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9

二○一一年五月三日（星期二）辛卯年四月初一

采風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上
個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
正
當
年
少
，
正
當
對
知

識
如
渴
的
年
代
，
甚
麼
書
也
拿
來
看
一
看
。
那
時
迷
歷

史
，
坊
間
有
不
少
大
陸
史
學
研
究
者
寫
的
書
，
將
中
國

歷
史
分
割
成
一
段
段
，
甚
麼
奴
隸
制
時
代
，
甚
麼
封
建

社
會
，
甚
麼
資
本
主
義
萌
芽
時
期
，
看
得
腦
中
滿
是
疑
惑
。

這
些
亂
套
洋
鬼
子
觀
點
寫
成
的
研
究
，
雖
然
從
原
始
資
料

中
擷
取
了
不
少
證
據
，
但
始
終
令
我
十
分
反
感
。
這
反
感
一

直
影
響
到
我
閱
讀
有
些
專
用
西
方
理
論
來
套
中
國
文
學
的
鴻

文
大
著
，
甚
麼
結
構
主
義
、
後
結
構
主
義
、
後
現
代
、
後
殖

民
，
往
往
令
人
看
得
滿
不
是
味
兒
。
但
要
在
這
個
領
域
有
發

言
權
，
就
要
研
究
這
些
所
謂
理
論
，
八
、
九
十
年
代
，
確
實

也
看
了
不
少
這
類
的
書
。

日
前
得
購
余
英
時
先
生
的
大
著
︽
史
學
研
究
經
驗
談
︾︵
邵

東
方
編
，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
二
○
一
○
年
十
二
月
︶，
一
口

氣
看
完
，
對
余
先
生
的
學
問
，
又
增
幾
分
敬
佩
。
首
篇
即
是

書
名
，
是
邵
東
方
先
生
於
二
○
○
八
年
十
月
訪
談
余
先
生
後

的
筆
錄
。
余
先
生
認
為
用
西
方
的
方
式
來
研
究
中
國
的
東

西
，
﹁
就
引
起
許
多
問
題
，
最
大
的
一
個
問
題
就
是
你
很
容

易
削
足
適
履
，
把
外
國
的
東
西
當
作
一
個
模
式
，
把
中
國
的

材
料
盡
量
剪
裁
放
進
去
。
﹂

旨
哉
斯
言
也
！
並
且
一
針
見
血
指
出
中
國
一
些
學
人
的

﹁
混
帳
﹂
：

﹁
我
覺
得
我
們
一
些
中
國
人
有
一
個
大
問
題
，
就
是
常
常

追
逐
西
方
潮
流
，
甚
麼
東
西
在
西
方
流
行
，
我
們
中
國
馬
上

就
要
有
，
例
如
甚
麼
女
性
主
義
，
種
族
問
題
，
階
級
意
識
等

等
。
如
果
執

在
某
一
點
上
，
你
就
麻
煩
了
，
看
來
看
去
都

是
那
個
東
西
。
﹂

這
類
﹁
製
成
品
﹂，
無
可
否
認
唬
人
，
但
只
是
一
條
﹁
虛
浮

的
路
﹂，
每
每
站
不
住
腳
，
所
以
余
先
生
說
：

﹁
我
們
必
須
在
中
國
史
料
裡
面
找
它
本
身
的
脈
絡
，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追
溯
中
國
的
歷
史
，
不
管
研
究
的
是
政
治
史
、
經

濟
史
、
文
化
史
還
是
思
想
。
﹂

但
，
余
先
生
並
非
全
盤
否
定
西
方
的
模
式
，
他
說
：
﹁
我

認
為
我
們
研
究
中
國
首
先
要
參
考
西
方
的
模
式
，
但
不
是
全

盤
接
受
他
們
的
模
式
。
﹂
這
就
是
科
學
精
神
。
研
究
史
學
如

是
，
研
究
文
學
也
應
如
是
。

余
先
生
在
訪
談
裡
，
還
說
了
一
個
故
事
。
話
說
蔣
介
石
看

了
蕭
一
山
的
︽
清
代
通
史
︾
後
，
問
蔣
廷
黻
有
何
意
見
。
蔣

廷
黻
是
搞
近
代
史
的
，
聞
言
毫
不
留
情
將
書
批
得
體
無
完

膚
。
蔣
廷
黻
走
後
，
蔣
介
石
對
秘
書
說
，
這
個
蔣
廷
黻
不
會

念
書
，
他
看
書
盡
看
缺
點
，
看
不
到
裡
面
的
好
處
。
余
先
生

說
，
一
介
武
夫
的
蔣
介
石
，
這
句
話
卻
很
有
智
慧
。
讀
書
，

﹁
不
管
用
哪
種
方
法
，
都
不
要
盡
看
人
家
的
毛
病
，
也
要
看
人

家
的
好
處
。
﹂

做
學
問
，
何
嘗
不
是
？
有
些
人
或
者
有
些
戴

有
色
眼
鏡

的
所
謂
學
者
，
往
往
不
屑
去
看
一
些
他
們
認
為
的
﹁
垃

圾
﹂
；
而
﹁
不
屑
看
﹂，
卻
又
妄
言
批
評
。

回
到
上
文
，
余
先
生
雖
然
反
對
亂
套
西
方
模
式
，
他
對
那

些
模
式
，
卻
是
鑽
研
得
很
深
，
十
分
了
解
西
方
那
些
理
論
，

既
然
了
解
，
那
才
有
發
言
權
：
中
國
歷
史
是
不
應
該
這
樣
套

的
。

每
個
人
也
許
有
一
個
或
多
個
夢
魘
，
也

就
是
常
常
在
夢
境
中
出
現
的
情
節
。
有
的

人
懷
念
親
人
，
便
說
常
在
夢
中
相
會
；
有

的
人
生
平
有
些
事
情
印
象
深
刻
，
於
是
便

在
夢
中
重
演
。

常
常
在
我
的
夢
境
中
出
現
的
，
一
是
找
廁

所
，
另
一
是
駕
駛
汽
車
。

為
什
麼
常
在
夢
境
中
出
現
﹁
廁
所
問
題
﹂

呢
。
原
因
是
我
酷
愛
旅
遊
，
但
有
好
幾
次
因
如

廁
問
題
刻
骨
銘
心
，
於
是
便
在
夢
境
中
自
行
製

造
情
節
，
出
現
﹁
覓
廁
驚
魂
﹂
來
了
。

在
俄
羅
斯
西
伯
利
亞
地
區
的
一
次
旅
遊
行

中
，
在
乘
郵
輪
登
陸
韓
國
釜
山
的
唐
人
街
頭

上
，
都
因
覓
廁
所
而
出
現
﹁
災
難
﹂
。
在
韶

山
、
泰
山
的
旅
遊
中
，
則
因
廁
所
十
分
遙
遠
而

﹁
迫
不
及
待
﹂。

西
伯
利
亞
旅
行
那
一
次
最
慘
，
因
當
年
是
抱

病
參
加
。
組
團
後
突
發
帶
狀

疹
病
，
已
看
醫

生
服
藥
，
但
未
痊
癒
。
飛
機
到
達
海
參
崴
後
，

又
因
食
物
不
潔
而
鬧
肚
子
痛
。
遍
覓
廁
所
不

獲
，
到
一
遊
客
酒
店
，
居
然
還
是
蹲
廁
。
老
人

蹲
下
十
分
辛
苦
，
便
後
起
身
艱
難
，
還
多
得
同

伴
幫
忙
，
其
狼
狽
可
知
。

去
年
再
乘
郵
輪
，
登
陸
釜
山
，
漫
遊
唐
人

街
，
又
因
便
急
找
廁
所
，
有
一
酒
店
居
然
拒
絕

借
廁
。
找
到
一
家
華
人
商
店
，
願
意
照
顧
，
但

又
是
蹲
廁
。

在
韶
山
、
泰
山
，
則
是
景
點
和
廁
所
相
距
太

遠
，
又
缺
乏
明
確
指
示
，
令
人
有
不
知
如
何
找

之
嘆
。

難
怪
廣
汕
高
速
公
路
在
惠
來
一
段
有
個
收
費

廁
所
，
名
為
﹁
解
憂
所
﹂。
此
廁
所
名
在
全
國

來
說
，
可
謂
十
分
獨
特
。
對
我
來
說
，
的
確
是

解
憂
之
地
。

至
於
駕
駛
汽
車
，
我
在
五
十
多
年
前
，
便
已

考
取
駕
駛
執
照
，
並
有
逾
四
十
年
的
駕
駛
經

驗
。
二
○
○
三
年
因
眼
疾
而
告
別
自
行
駕
車
。

當
然
，
以
目
前
這
個
年
紀
，
自
行
駕
車
並
不
適

宜
。
但
回
憶
過
去
自
行
駕
車
的
寫
意
日
子
，
念

念
不
忘
，
因
而
偶
會
在
夢
境
中
出
現
。
夢
中

﹁
劇
情
﹂，
多
是
找
不
到
人
駕
車
，
我
便
自
告
奮

勇
，
雖
然
九
人
車
、
貨
車
我
沒
有
駕
駛
過
，
但

臨
危
自
薦
，
又
自
知
違
規
，
於
是
驚
出
一
身
冷

汗
，
醒
來
還
飄
飄
然
。

一
年
一
度
的
﹁
五
一
﹂
國
際
勞
動
節

又
過
去
了
，
﹁
勞
動
節
﹂
是
勞
動
人
民

的
節
日
，
他
們
在
這
一
天
節
日
假
期

裡
，
安
排
節
目
開
心
快
樂
是
必
然
的
。

很
可
惜
，
社
會
分
配
不
公
，
貧
富
懸
殊
大
，
很

現
實
的
今
天
，
仍
然
有
不
少
勞
動
者
沒
有
假
期

要
上
班
，
甚
至
在
貧
窮
線
下
生
活
的
勞
動
者
根

本
沒
有
閑
餘
前
去
消
費
玩
樂
慶
祝
。

擾
攘
多
年
的
﹁
最
低
工
資
﹂
今
年
初
步
有
結

果
。
但
不
知
是
誰
的
錯
，
卻
留
下
多
處
灰
色
地

帶
，
爭
議
甚
多
。
把
本
已
存
在
的
勞
資
矛
盾
更

加
深
，
尤
對
中
小
企
業
的
東
主
加
深
營
運
困

難
。
﹁
不
良
顧
主
﹂
的
大
帽
當
頭
壓
，
連
道
德

標
準
也
受
損
了
。
事
實
上
，
本
來﹁
最
低
工
薪
﹂

實
施
後
受
益
的
是
僱
員
，
結
果
卻
未
必
，
事
關

僱
主
為
生
存
起
見
必
謀
對
策
，
裁
員
減
工
時
減

低
成
本
，
對
僱
員
又
怎
會
有
利
！
尤
其
對
年
過

六
十
的
勞
動
者
，
年
齡
與
體
力
又
怎
夠
年
輕
者

爭
呢
！
再
加
上
低
學
歷
低
技
能
，
公
司
裁
員
時

必
在
前
列
。
腦
海
中
，
突
浮
現
步
履
蹣
跚
的
那

些
阿
公
阿
婆
，
晨
曦
中
，
出
現
在
橫
街
窄
巷
推

小
車
拾
紙
盒
的
情
景
。
一
陣
陣
辛
酸
滋
味
在

心
頭
湧
現
。
要
解
決
社
會
深
層
次
矛
盾
，
要
提

高
社
會
幸
福
指
數
，
政
府
是
須
要
做
一
些
事
，

長
遠
而
言
，
建
立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是
必
要
的
。

更
何
況
目
前
香
港
經
濟
實
力
強
，
儲
備
充
沛

哩
。
今
屆
特
區
政
府
似
乎
並
沒
有
充
足
時
間
去

作
較
長
遠
規
劃
，
唯
有
期
望
下
一
屆
新
政
府
官

員
能
關
注
社
會
之
公
平
。

回
歸
祖
國
快
將
十
四
年
的
香
港
，
與
內
地
經

貿
文
化
關
係
越
趨
密
切
。
在
﹁
十
二
五
﹂
規
劃

開
局
之
年
的
今
天
，
香
港
市
民
要
適
時
地
跟
進

社
會
包
括
市
場
的
變
化
才
能
抓
緊
商
機
。
事
實

上
，
當
香
港
商
人
要
設
計
產
品
推
廣
時
，
不
應

再
局
限
於
七
百
多
萬
人
的
小
市
場
，
而
是
要

﹁
國
際
化
﹂、
要
以
﹁
兩
地
﹂
市
場
為
對
象
，
才

能
賺
取
最
高
利
益
。
本
港
房
地
產
市
場
、
證
券

市
場
皆
如
是
了
，
食
肆
百
貨
、
商
品
名
牌
亦

然
。
最
近
針
對
非
本
地
孕
婦
來
港
分
娩
對
本
港

醫
院
釀
成
的
壓
力
，
醫
務
當
局
推
出
七
招
堵
內

地
孕
婦
湧
港
分
娩
，
措
施
正
確
。

另
一
齣
值
得
推
介
的
中
聯
電
影

是
一
九
五
三
年
的
︽
金
蘭
姊

妹
︾，
本
屆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也

有
選
播
。
︽
金
蘭
姊
妹
︾
由
吳
回

導
演
，
講
述
幾
位
粵
籍
女
傭
︵
即
媽

姐
，
讀
作
﹁
馬
姐
﹂︶
的
不
同
遭
遇
，

她
們
都
有
不
同
的
追
求
、
理
念
和
堅

持
，
電
影
表
現
她
們
工
作
的
辛
勞
、
盡

責
，
也
表
現
她
們
的
軟
弱
和
受
騙
，
最

後
認
清
現
實
、
尋
回
理
念
，
強
調
團
結

互
重
，
是
一
齣
反
映
現
實
、
刻
劃
人

性
、
主
題
明
確
的
電
影
。

粵
語
片
不
乏
講
述
親
情
倫
理
、
父
慈

子
孝
的
主
題
，
也
有
批
評
封
建
社
會
，

倡
導
新
思
想
，
或
批
評
商
業
化
社
會
，

鼓
勵
低
下
層
民
眾
同
舟
共
濟
的
主
題
，

主
要
角
色
多
為
父
母
子
女
、
新
思
想
青

年
或
小
職
員
、
舞
女
、
失
業
作
家
、
失

業
教
師
等
，
而
像
︽
金
蘭
姊
妹
︾
般
以

女
傭
為
主
要
角
色
的
粵
語
片
很
少
見
，

在
五
十
年
代
眾
多
男
性
主
導
的
電
影
當

中
，
︽
金
蘭
姊
妹
︾
的
女
性
自
主
意
識

十
分
突
出
，
由
此
也
可
見
出
中
聯
電
影

題
材
的
多
元
。

︽
金
蘭
姊
妹
︾
中
的
粵
籍
女
傭
分
別

由
紫
羅
蓮
、
黃
曼
梨
、
梅
綺
、
容
小
意

和
小
燕
飛
飾
演
，
都
是
片
中
的
主
要
角

色
，
而
一
眾
中
聯
導
演
，
包
括
珠
璣
、

李
鐵
、
吳
回
、
李
晨
風
、
秦
劍
等
人
，

則
扮
演
次
要
角
色
或
奸
角
，
成
了
十
分

有
趣
的
對
照
，
看
了
不
禁
使
人
莞
爾
。

我
本
身
是
研
究
香
港
文
學
的
，
從
追

溯
四
五
十
年
代
的
通
俗
小
說
而
得
悉
香

港
文
學
與
電
影
的
重
要
關
係
，
加
上
對

舊
香
港
事
物
的
興
趣
和
感
情
，
而
愈
發

喜
看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粵
語
片
。
由
此
出

發
，
數
年
間
也
陸
續
寫
了
一
些
研
究
五

六
十
年
代
香
港
電
影
的
論
文
；
當
然
電

影
研
究
是
屬
於
另
一
種
研
究
專
業
，
我

也
戰
戰
兢
兢
，
希
望
有
朝
一
日
能
有
一

點
成
績
。

﹁
雞
蛋
仔
﹂
伯
伯
原
來
全
家
住
公
屋
、

領
綜
援
，
消
息
一
經
曝
光
，
伯
伯
的
形
象

由
雲
端
摔
落
地
面
，
一
哄
而
起
的
敬
慕
之

情
與
支
援
之
聲
，
霎
時
煙
消
雲
散
。
就
像

其
他
不
少
城
市
話
題
，
來
得
快
、
去
得
也
快
，

大
家
見
怪
不
怪
，
習
為
常
態
。

一
位
內
地
朋
友
曾
訝
然
問
我
，
香
港
社
會
從

何
時
起
變
得
如
此
﹁
單
料
銅
煲
﹂
？
當
時
，
我

愕
然
無
以
為
應
。
的
確
，
不
知
何
時
開
始
，
香

港
經
常
都
有
話
題
，
全
城
炒
作
大
熱
，
沒
有
幾

天
，
第
二
個
新
話
題
悄
然
冒
起
，
又
大
炒
特

炒
，
取
代
了
舊
題
，
沒
有
什
麼
事
件
經
歷
深
化

思
考
沉
澱
，
罕
有
人
訝
異
追
究
。

不
能
怨
怪
個
別
政
客
刻
意
譁
眾
取
寵
，
無
謂

責
難
個
別
傳
媒
推
波
助
瀾
，
怪
只
怪
人
人
惰
於

思
考
、
自
甘
隨
波
逐
流
，
跟

羊
群
東
奔
西

跑
。﹁

羊
群
效
應
﹂
什
麼
時
候
出
現
在
香
港
社

會
？
我
們
讀
書
那
個
年
代
，
戲
曲
文
化
各
有
所

好
、
飲
食
店
舖
各
選
其
式
，
沒
有
人
會
因
為
某

個
食
評
而
蜂
擁
到
某
店
捧
場
。
麵
食
來
說
，
有

人
喜
歡
清
湯
、
有
人
喜
歡
濃
汁
，
甜
點
更
多
的

是
不
同
口
味
，
縱
使
天
下
最
知
美
食
的
人
，
也

不
能
盡
知
各
人
所
好
，
大
家
又
何
必
以
他
的
推

薦
為
自
己
的
終
極
所
好
！

我
常
常
到
日
本
度
假
遊
玩
，
對
關
東
一
帶
算

是
頗
熟
悉
。
可
是
，
我
最
尷
尬
遇
上
有
人
問

我
，
日
本
有
什
麼
好
玩
？
有
什
麼
好
食
？
我
只

能
反
問
，
他
喜
歡
什
麼
遊
玩
、
喜
歡
什
麼
口

味
，
再
嘗
試
從
記
憶
中
找
出
可
能
合
適
介
紹
的

項
目
。

鹹
甜
苦
辣
各
有
所
適
，
各
有
所
好
，
恆
常
依

賴
所
謂
專
家
評
介
，
徒
然
喪
失
自
我
，
助
長
羊

群
心
態
。

鹹甜苦辣各適其好

近日上人民網，看到新華社播發的溫家寶同國
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的講

話全文。文中溫家寶對近年來相繼發生的「毒奶
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
「道德門」事件痛心疾首，因為「這些惡性的食品
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
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溫家寶在講話中一再強
調，「要注重對社會轉型期道德文化建設的研究。
在全社會大力加強道德文化建設，形成講誠信、講
責任、講良心的強大輿論氛圍。」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在公開場合痛心道德嚴重滑

坡，並敞言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來，「文化建設特
別是道德文化建設與經濟發展相比仍然是一條短
腿」，這足以說明當前國內誠信的危機。
談起相繼發生的「道德門」事件，就不能不談

「奸商門」，因為無論是溫家寶這次點名的「毒奶
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還是
媒體早已曝光的致病「福壽螺」、「蘇丹紅」鴨

蛋、「嗑藥」多寶魚、「人造蜂蜜」等，其罪魁禍
首無不都是奸商。
有句路人盡知的成語，叫做「無商不奸」，說的

是商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對付消費者是無所不用其極
的。而一些無恥的商人更是學會了用「無奸不成商」
來為自己的無恥行為作辯解。殊不知，「無商不奸」
的原意是「無商不尖」，查成語大詞典便可得知。
「無商不尖」，出典為舊時買米以升斗作量器，故有
「升斗小民」之說。賣家在量米時會以一把紅木戒
尺之類削平升斗內隆起的米，以保證份量準足。銀
貨兩訖成交之後，商家會另外在米筐裡汆點米加在
米斗上，如是已抹平的米表面便會鼓成一撮「尖
頭」。量好米再加點添點，已成習俗，即但凡做生
意，總給客人一點添頭。這一小撮「添頭」，很讓
客人受用，故有「無商不尖」之說。久而久之便有
了「無尖不成商」的美談，用以形容「我泱泱大
國，以誠信為本」。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一些商
人早把「無商不尖」的誠信丟棄腦後，改為「無商

不奸」了。
你只要在社會上走走，就不難

發現，小到攤販，大到集團，爾
虞我詐、唯利是圖、損人利己、
坑害顧客的無恥行為比比皆是。
以至於出門買菜都得高度警惕，
一不留神就會受騙上當。
很懷念以前那種純樸的社會風

氣。那時大家都坦誠相見，彼此
信任，出門鑰匙就放在鄰居家。
商家更是以誠信為經商信條，絕
少出現短斤少 現象，別說發生
「毒食品」等事件了。信譽就是商
家的性命，一旦信譽喪失，經營

的商號也就結束了。從電視劇
《喬家大院》、《一代大商孟洛
川》、《大境門》等我們也可清
楚地看出這一點。
曾幾何時，經商大潮席捲全國

各地，先是全民經商，大街小巷
都設滿了攤點，賣小吃的賣服裝
的扎成了堆。人民紅 眼睛一切
向「錢」看。也難怪，計劃經濟
年代禁錮了人們的思維和手腳，
使人們有錢不敢賺。現在開放搞活，誰不想發家致
富啊。繼而有經濟頭腦的官員停薪留職下海，利用
人際關係資源走上先富之路。接 ，企業改制，非
公有制經濟迅猛發展，民營企業家滿天飛；再後
來，又號召全民創業，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東
南西北，彼此相遇改稱「老闆」了。
誠然，發展經濟是硬道理，開放搞活，鼓勵、支

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更是國家繁榮昌盛所必須
的。可是，發展經濟的同時，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
文化建設卻相對滯後了，在「恭喜發財」祝福語的
渲染下，在「拜金主義」的流行下，人人都在向
「錢」看，什麼東西都以物質來衡量，看一個人有
沒有本事，也以會不會賺錢為標準。女孩嫁人要
「有房有車有存款」，老闆、企業家進政協、人大以
及享受更高榮譽也主要看利稅總額。道德標準在金
錢的光射下黯然失色，讀書學習、修心養性成了一
些人取笑的把柄。於是、販賣假煙、假酒、假藥、
假證⋯⋯大行其道，各種詐騙案件屢見不鮮，就連
帶有政治光環的一些名企也偷偷幹些見不得人的勾
當。更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也搞假報表
虛指標來忽悠百姓。特別是最近各大中城市出台的
房價調控目標更是虛晃一槍，除北京等少數城市房

價調控指標穩中有降外，其餘大多數城市都將房價
調控變成了房價上漲幅度了，如此愚弄百姓何以取
信於民？難怪國務院派督查組下去督查，要求傾聽
民聲，重新制定房價調控指標。
誠信作為做人的一種基本準則和一項重要的社會

資本，在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今天，應該引起全
社會的高度重視。須知，欺詐行為、信任缺失借助
經濟大潮，已迅速瀰漫於整個社會，毒化了我們的
社會生活，侵襲了每一個人的思想，也影響了國家
的信譽。誠信危機的造成，固然多係小人特別是奸
商的欺詐行為所致，然而任其蔓延無以遏制則我們
每個人都有責任。孔子說，一個國家寧可「去兵、
去食」，也不能無信。一旦失去了誠信，國將不
國。誠信是立國之本，是邦交之本，同樣也是我們
每一個人的立身之本。
讓我們以溫家寶總理的談話精神為東風，以整治

「道德門」事件為突破口，堅決摧毀「奸商門」，奮
力吹響誠信經商的集結號，大力弘揚誠信做人的優
良傳統，從根本上整肅世風，重建誠信大體系，人
人講誠信，特別是政府部門要帶頭講誠信，以誠信
屹立於世界民族之尖，以誠信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
尊敬。

余英時的當頭棒喝

夢 魘

黃仲鳴

客聚

復
活
節
去
了
新
加
坡
幾
天
跟
朋
友
一
聚
。
近
年
去
獅

城
，
都
是
工
作
，
難
得
這
次
有
機
會
四
處
走
走
，
做
一
個

觀
光
客
。

不
可
不
提
的
是M

arina
B
ay

的
﹁
藝
術
科
學
博
物
館
﹂

A
rt
Science

M
useum

，
跟
去
年
開
業
的
賭
場
一
樣
，
都
由
金
沙

集
團
經
營
，
一
點
不
便
宜
，
博
物
館
入
場
，
每
位
盛
惠
坡
紙
二

十
大
元
。
博
物
館
的
外
形
很
特
別
，
像
朵
缺
了
一
角
的
荷
花
，

近
看
其
實
是
十
根
指
重
疊
在
一
起
，
我
覺
得
有
點
像
小
時
候
家

裡
拜
神
用
的
疊
元
寶
。

M
arina

B
ay

的
發
展
很
有
眼
光
，
現
在
弄
好
了
，
有
錢
的
沒
錢

的
，
人
人
都
可
信
步
享
受
海
邊
的
風
和
日
麗
，
悠
閑
地
散
步
。

這
才
是
真
正
的
海
濱
生
活w

aterfront
living

，
而
且
賭
場
和
博
物

館
的
建
築
群
的
確
漂
亮
，
攝
影
發
燒
友
又
多
了
一
個
取
景
好
去

處
。
香
港
呢
，
等
西
九
真
是
等
到
頸
長
。

博
物
館
現
在
有
個
關
於
畫
家
梵
高
、
叫V

an
G
ogh

A
live

的
多

媒
體
展
覽
，
由
澳
洲G

rande
E
xhibitions

和
法
國V

isionsC
om

共

同
製
作
，
用
四
十
多
部
高
清
投
影
器
，
在
不
同
的
平
面
上
投
放

三
千
多
張
取
材
自
梵
高
作
品
的
影
像
，
配
上
古
典
音
樂
，
是
很

有
趣
的
經
驗
。
觀
者
在
時
明
時
暗
的
巨
大
空
間
自
由
遊
走
，
沉

浸
在
變
化
多
端
的
影
像
中
，
想
像
無
限
。

看

，
突
然
記
起
二
零
零
六
年
在
法
國
南
部
普
羅
旺
斯
某
山

洞
，
也
看
過
一
個
類
似
的
展
覽
，
不
過
那
是
紀
念
畫
家
保
羅
塞

尚P
aul

C
ezanne

逝
世
百
年
的
展
覽
，
想
不
到
在
這
兒
又
再
遇

上
。
這
種
展
覽
手
法
其
實
不
新
，
早
在
七
十
年
代
，
就
由
一
位

叫A
lbert

Plecy

的
攝
影
藝
術
家
，
在
法
國
南
部
一
個
荒
廢
的
石
礦

岩
洞
開
始
，
至
今
都
有
捧
場
客
。

後
來
跟
當
地
朋
友
晚
飯
，
話
題
一
轉
，
談
到
新
加
坡
五
月
初

即
將
舉
行
的
大
選
，
當
地
媒
體
有
很
多
報
道
。
原
來
今
次
特
別

之
處
，
是
反
對
黨
真
正
拿
出
了
較
有
份
量
的
候
選
人
，
讓
選
民

可
以
有
選
擇
。
像
我
這
朋
友
，
便
很
雀
躍
，
認
為
執
政
的
人
民

行
動
黨
終
於
覺
得
有
威
脅
。
新
加
坡
是
強
制
投
票
的
，
但
朋
友

說
以
往
很
多
人
為
了
表
示
不
滿
，
都
投
廢
票
表
示
抗
議
。
今
次

反
對
黨
部
分
候
選
人
甚
有
來
頭
，
包
括
前
政
府
高
官
，
一
朝
倒

戈
參
選
，
十
分
震
撼
。
且
看
能
否
旗
開
得
勝
。

南洋三日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貧富懸殊

與「道德門」「奸商門」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中聯電影《金蘭姊妹》

■ 亂套亂引、盲目追隨西方理論

的研究者，這書應該讀一讀。

作者提供圖片

■ 「染色饅頭」。 網上圖片

■ 相繼發生的「道德門」事件

的罪魁禍首是奸商。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