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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錯分善意惡意
讀者給受歡迎的
文學作品挑錯，其

動機可以分為善意和惡意。
英語魔法小說《哈利波特》全球
暢銷，讀者眾多。近年互聯網盛
行，方便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互通
消息。有熱心「哈迷」架設網站，
將7集《哈利波特》的「穿崩」事
例匯總保存。大家心甘情願花時間
精讀挑錯，就是為了熱愛這小說系
列，希望肅清不必要的小疏漏，再
版時可以改正。
長篇小說容易在小細節上出現前
後不符，這個很好理解。畢竟小說
通常處理虛構的人物情節，作者是
血肉之軀，記不清無關故事主線的
人和事是正常，即便是寫作態度非
常嚴謹的名作家都在所難免。金庸
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
之一，他旁徵博引，其傑作亦不免
有瑕疵。因為金庸的小說廣受讀者
愛戴，歷年以來無數讀者來信反映
對小說的觀感。如按第二版《射鵰
英雄傳》的鋪排，黃蓉應要比郭靖
還早出生！金庸從善如流，第三版
已經改了一些事件的時序，郭靖必
是靖哥哥而不會是「靖弟弟」。
惡意挑錯的動機是低貶金庸小說
的成績，或拔高自己來教訓作者。
例如《射鵰英雄傳》出現的白駱駝
和汗血寶馬都有人公開指斥為「不

存在」。金庸在新修版就白紙黑字
回應，親自騎過白駱駝、見過汗血
寶馬。還譏諷論者「未見過駱駝以
為馬背腫」。
「潘老頭」挑金庸的錯，動機與
「哈迷」相同。1985年編成《金庸
作品集勘誤》寄給金庸，1996年寄
最後一版，然後也沒有留底。此事
就算告一段落。到了廿一世紀新修
版（或稱新三版）面世，我有建議
的改動都一眼認出來。當然無法確
定我是否唯一找得出那些罅漏的讀
者，說不定有些明顯的錯誤其他有
心人都看得出。
我挑錯的原則是只管材料錯不
錯，不管情節合理不合理。如有前
後不符，我建議金庸在不影響人物
情節的情況下，以第一次出現的說法
為準。《書劍恩仇錄》有江湖上流
傳關於「火手判官」張召重的「寧
捱三槍，莫遇一張」，後面金庸誤書
「一槍」。新三版都統一成「三
槍」。我記得這是我建議的（或有
份建議），那時台灣遠流公司的
「金庸茶館」網站很熱鬧，吸引到
全世界的金庸迷去交流。有資深讀者
也看不順眼，認為金庸不必改。此君
向來瞧不起潘老頭沒有上過文學院、
中文系，當然不做出頭鳥，不去招
認：「這是我建議金庸的。」免得他
們那幫人來囉嗦我。

乖孫經濟學
據說，年輕人最新

的熱門職業已經從
「全職兒女」升級成了「全職乖孫」。
在社交平台輸入相關搜索就可以
看到這條「全新賽道」。一群年輕
人宣布自己找到了人生新定位：放
棄職場內卷，回歸家庭，專心致志
地當祖父母的全職乖孫。「與其在
外打工給別人當孫子，不如去伺候
親生的爺奶。」他們晒出陪爺爺下
棋的照片、帶奶奶做瑜伽的視頻，以
及姥姥剝好的荔枝和姥爺端出的四菜
一湯，配文多是「全職（外）孫子/
女的一天」之類。
好處顯而易見。「強行照顧」年富
力強、精神頭兒普遍優於自己的爹
媽，難免被質疑「啃老」。而以「雞
娃」為天職的父母面對宅娃也少不了
焦慮、催促和嫌棄，日子久了影響家
庭和睦。可祖孫就不一樣了，局面瞬
間變成「三贏」：孫輩有吃有喝有零
花錢，祖輩身體精神得到陪伴，而爹
媽一輩沒空陪老人的愧疚感也減弱
了。正所謂︰「一人全職乖孫，全家
找到舒適區。」
有作者寫這段時甚至自己把自己都
感動了，回歸家庭、個人成長、生命
真諦等等價值上了一個遍。
正向的價值當然要肯定，但事情本

身卻也絕不都是光明。表面看來，全
職乖孫是一種傳統孝道的回歸，但若
掀開這層溫情面紗，卻也很容易看到
硬幣的另一面——底色仍是啃老，只
不過這次的對象上移了一輩，且披上
了一件名為「孝順」的華麗外衣。
甚至，與「全職兒女」比起來，

「全職乖孫」帶有更多的算計和策
略。乖孫族們認為，在房價高企、就
業艱難、職場競爭白熱化的今天，與

其一身班味996或博士送外賣，不如
回到老宅，用陪伴換取食宿乃至零花
錢。而與父母相比，祖父母一代往往
有更好的物質條件，且情感需求更為
強烈。
這是一種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
年輕人提供情感慰藉，老人提供物
質保障。但這到底是回歸家庭、生
命真諦？還是親情貨幣化、孝心變證
券了呢？
此外，勤於在社交平台發帖的全職

乖孫博主們本身也是在經營賬號。陪
伴爺奶的日常，既是溫情生活，也同
樣是流量。孝行到底是真心實意還是
展演素材？親情到底是自然流露還是
個人形象管理？
這中間的界限不知在哪卻真實存在。
在這場「全職乖孫」風潮中，代際
關係的物化趨勢令人憂慮。祖孫情本
應是人間至純的情感之一，卻被異化
為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換。老人們得到
對抗孤獨的安慰劑，年輕人則收穫逃
避社會競爭的避風港。這種「偽陪
伴」表面上其樂融融，實則雙方都沉
浸在自己編織的幻覺中——一個以為
得到了親情，一個以為找到了捷徑。
需要理解的是，年輕人有他們的無

力和無奈。當正常的上升通道受阻，
當努力與回報嚴重失調，一些人自然
會選擇阻力最小的生存策略。但問題
在於，「啃老」無論怎樣變體，都終
究不是長久之計，祖父母的資源終會
枯竭，人生終將逃無可逃。
或許，我們該重新審視「乖孫經濟
學」的代價。年輕人需要的不只是生
存的捷徑，而是生活的通道；老人渴
望的也不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而是真正
的情感連接。而當「孝順」變成職業，
人們失去的定將比得到的多得多。

近年全球最火爆的
名詞是智能（AI）和

機器人，中國在這方面的發展速度驚
人，使幻想的世界成為現實。據Grand
View Research資料顯示，2024年全球
智能「陪伴」功能的市場規模已達281.9
億美元，預計2025年至2030年將以
30.8%的複合年增長率迅猛擴張，可見
智能機器人正改變世界，不久便會成為
你我生活的一部分。
內地的智能機器人研發企業如雨後
春筍，有些產品已銷往全球160多個
國家及地區，全球使用者超過百萬。
智能機器人的產品功能各異，當中用
在醫學方面的，可加快醫藥用品的研
發，肯定造福人群。活動能力有困難
的長期病患者，將可透過機器人獲得
合適的照顧，如日常生活起居、協助
身體活動，他們便不用長期卧床與外
界隔離，對身心康復肯定有莫大幫
助，也減輕家屬照顧者的極大壓力。
陪伴機器人的需求肯定強大，這些
機器人的設計有着37.5℃模擬人體的
體溫，備千多種行為表現和自學能

力，能為用戶提供情感交互，必定有
回應，而且可以設計成任何要求的模
樣。「情感陪伴」成最大賣點，人類
愈來愈長壽，也愈老愈孤獨，照顧老
人的機器人相信會取代不少外傭的工
作，亦會更盡責。
對於兒童，智能機器人除可以取
代父母和傭人的照顧，還能充當玩
伴和補習老師，隨時隨地解答任何
艱難的問題，提供廣泛的知識，有
着無數有趣的互動電子遊戲，可以
不同的語言溝通讓孩子學習。
智能機器人可以是最體貼聽話和聰
明的伴侶、家傭、寵物、玩伴、子
女、父母……取代和結合了不同的角
色。它不會老病，可隨時升級，轉換
型號或牌子。人與人之間相處易生矛
盾，不少人都不相信婚姻制度，不願
生育下一代，在習慣使用電子產品的
年代，選擇與智能機器人為伴似乎是
自然發展的大趨勢。
不久大家身邊總有一個機器人，人

類之間的話題就離不開炫耀自家的
「陪伴」軟件功能有多強。

智能機器人的年代

讀者請勿質疑我的文
題，其實《去茶樓》

《鬥雞》，以及《尋找大將軍》一套三
繪本，是「澳門歷史文化兒童繪本」系
列發布會上矚目的新書。
澳門每年辦書香文化節，都邀約我和

姐姐潘金英，到現場出席專題活動。今
年適逢是「澳門歷史文化兒童繪本」系
列新品發布，與會作家、畫家及來賓喜
相逢。發布會安排主要以兒童為中心，
除了由作者及畫家講述這一套三繪本之
創作過程外，兼有各種互動遊戲，讓親
子讀者即場玩。《鬥雞》繪本由心臟科
醫生譚健鍬所寫，我特別喜歡，書內兩
個主角，各自家裏都經營葡國雞餐廳，
其一是葡萄牙本土，另一是澳門本地，
彼此烹調之葡國雞互相比鬥，後來經歷
「天鴿」颱風對市道影響，兩家變得
「識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互相交
流，旨意佳。
我想這正反映出澳門人希望融合不同

文化，互動交流互相包容，和諧共處，
這和中華民族大同理念殊途同
歸，澳門精神好！
而繪本《去茶樓》發布時，

以有趣的傳統茶樓物品，展示
於現場作道具，大小讀者皆可
即時手動DIY合作親子共做點
心，或借當中情節了解茶樓內
不同職稱。何解別人為你奉茶
而你用手指回應？此「叩手

禮」品茶知識，小童可即場學即場做，
親自體驗好特別。
香港書展即將開鑼之際，想起過去我

多次應邀任香港中文兒童文學創作獎評
審，最終評出得獎繪本並結集出版，但
本港未有像澳門那樣團結鼎力推廣，之
後亦無進展。無奈地平心而論，澳門比
香港細，兒童文學原創出版卻似更見力
度、更見推廣，兒童文學創作閱讀及深入
民心，從來都要迎難而上加大力度呀！政
府文化機構及出版社必須帶頭大力支
持，有陣勢及多設法去鼓勵，像內地有
冰心、秦文君、任溶溶獎等多項鼓勵青
少年文學創作之獎項，澳門近年也創設
不少新的文獎哩。香港在這方面就似欠
奉啊！
澳門近十多年催生了新生代的兒童文

學團體，楊穎虹是其中推手之一，她積
極舉辦比賽及活動推廣，鼓勵新人來文
學園圃勤筆耕，我期待港澳聯袂，互動
合作多做栽花人，使兒童文學書香滿
園，繁花似錦，人人都閱讀獲益。

澳門去茶樓鬥雞
那一爿嶄新的小店，百呎見方，
開在半山電梯下面的街面上。正午

時分，我在這裏打發片刻夏日時光。
刻着花體字「HongKong」的冰箱貼，叮叮車為主

題的明信片，將「花墟」的熱鬧印在封面上的筆記
本……小東小西，卻也滿目琳瑯。身着校服的男學
生，為自己的背包揀了一個「好叻」的掛件，鮮紅
又瘦長的華文楷體，襯着那筆挺的西褲，為他平添
幾分瀟灑的自信。他還不忘為在門邊等待的女生選
一隻小熊公仔，那份默契的甜蜜，讓我忽然感到，
她那天藍色的裙子，恰到好處地映襯着這個美麗的
夏天。
也有滿頭大汗的遊客被冷氣吸引，歇歇腳，也便
隨手買幾個冰箱貼帶回去送人。有本地師奶一腳踏
進來，自言自語：「新開的舖頭，有咩？睇吓
先！」挑剔的眼光細細打量，我似聽到她心裏比較
價格的算盤在「劈啪」作響，一隻文具盒顯然黏住
了她的眼睛，上面的大熊貓憨態可掬，大眼睛半眨
着，萌化了師奶「慳錢」的心。師奶攤手攤腳地走
到店舖的最入面，豪氣地拿出20蚊面值的紙幣，大
剌剌地對着店員：「有冇折呀？15蚊得唔得？」
店老闆是個不到30歲的後生仔。攀談間，他的臉

上一直洋溢着清澈的笑容。當他告訴我，這爿小
店、月租超過十萬，我不禁一驚：這些「小東小
西」的香港文創，得賣多少貨，才能繳得起「月
租」並養活老闆和店員？他像是看透我的心思，小
聲說：「還不錯的，養活一家人沒問題。」
這是夏天裏的生活，亦是生活的夏天。賺錢不
易、世事艱辛，但日子是火熱的，像夏天一樣火
熱，只要我們有一顆進取的心、一雙勤勞的手，每
一天，都是夏，美好的夏天。

夏

早先看過一部小說《魔
山》，當中有一個片段，是

主人公進入魔山療養院之後不久，他就知道這
裏有一個日程——聽博士克洛可夫斯基作報
告，且這一系列報告還被彙編成一個總題
目，叫做《愛情作為致病的力量》。
當然，如果你看完此書，知道了《魔山》
是托馬斯．曼對人類理性的一種反思，並指
出了現代社會總是把動感情這件事看成是一
種病症，你就很能理解為什麼在這部書的剛
開始，作者會安排這樣一位博士，去講這樣
一個題目，因為愛情正好也是感情的一種。
所以，在一個只追求理性的邏輯當中，愛情
也是病症。於是，這本杜撰出來的書，以及
與之相關的情節一下子就作為深化主題的細
節佔據了一個篇幅，又因為文中處處都有這
樣的布局與隱喻，你就會覺得這書果然大有
深意。不過，有些人甚至不需要看這部書的
全部，他一旦看到這報告的題目本身，就知
道了作者的用意。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感
情用事的人。這書於他而言，就十分易讀。
同樣的手法，賈寶玉也曾用過。在《紅樓

夢》第三回中，寶玉為黛玉取一別名「顰
顰」，並杜撰出一本書《古今人物通考》，
說其中有一句「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
墨」。探春於是笑道：「這又是你的杜
撰。」其實，這本隱藏的書並非不存在，它
意味着一條線索，表露了作者的心跡，隱藏
着一種動機。這動機並不言明，僅僅留給那
些只看寓意就知道它是什麼的人。而那些要
去質疑此書真實與否的人，作者簡直無法回
答他。
倒不是他不願意，只是因為他無從談起。
這隨口說出的話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系統的一
部分，它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既然解釋
起來那樣龐大複雜，答者乾脆閉口不談。這
就是寶玉與探春的隔膜。某一日，寶玉對黛
玉說：「我雖有兩個兄弟姐妹，難道你不知
道，那都是與我隔母的，我與你也是一
樣。」可見以性情論，外在的一切標準好像
都失靈了。就好像一個人，無緣無故愛上了
另一個人，這喜愛如此無來由，你非得逼迫
他道出原委，當事人或許可以勉強給了一個
答案，可你卻依然不明就裏。

其實，你固然沒有聽到你想聽的，講者又
如何不知道這解釋很不高明。因為他從一開
始講起，就沒有感受到對方了然般的那種感
興趣聽下去的回應。於是，他也就無從談起
了。因為一種談論需要感覺，感覺的部分是
要依靠不用言明就知曉的一種氛圍營造的。
這或許和我們的認識有些出入，我們一直覺
得要交流就得開口說話，可一旦沒有了一種
了然，開口說話的慾望就神奇般消失了。可
見要在一種談論當中獲得情感上的愉悅，勢
必需要興趣相投。
所以，現代會議往往用一種形式將人的這

種感受固定下來，那就是主題會議。在一堆
完全不同的人當中，給出一個共同的、大家
都感興趣的主題，大家談及此事，便各抒己
見，主題因而會在討論當中愈加凝練。尤其
當這個主題來自某一專業領域，討論獲得的
收穫便也愈大。甚至於，主題愈是狹小，交
談的深度愈深。這時候，交談會成為一個禮
物，超越了異質性帶來的障礙，令人和談話
都成為有益的，它於是也就成為現代社會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杜撰與用典

石岐尋根
我出生於澳門，祖籍中山石岐，可是
一輩子都沒住過中山，不過澳門本來就
是中山屬土，山水相依，生活品味基本
還是一致的。例如焗禾蟲、舞醉龍，這
些中山特有的食品和節日活動，澳門依
舊傳承不絕。
小時候一般都在石岐習俗的氛圍中長
大。父母及親戚說的幾乎都是石岐
話，上課時也遇到幾位說石岐話的老
師，聽過標準鄉音。離開澳門以後，
有時會被香港的同學刻意模仿及取笑，
叫我Macau Friend，用粵語音譯可以說
成「麻Ｘ煩」，還要加點地道粗話，才
夠傳神。現在我說的粵語要經歷長年
累月才能擺脫澳門話及石岐話的腔
調，漸趨雅正。有朝一日如果返回石
岐鄉間，訪鄰尋里，追尋祖輩故居的
足跡，鄉音無改鬢毛衰，到時石岐話可
能會大派用場。不過，現在說普通話的
場合更多，粵語偶而才微露一兩句。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第一次踏足
內地，首先往訪翠亨村孫中山故居，沒
去別的地方。第二次是從澳門去廣州，
坐中旅社的小汽車，從早到晚，經過4
個渡口，第一個渡口好像就是中山，還
在岐江邊上的飯館吃石岐乳鴿。當時
還能聽到石岐話的鄉音，親切明白。
以後多次參觀孫中山故居，可是父祖
輩的鄉下大陂村一直都沒有去過，不好
找，也找不到。
大陂村位於石岐東北，屬蓮興社區。
「陂」（bēi、pō），音碑，澤障曰陂，
訓為池塘、山坡。近年大灣區交通方
便，四通八達，有一次路過東裕路，從
微信地圖上找到了大陂村的名字，後來
沿着手機引路，徒步半小時，經過興中
路、孫文東路、中山巿政協、蓮塘路、

厚興直街，結果真的到達大陂後街、大
陂涼亭、大陂正街、厚興文化廣場等。村
口豎立高聳的牌樓，上載對聯：「厚德
載物年年旺，興業為民歲歲歡。」也就
是村民最樸素的願望。村子裏停了很多
汽車，傳說中的農田蕩然無存。「老榕
樹蔭華光廟，禾穀神祠訪孑遺」。
大陂正街1號有禾穀古廟、華光廟、
觀音殿三座廟宇，代表村民的基本信
仰。禾穀古廟供奉姜嫄，生下后稷。后
稷教民稼穡，發展農業，為周朝祖
先。《詩經．大雅．生民》說姜嫄無
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意思是
說姜嫄踩着上帝腳印的大拇指而懷孕
生下后稷的，自然是母系社會古老的傳
說。《詩經．魯頌．閟宮》也說姜嫄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
生后稷。」可見姜嫄品德純正，得到神
明的庇祐，懷孕的時間夠了，順利生下
孩子。這兩首詩都在讚揚姜嫄的德性。
屈大均《廣東新語》：「香山村落

多祀禾穀夫人，或以為后稷之母姜嫄
云。予謂里有社稷，社，土神也；稷，
穀神也。祈年報賽，以二神為歸足
矣。乃立淫宇而享祀。」屈大均認為民
間祭祀、社稷二神就夠了，以禾穀夫人
取代后稷，過於浮誇，沒有必要。中山
現存城東三溪村的「禾穀廟」，城西
的龍頭環村的原廟已經塌毀，城北大
陂村的禾穀夫人像則遷移到華光廟的
側殿禾穀古廟中，乃全國所僅見。
禾穀古廟對聯「禾穀鴻海宇，稻稔
護民生」，以種稻為主，祈求豐收。廟
裏神盦兩旁的直幡都寫上「威靈感應
和穀夫人」，而神盦上頭的橫幅則寫
「和穀夫人」，「禾」「和」不分，寫錯

字了，未免大意。石岐人專祀禾穀夫人
的信仰，可能代表姜族後裔的支派南
下，在石岐開枝散葉，特請姜嫄作大地
的守護神，香火不絕。
最近，我又走訪母氏的故鄉張溪

村，位於湖濱中路，路口也豎立一座牌
樓，易於辨識。張溪村在石岐北部大信
社區，原有的河涌現已不存，闢為馬
路及菜巿場，旁邊的土地公更是民間的
守護神。張溪路不長，很快就可以走到
岐江邊上。岐江水清，草木青蒼，鷗鳥
飛翔，挨着江邊可以一直走到岐江橋，
也就是石岐的巿中心了。聽說祖輩就
是從張溪村坐船出發沿着岐江去澳門
的，「悄立河涌風景異，石岐喚渡草
萋萋」，不禁回想八十年代初期過渡
的感覺，浮想聯翩，恍惚相似。

人
生
憑
闌
處

人
生
憑
闌
處童心童心 潘明珠潘明珠

心
窗
常
開

心
窗
常
開

網
人
網
事

網
人
網
事

狸美美狸美美

余似心余似心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

潘國森潘國森

劉劉征征

信
而
有
征

信
而
有
征

名
人
鄉
情

名
人
鄉
情

（
本
欄
目
逢
周
一
出
版
）

黃坤堯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授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禾穀古廟對聯「禾穀鴻海宇，稻
稔護民生」，以種稻為主，祈求豐
收。 作者供圖

●「澳門歷史文化兒童繪本」推出的三繪本系
列。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