年輕的京劇女歌者，
以前她唱青衣，很颯爽的樣子，還有兩
位舞者，一個彝族小哥。演出的曲目四
五個，當中有三個即興。
我以前也看過即興，那是在巴黎Chate-
let 劇院附近的一個叫做 Sunset 的小酒

館，他們2樓每晚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爵
士樂團，經常有即興表演。爵士樂當然
是最容易即興的了，因為它脫胎於節
律。
不過，我對於這個篝火晚會的即興印
象更深，因為它足夠雜糅。京劇女歌者
並沒有因為在一個彝族風味十足的音樂
氛圍當中，就放棄了她的特點，而是原
現了京劇的唱法。她有時顯得很突兀，
在一眾樂器當中，她是最顯赫的人聲，
又是那樣富於戲劇性，並且，有種格格
不入的斷裂感。然後還有旁的人，也都
是各自表演各自的。
我想這裏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剛
開始即興的時候他們還在磨合，邊表演
邊磨合，你能夠感覺到一種拉扯、較
勁，但是逐漸地，似乎大家開始有了默
契。那位大提琴手作為一個靈魂人物出
現了，我仔細聽下來，他的靈魂在於他
不夠高調，他的音都處於低沉當中。然
後，當大家的表演一陣個性之後，就忽
然在聲音上發現了一個棲息點，所有人
開始自覺地在尾音的地方沉一下，稍作
休息。於是，大提琴那裏匯聚了所有人
的聲音，在每一個句子的結尾處，大家

都很有默契地以回歸低沉而不是張揚分
離作為結束。每一句均是如此，這就好
像是過山車般，你需要離心力，也需要
地面。
這場即興表演立刻就贏來了它最好的

時候，那是在四五分鐘之後，表演者似
乎達到了一種默契。聽眾也在尷尬中發
現了這種默契，大廳開始整個沉醉下
來，然而，大提琴的低沉是與默契相悖
的。在它成了那個所有聲音的交匯處
後，它就無法再保持低調，但它正是因
為其低調才成了交匯處，這就成了一個
悖論。於是，你會發現它開始刻意隱身
了，所有的聲音再也找不到大提琴了，
它讓自己顯得十分無趣來抵抗這個中心
位置。這時，有一位勇士，那位鼓手，
盡力地敲了幾下，以振奮人心。但是，
這種爆發力因為不具有持續的可能性，
它就無法成為一個新的開始，然後這個
即興就接近了尾聲。
這是一場精彩的即興表演，你能夠感

受到斷裂與和諧兩種狀態，而它們是漸
進的。你也能夠通過一場表演看到所有
人的個性與風格，我想沒有一種音樂形
式可以與之比擬了。

即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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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借箭。
作者供圖

我愛我的故鄉——將樂。
六十三載春秋，我如一株從將樂
泥土中拔節的杉木，根系深扎在武
夷山脈的褶皺裏，枝葉卻飄向了
京華的雲天。此刻，當我以日漸斑
駁的瞳仁，重新打量這片「土沃民
樂」的土地時，記憶的溪流與現
實的浪潮在金溪之畔交響成一部時
光長卷。
童年的月光是浸着稻香的。猶記
得當年赤腳踩過稻田的淤泥，看
父母在晨霧中插秧，那彎成犁鏵的
背影，至今還映在瞳孔深處。那時
山村的教室掩擠在破舊祠堂的土
坯房裏，煤油燈搖曳着楊時「程門
立雪」的典故，也搖曳着我對未知
世界的渴望。17歲那年，我揣着
鄉親們用草紙包着的乾糧和祝
福，沿着金溪的波光走向遠方，身
後是父母在村頭久久佇立的身影。
而今重返故里，恰似故人重
逢。昔日「土沃民樂」的質樸期
許，早已化作「樂民沃土」的璀璨
圖景。當我的車轍碾過林海間蜿
蜒的柏油路，車載導航裏跳動的
「中國天然氧吧」字樣，與車窗外
掠過的紅椎林、楠木群構成現代詩
行。那些曾用竹筒接雨水喝的村
莊，如今家家戶戶的淨水器流淌着
山泉的甘冽，智能電錶記錄着光伏
發電的收益，這是綠色銀行開出的
幸福存摺。
金溪的濤聲裏藏着文明的密
碼。在岩仔洞遺址的篝火遺蹟
旁，我彷彿看見先民們用石錘敲

擊出第一片陶器的火光；當龍池
硯的墨香漫過竹紙鋪就的案牘，
楊時「倡道東南」的跫音與朱子理
學的餘韻在時空交錯中對話。最是
那擂茶的清香，讓五湖四海的賓
朋，在「茶碗陣」裏讀懂了將樂人
的待客哲學——那層層疊疊的茶
葉，恰似祖祖輩輩疊起的情誼。
運動場的吶喊驚醒了沉睡的山
谷。國際皮划艇隊的賽艇犁開碧
波，與宋代高平苑的校獵鼓角形成
奇妙共鳴；蛟湖村的金牌旅遊招牌
下，客家擂茶的氤氳與奧運健兒的
汗水共同蒸騰着時代氣息。更令我
怦然的是那片科創園區，3D列印
的模型裏，分明躍動着祖輩們用
竹篾編織的夢想；新能源汽車配
件生產線旁，年輕工匠們操作機
械臂的精準，恰似當年造紙匠人
撈紙的韻律。

站在玉華洞溶洞口回望，我忽
然讀懂了「將樂」的基因圖譜。
這裏既有楊時「天人合一」的生
態智慧，又有紅軍「星火燎原」
的革命豪情；既有「西山紙貴」
的工匠精神，又有「金森碳匯」
的創新膽識。這種傳統與現代的
交響，正是故鄉饋贈給遊子的精
神原鄉。
當暮色漫過金溪的曲線，我看

見新時代的將樂人正以「三多」
改革啟動林下經濟，用「兩山」
理念譜寫綠色傳奇。這片曾經貧
瘠的土地，如今已是投資興業的
沃土、康養度假的樂土、文化傳
承的淨土。
此情此景，讓我這個漂泊半生

的遊子，終於懂得，所謂鄉愁，
不過是故土在時代長河中不斷生
長的模樣。

◀楊流昌站在楊氏宗祠前影相。 作者供圖

▲福建生態環境得天獨厚，處處藏着絕
美山水。在這裏「青山綠水是無價之
寶」。 作者供圖

●漢朝的烤蟬爐。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