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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石
見
田
老
師
傳
來
新
鮮
出
爐
、
十
多
萬
字
的
新
作

︽
解
．
救
．
正
讀
︾。

石
老
師
不
姓
石
，
用
筆
名
；
人
也
不
老
，

現
在
時
興
叫
﹁
八
十
後
﹂
，
即
是
一
九
八
零
至

一
九
八
九
之
間
出
生
。
若
序
年
齒
，
潘
某
人
是

﹁
六
十
後
﹂
，
應
喊
一
聲
﹁
石
老
弟
﹂
。
但
是
學
無

前
後
、
達
者
為
師
，
孔
夫
子
亦
尊
七
齡
童
項
橐
為

師
，
潘
某
人
仰
慕
古
人
敬
賢
之
風
，
實
非
矯
情
也
。
大

作
亦
不
是
實
物
的
書
，
而
是
一
個
電
子
文
檔
，
讀
者
可
到

︵http://w
w
w
.savepropercantonese.com

︶
網
頁
下
載
。

﹁
石
小
老
師
﹂
此
舉
開
拓
了
做
學
問
的
新
園
地
，
年
青
人

自
由
參
加
社
會
上
公
開
的
學
術
論
證
，
再
不
必
受
制
於
報

刊
篇
幅
、
編
輯
方
針
和
標
音
符
號
排
版
不
便
，
可
以
說
將

言
論
自
由
、
學
術
自
由
推
到
全
新
的
高
度
。

作
者
前
陳
：
﹁
沒
有
博
士
學
位
。
大
學
非
主
修
中
文
。

四
年
前
對
﹃
粵
音
正
讀
﹄
問
題
認
識
接
近
零
。
本
書
卻
專

論
﹃
粵
音
正
讀
﹄，
用
中
文
寫
了
十
幾
萬
字
，
內
容
居
然

是
挑
戰
主
張
﹃
粵
音
正
讀
﹄
的
﹃
中
文
系
﹄﹃
博
士
﹄。
這

叫
唔
識
死
。
﹂
其
憂
讒
畏
譏
如
此
！

其
網
誌
用
橫
寫
的
︽
正
讀T

M

？
點
讀
！
︾
命
名
，

T
M

是
英
文tradem

ark

的
通
用
簡
寫
，
即
是
﹁
註
冊
商

標
﹂。
商
標
註
冊
之
後
，
任
何
人
未
得
商
標
持
有
人
許

可
，
不
得
使
用
！
所
謂
﹁
正
讀
﹂，
實
在
是
如
此
這
般
。

此
書
論
證
嚴
謹
、
論
據
扎
實
，
但
為
普
及
而
多
用
諷
刺
筆

法
，
︿
新
聞
報
道
員
的
讀
音
﹀
一
文
的
結
論
是
：
﹁
在
一

輪
﹃
正
字
正
音
﹄
風
氣
後
，
﹃
正
讀
﹄
跟
到
足
，
﹃
正
音
﹄

依
然
一
鑊
粥
。
﹂
其
幽
默
如
此
！

此
書
的
︿
寫
作
源
起
﹀
提
到
二
零
零
六
年
電
視
台
有
以

﹁
正
字
﹂
為
名
的
節
目
，
﹁
正
字
﹂
節
目
講
﹁
正
讀
﹂，
而

文
化
人
王
亭
之
、
潘
國
森
抨
擊
當
中
許
多
﹁
正
讀
﹂
矯
枉

過
正
。
石
小
老
師
當
時
就
懷
疑
某
些
﹁
正
讀
﹂，
後
來
連

配
音
卡
通
片
都
出
現
大
量
奇
怪
而
難
接
受
的
﹁
正
讀
﹂，

便
開
始
在
網
上
發
表
意
見
。
幾
年
下
來
，
越
寫
越
多
，
去

年
決
定
重
新
整
理
，
遂
成
此
書
。
亭
老
是
首
倡
義
師
、
肩

負
抵
抗
此
逆
流
重
任
的
主
帥
，
他
老
人
家
直
斥
這
一
派
所

謂
﹁
正
音
、
正
讀
﹂
為
﹁
病
毒
音
﹂。
潘
國
森
的
起
步
點

比
石
小
老
師
略
高
，
粗
通
平
仄
，
早
年
曾
一
度
動
搖
，
間

中
誤
信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後
來
拜
讀
亭
老
幾
篇
文

章
，
恍
然
大
悟
，
於
是
加
入
﹁
指
名
道
姓
﹂
批
評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的
行
列
。
近
幾
年
這
樣
﹁
唔
識
死
﹂
之

人
，
數
來
數
去
，
就
只
見
王
潘
石
這
老
中
青
三
代
理
科

生
！
其
他
人
怨
言
則
有
之
，
點
名
質
疑
﹁
何
氏
正
音
﹂
則

極
罕
見
。

亭
老
是
﹁
三
十
後
﹂，
大
學
主
修
化
學
。
近
年
擔
任
人

民
大
學
國
學
院
客
座
教
授
，
親
自
教
導
的
學
生
有
很
多
是

教
授
或
﹁
博
士
後
﹂，
其
﹁
批
何
﹂
重
點
是
從
漢
語
音
韻

學
的
正
理
出
發
，
指
出
何
氏
領
銜
的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違
反
現
代
漢
語
語
言
學
的
基
本
研
究
行
規
。
二
十
世
紀

初
，
趙
元
任
、
羅
常
培
等
大
家
引
入
西
方
治
學
方
法
革
新

方
言
研
究
，
他
們
都
先
承
認
現
存
讀
音
，
再
研
究
其
流

變
，
以
及
跟
韻
書
的
開
闔
。
可
是
擁
護
﹁
正
讀
﹂
的
電
台

台
長
、
新
聞
主
管
、
中
學
校
長
之
流
普
遍
不
讀
書
，
偶
然

知
道
趙
元
任
，
亦
只
因
流
行
曲
︽
教
我
如
何
不
想
她
︾。

羅
常
培
？
乜
誰
？
﹁
中
文
系
博
士
正
讀
﹂
處
置
亭
老
的
手

法
，
僅
為
﹁
專
欄
作
家
沒
有
學
術
發
言
權
﹂，
其
餘
責
難

一
概
視
而
不
見
。

難
怪
石
小
老
師
亦
自
嘲
﹁
唔
識
死
﹂
！

︵︽
解
救
正
讀
︾
閱
後
．
二
之
一
︶

﹁
星
馬
星
馬
﹂
以
前
﹁
星
﹂
新
加
坡
和
馬
來
西
亞

都
連

叫
，
大
部
分
人
早
年
遊
馬
必
連

順
便
遊

﹁
星
﹂，
反
過
來
遊
﹁
星
﹂
的
也
會
順
便
北
上
一
遊
吉

隆
坡
、
怡
保
、
檳
城
，
﹁
新
加
坡
﹂
之
中
心
地
有
代

表
曲
︽
風
雨
牛
車
水
︾，
馬
來
西
亞
有
代
表
曲
︽
榴
槤
飄

香
︾、
︽
檳
城
艷
︾
等
等
。
三
十
年
前
星
馬
是
香
港
人
旅
遊

的
熱
門
地
區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港
人
南
遊
的
重
心

改
為
泰
國
，
人
人
開
口
閉
口
都
說
布
吉
、
芭
提
雅
，
漸
漸

星
馬
便
﹁
打
入
冷
宮
﹂，
直
至
近
年
泰
國
去
膩
、
日
本
有

難
、
北
路
﹁
人
仔
﹂
升
值
，
﹁
星
馬
﹂
才
又
多
人
涉
足
，

而
星
馬
飲
食
最
合
港
人
口
味
，
是
以
刊
物
、
電
視
對
星
馬

飲
食
之
旅
遊
指
南
介
紹
也
多
了
。

星
、
馬
飲
食
同
源
，
但
同
是
飲
食
來
說
，
馬
來
西
亞
比

新
加
坡
豐
富
得
多
，
兩
個
同
等
大
小
之
中
心
都
市
新
加
坡

和
吉
隆
坡
相
比
較
，
吉
隆
坡
之
美
食
中
心
便
比
新
加
坡
多

而
廣
，
而
吉
隆
坡
更
有
一
特
色
是
流
動
夜
市
，
如
叫
﹁
康

樂
夜
市
﹂
的
每
周
三
和
周
末
才
群
攤
雲
聚
的
開
夜
市
，
一

處
白
天
是
通
衢
大
道
，
此
時
有
近
千
攤
販
林
立
，
星
馬

泰
、
粵
菜
、
娘
惹
菜
，
即
燒
烤
、
老
火
燉
湯
、
四
時
甜
品

無
所
不
有
。
此
條
夜
市
長
路
由
城
邊
巴
生
區
一
直
伸
延
入

城
中
心
潘
得
區
︵Pantas

︶︵
近
雙
子
塔
︶，
他
們
誇
稱
是

﹁
世
界
最
長
夜
食
街
﹂，
肚
子
太
飽
吃
不
下
也
該
去
瀏
覽
見

識
一
下
！

同
在
市
中
心
的
另
一
夜
食
街
，
便
是
華
人
為
主
之
﹁
乍

冷
阿
囉
﹂Jalan

A
lo

，
此
南
洋
音
﹁
乍
冷
﹂
發
音
為
﹁
炸

冷
﹂
即
是
﹁
街
﹂
之
意
思
，
此
處
之
煲
仔
鮮
雞
飯
和
怡
保

特
產
芽
菜
雞
最
有
名
，
晚
晚
檔
前
有
排
隊
長
龍
；
另
有
南

洋
沙
嗲
專
門
檔
，
各
檔
特
調
之
沙
嗲
醬
美
味
無
比
，
吉
市

的
第
三
處
食
街
是
近
金
河
廣
場
那
邊
之
﹁
乍
冷
燕
咇
﹂
燕

必
路Jalan

Inbi

，
又
名
﹁
大
樹
頭
﹂，
此
處
大
榕
樹
下
迴
環

檔
有
全
星
馬
最
著
名
之
大
蝦
撈
麵
，
另
有
﹁
名
檔
﹂
就
記

肉
骨
茶
。
此
地
之
大
馬
肉
骨
茶
和
新
加
坡
之
肉
骨
茶
完
全

不
同
風
味
。
而
吉
隆
坡
之
第
四
處
食
街
便
是
華
人
最
多
聚

流
之
商
業
中
心
點
﹁
布
吉
免
當
﹂
中
文
為
﹁
金
河
廣
場
﹂，

有
關
南
洋
式
、
粵
式
衣
食
飲
物
一
應
俱
全
，
其
地
下
入
口

處
有
間
﹁
香
港
茶
餐
廳
﹂
真
的
甚
麼
都
有
，
香
港
和
祖
國

遊
客
最
喜
歡
雲
聚
於
此
。

信
手
寫
來
，
吉
隆
坡
便
有
此
三
、
四
處
飲
食
旺
地
，
每

處
一
遊
已
足
夠
你
豐
富
一
周
之
旅
，
和
新
加
坡
的
先
進
乾

淨
面
貌
完
全
不
同
。

藍
藍
天
空
朵
朵
白
雲
飄
，
隨

全
國
政
協
文
史
和
學
習
委
員
會

﹁
西
部
大
開
發
生
態
文
明
建
設
﹂

考
察
團
在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穿
梭
於

中
國
面
積
最
大
的
市—

呼
倫
貝
爾
市
，

中
國
最
大
的
中
、
俄
、
蒙
三
國
交
界
地

區
；
中
國
最
美
的
六
大
草
原
之
首—

呼

倫
貝
爾
大
草
原
，
穿
梭
於
海
拉
爾
國
家

森
林
公
園
，
參
觀
白
樺
林
景
區
，
西
山

濕
地
，
蒼
狼
白
鹿
島
和
多
個
民
族
鄉
包

括
塞
韋
俄
羅
斯
民
族
，
根
河
傲
魯
古
雅

民
族
等
。
短
短
數
天
，
車
行
數
千
里
，

沿
途
時
遇
上
驟
然
烏
雲
蓋
頂
，
雷
雨
交

加
。
膽
小
的
我
眼
看
風
雲
驟
變
，
處
身

於
茫
茫
草
原
間
，
十
分
刺
激
之
餘
，
卻

感
慨
萬
千
，
天
氣
變
幻
無
常
與
人
生
跌

宕
飽
嘗
酸
甜
苦
辣
滋
味
。
一
年
四
季
此

間
景
色
四
變
，
最
美
景
色
正
是
七
月
和

八
月
。
十
月
後
數
個
月
氣
溫
下
降
，
甚

至
達
零
下
四
十
度
之
低
。
慶
幸
全
國
政

協
文
史
和
學
習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卞
晉
平

精
心
策
劃
，
安
排
在
七
月
份
考
察
。
密

密
行
程
大
部
分
時
間
所
見
藍
天
白
雲
，

千
里
草
原
，
萬
頃
林
海
，
風
光
無
限
，

滿
足
了
團
友
學
習
考
察
的
目
的
。
東
北

內
蒙
古
的
城
市
在
今
日
現
代
化
快
速
發

展
下
仍
然
保
存
如
此
原
始
生
態
景
色
的

地
區
，
實
在
罕
見
。
深
感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是
﹁
精
心
﹂
安
排
的
是
﹁
綠
色
﹂
之

地
，
然
而
，
事
實
上
打
從
內
蒙
古
始
以

至
北
京
都
為
不
斷
出
現
﹁
沙
化
﹂
而
焦

慮
。
事
實
上
，
我
們
就
曾
常
在
北
京
受

到
來
自
外
蒙
或
內
蒙
吹
來
的
﹁
沙
塵

暴
﹂。
這
次
內
蒙
考
察
未
見
﹁
黃
色
﹂
之

地
，
源
於
有
心
有
意
為
內
蒙
打
造
成
北

疆
生
態
安
全
屏
障
而
獻
策
之
原
意
稍
感

遺
憾
。
不
過
，
在
下
轄
一
區
七
旗
五

市
，
總
人
口
有
二
百
七
十
一
萬
的
呼
倫

貝
爾
市
，
擁
有
四
十
三
個
民
族
的
地

方
，
考
察
團
曾
到
訪
過
內
蒙
族
、
俄
羅

斯
族
等
多
個
民
族
地
區
，
受
到
熱
情
款

待
，
看
到
充
滿
繁
榮
、
團
結
、
幸
福
的

和
諧
氣
氛
，
令
客
人
為
此
獨
特
魅
力
的

城
市
而
感
到
驕
傲
。
民
族
和
睦
相
處
、

榮
辱
與
共
、
團
結
奮
進
，
正
是
社
會
穩

定
經
濟
發
展
的
基
礎
。

上
周
網
上
的
一
則
消
息
讓
小
狸
我
忽
然
懷
舊
起
來
：
百
變

小
胖
結
婚
了
。
看

那
個
曾
經
掀
起
了
﹁
全
民PS

狂
潮
﹂
的

小
胖
紙
︵
紙
同
子
，
網
絡
流
行
語
︶
變
成
了
一
本
正
經
的
新

郎
官
，
讓
人
不
禁
感
懷
那
些
曾
經
在
互
聯
網
流
行
初
期
時
，

一
度
大
紅
大
紫
的
網
絡
紅
人
們
，
如
今
都
怎
麼
樣
了
？

那
就
首
先
來
說
說
這
個
小
胖
。
二
○
○
三
年
，
當
時
還
是
初
二

學
生
的
錢
志
君
，
在
參
加
上
海
市
某
個
交
通
安
全
活
動
時
無
意
中

被
拍
下
照
片
，
照
片
中
的
他
，
斜

眼
半
回
頭
，
肥
嘟
嘟
的
臉
極

具
喜
感
。
隨

照
片
在
網
上
曝
光
，
小
胖
先
後
被
網
民
們PS

成
多

啦
A
夢
、
阿
里
巴
巴
、
怪
物
史
萊
克
、
蒙
娜
麗
莎
、
加
勒
比
海
盜

⋯
⋯

至
其
銷
魂
的
﹁
回
眸
一
瞥
﹂
更
出
現
在
所
有
當
紅
電
影
的
海

報
中
，
真
正
地
掀
起
了
全
民PS

的
網
絡
狂
潮
。
當
時
的
互
聯
網
，

遠
未
至
今
天
之
發
達
，
紅
人
也
遠
未
至
今
日
之
浮
雲
，
所
以
小
胖

的
成
名
，
含
金
量
頗
高
。

雖
然
是
以
被
惡
搞
而
成
名
，
但
當
時
年
僅
十
六
歲
的
小
胖
心
裡

承
受
力
卻
相
當
強
大
，
不
僅
沒
有
負
面
情
緒
，
反
而
拿
出
了
更
多

照
片
來
娛
樂
大
家
。

如
今
，
八
年
過
去
，
小
胖
憑

一
張
在
微
博
上
登
出
的
結
婚
照

再
次
回
歸
網
民
視
線
。
而
經
過
報
道
，
原
來
小
胖
這
些
年
一
直
沒

有
離
開
娛
樂
圈
，
主
持
過
節
目
，
拍
過
電
影
。
而
此
次
結
婚
的
新

娘
，
正
是
他
的
經
紀
人
。
看

婚
照
上
的
小
胖
，
無
數
網
友
唏
噓

感
懷
，
大
歎
：
﹁
歲
月
是
把
殺
豬
刀
，
我
以
為
我
還
沒
長
大
哩
，

可
是
連
小
胖
都
結
婚
了
！
﹂

幸
福
的
小
胖
過
後
，
如
果
再
提
早
期
的
網
絡
紅
人
，
就
不
能
不

提
芙
蓉
姐
姐
。
這
位
大
名
鼎
鼎
的
網
絡
一
姐
，
即
便
是
到
了
今

天
，
也
沒
被
浮
雲
們
撼
動
其
王
者
之
位
。
當
年
，
芙
蓉
以
臃
腫
身

材
大
秀
S
造
型
而
驚
嚇
了
無
數
網
友
，
其
出
位
言
行
讓
每
一
個
看

過
她
的
人
都
刻
骨
銘
心
。
但
不
知
從
何
時
起
，
芙
蓉
在
悄
悄
改

變
，
隨

瘦
身
成
功
，
幹
的
事
也
愈
來
愈
靠
譜
。
如
今
的
芙
蓉
姐

姐
，
只
有
九
十
八
斤
，
早
已
甩
掉
贅
肉
，
擁
有
了
真
正
的
S
身

形
。
而
她
的
衣

造
型
也
不
再
誇
張
，
近
期
推
出
的
荷
塘
寫
真
、

紅
歌
寫
真
都
頗
為
不
錯
，
不
少
網
友
甚
至
評
其
﹁
清
純
﹂。
而
最
給

力
的
是
，
本
月
三
十
日
，
芙
蓉
要
在
北
京
開
個
唱
，
票
價
高
達
一

千
二
百
八
十
，
跟
王
菲
的
部
分
票
價
相
同
。
從
之
前
的
人
人
喊

打
，
到
今
天
的
讚
聲
日
多
，
芙
蓉
憑
藉

她
自
強
不
息
的
精
神
，

被
網
民
們
評
為
﹁
第
一
勵
志
姐
﹂。

最
後
的
最
後
，
順
便
通
報
一
下
鳳
姐
的
近
況
，
這
位
資
歷
不
算

太
老
，
但
出
位
敢
超
芙
蓉
的

姐
姐
最
近
終
於
移
民
到
美

國
。
具
體
手
法
不
詳
，
但
其

在
微
博
上
已
反
覆
叫
囂
﹁
死

也
要
死
在
美
國
﹂。
對
此
，
網

民
們
結
合
她
早
前
的
言
論
，

紛
紛
表
示
﹁
她
離
奧
巴
馬
又

近
了
一
步
﹂。

昔日紅人今安在

英
國
前
首
相
戴
卓
爾
夫
人
政
治
作
風
強
硬
，

被
傳
媒
稱
為
﹁
鐵
娘
子
﹂。
據
說
，
無
論
﹁
鐵

娘
子
﹂
在
辦
公
室
如
何
呼
風
喚
雨
，
在
家
裡
她

依
然
扮
演
小
女
人
，
每
天
上
班
前
一
定
親
自
下

廚
為
丈
夫
煮
早
餐
，
以
盡
婦
道
。

﹁
鐵
娘
子
﹂
是
傳
統
婦
女
，
取
悅
丈
夫
和
照
顧
兒

女
似
乎
是
天
職
。
但
到
了
今
天
，
這
種
風
氣
改
變
不

大
，
英
國
許
多
職
業
婦
女
生
兒
育
女
後
，
無
論
她
擁

有
碩
士
或
博
士
學
位
，
都
喜
歡
辭
職
回
家
當
主
婦
。

她
們
注
重
隱
私
，
不
喜
歡
聘
用
全
職
傭
人
留
宿
，
妨

礙
私
人
生
活
；
必
要
時
，
或
聘
請
鐘
點
保
母
幫
忙
。

英
國
著
名
電
視
女
主
播
菲
利
普
斯
︵Fiona

Phillips

︶

最
近
哭
訴
當
年
身
兼
三
職
︵
為
人
女
兒
、
妻
子
和
母

親
︶
的
痛
苦
日
子
；
她
後
來
辭
掉
年
薪
一
百
五
十
萬

鎊
︵
約
一
千
八
百
七
十
五
萬
港
元
︶
的
工
作
，
脫
離

苦
海
。

菲
利
普
斯
任
職G

M
T
V

清
晨
節
目
主
持
人
十
二

年
，
每
天
凌
晨
三
點
摸
黑
出
門
上
班
。
她
育
兩
兒
，

分
別
十
一
歲
和
八
歲
；
父
母
都
患
上
老
人
癡
呆
症
，

需
要
看
顧
；
丈
夫
是
電
視
台
高
層
人
員
，
兩
人
經
常

因
家
務
問
題
爭
吵
不
休
。

菲
利
普
斯
回
憶
，
兒
子
兩
歲
那
年
，
她
開
車
和
他

一
起
去
療
養
院
探
望
母
親
。
途
中
她
帶
兒
子
去
公
廁

撒
尿
，
頑
皮
的
兒
子
一
把
抓
起
車
鎖
扔
進
廁
缸
，
她

急
忙
徒
手
往
臭
氣
沖
天
、
U
字
形
的
廁
缸
裡
亂
翻
尋

找
。
去
到
療
養
院
，
母
親
卻
認
不
出
外
孫
，
揮
拳
追

打
他
。
她
當
時
整
個
人
崩
潰
了
，
淚
流
滿
面
。

丈
夫
不
諒
解
，
要
求
她
聘
請
留
宿
女
傭
；
她
擔
心

女
傭
會
﹁
支
配
﹂
全
家
，
寧
願
自
己
辭
職
歸
家
當
全

職
主
婦
。
如
今
她
生
活
悠
閒
，
偶
然
出
鏡
兼
職
主
持

人
。
每
當
她
看
到
電
視
清
晨
節
目
、
接
替
自
己
的
女

主
播
時
，
會
禁
不
住
說
：
﹁
可
憐
蟲
。
﹂

當
年
菲
利
普
斯
紅
透
半
邊
天
，
但
網
上
市
場
調
查

英
國
﹁
十
大
最
討
厭
的
名
女
人
﹂
中
，
她
排
名
第
五

位
，
比
起
排
第
六
位
的
前
英
國
首
相
夫
人
彭
雪
玲
，

更
加
令
人
討
厭
。
可
想
而
知
，
女
強
人
不
易
為
。

女強人

坐在出租車裡，聽到交通台播出這樣一條消息，
說中國的汽車發展迅猛，2010年中國汽車產銷雙超
1800萬輛，蟬聯全球第一；中國購買小汽車人數增
長迅猛，僅北京2010年底就有私人小汽車420多萬
輛，成為私家車最多的城市。
小汽車在中國發展迅猛已是不爭的事實。我所居

住的不過是蘇北一個縣城，可近年來購買小汽車人
數卻也居高不下。眼睛裡，處處都是小汽車在奔
馳；耳朵裡，常有所聞張三李四趙五王六有了私家
車。前不久，我坐在電腦前寫稿，突然外面鞭炮聲
大作，驚得我起身推窗向樓下探望，方知是小區內
一賣肉的攤販購了一輛小汽車，同道者在為他賀
喜。小攤販都買起小汽車了，可想現在這小汽車的
普及程度。
日前出差去蘇州，順便去看了看在相城區工作的

小外甥。小外甥見我這個老舅來看他，心裡很高
興，晚上特意開 私家車載我去金雞湖兜風。剛開
了不久，就見路道兩旁密密麻麻停滿了小汽車，足

有五六百米長，我問小外甥是不是到了金雞湖景
點，他說早呢。我說那這些小汽車停在路道旁幹什
麼？小外甥笑 說，這些停車的主人都住在附近的
小區，小區的停車位不夠放，只好停在外面路道
旁。小外甥告訴我，說蘇州近年來私人小汽車購買
力驚人，他在車管所的一個朋友告訴他，去年底，
蘇州全市私家汽車保有量就達到100萬輛，比上年
增長25%。今年以來，小汽車購買量更是猛增，每
天都有六、七百人上牌照。小外甥說，在蘇州工
作，買輛小汽車是家常便飯，他所在的外貿公司，
3/4以上的職員都有私人小汽車，未買小汽車的也
都考了駕照，年底可望人人都有小汽車。
看來，不久的中國將會進入一個全民小汽車時代

了，這讓人欣喜。可一想到隨 小汽車的發展，交
通越加擁堵，卻又感到鬧心。眾所周知，購買小汽
車是為了出行方便快捷，這其中人是主體，路是基
礎，車僅是工具而已。只有三者有機有序的配置和
組織，才能構成和諧順暢的出行交通。但現實生活
中給予我們更多感受的是人、車、路之間的不和諧
現象。有些地方城市規劃時，未考慮到將來小汽車
發展如此迅猛，以至城區道路的設計寬度遠不能讓
車流、人流順暢前行，許多路口時常存在人流、車
流雜亂無序的擁堵現象，特別是上下班高峰時間，
車輛、行人混在一起成「一鍋粥」，互相罵娘，互
不相讓，雖有紅綠燈閃爍，但大多時間無濟於事，
往往都要交警前來現場指揮分流才能解結。還有些
道路成了「自由世界」，行人亂穿馬路，任意穿行
在車流裡；駕車的不按規定行駛，闖紅燈，隨意掉
頭變道，弄得你膽戰心驚，以致不該堵的堵上了，
小堵成了大堵，各種各樣的交通事故屢屢發生。有

些小區特別是早期舊城改造的老小區，根
本沒有預留汽車停放攤位，小區路道也只
能容一輛汽車而過，現在住戶買了小汽車
沒處放，有的停在路邊阻礙交通，有的毀
壞綠化停放在公共綠地，以致居民見到誰
家買了小汽車就發怨言。
人、車、路的不和諧麻煩多多，它不但

給行人、車輛前行帶來諸多的不便，導致
交通嚴重堵塞、交通事故大量發生，還制約 小汽
車的發展。解決這一問題迫在眉睫！
誠然，對於交通擁堵，人車路不和諧的問題，有

關部門也一直在想辦法解決。從小的方面看，新建
小區以及一些大的商場、超市都配有停車場，老小
區也準備考慮增建停車攤位集中管理；從大的方面
看，這些年，年年都在修路、擴路。事實上，現在
的路比以前是多了、寬了，有些城市還有了「立
交」、地鐵，可我們的交通仍然是擁擠不堪，交通
事故仍然居高不下。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小汽車太多
了？是啊，隨 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
高，買車的人是越來越多，可比起國外一些城市，
我們的小汽車萬人擁有量並不算多啊，但人家行車
都井然有序，很少見到擁堵、塞車的場景，交通事
故率也很低，這又為什麼呢？
寫到這裡，我不由想起了新西蘭人的駕車文化。

在新西蘭，私家車入戶率高達90%，整個城市交通
順暢、安全，交通事故率也很低。這不能不歸功於
新西蘭人的禮讓規則：駕車者相互禮讓，人車衝突
車禮讓在先。在新西蘭的大街上，你幾乎看不到交
通警察，也沒有發現哪裡有隱藏的電子眼。
再看看瑞典、丹麥、法國、美國等發達國家，交

通安全教育從幼兒就開始抓起了，特別重視向申領
駕照者灌輸安全和禮讓意識。因為如果司機從一開
始就養成正確和良好的開車習慣，那交通事故自然
會相應減少。而我們的國家，卻沒有從「人」這個
主體上深化教育功能，雖平時也宣傳教育，但大多
流於形式；雖也有交通規則，但嚴格遵守者不多；
雖也對違規者處罰，但情大於法。就拿最簡單的斑
馬線來說，駕車者看到這條條白線，應自動減速緩
行或停下，讓行人安全通過。可現實生活中，駕駛
員看到斑馬線絕大多數都熟視無睹，依然飛速而
過。我多次在斑馬線外等 過馬路，可來往車輛就
沒有一部緩速或停下的，有幾次斑馬線外等 過馬
路的人太多，大家等得心急，便仗 人多車子不敢
撞上來，互相擠成一堆硬過了馬路。你看看，連最
基本的斑馬線規則駕駛員都不遵守，何談什麼「禮
讓三先」（先讓、先慢、先停）了。
看來，要解決人車路的和諧，除了在路這個基礎

硬件上改善外，最根本的還是要借鑒國外一些先進
的交通規則，強化對人特別是駕駛員的教育功能，
讓交通安全在人人頭腦中扎下根，形成一種融洽的
駕車行走氛圍，則才能保證整個城市的交通順暢、
安全。

挑戰博士、憂讒畏譏

不同風味

潘國森

客聚

近
網
上
流
傳
一
段
片
，
名
為
﹁
小
學
雞
﹂，

是
偷
拍
一
個
年
約
十
歲
被
父
母
寵
壞
的
小
男

孩
，
在
商
場
外
指

父
母
高
聲
大
罵
，
其
間

更
用
粗
言
穢
語
，
惹
來
途
人
圍
觀
，
有
人
不

值
所
為
說
：
﹁
這
孩
子
長
大
後
不
得
了
。
﹂
小
孩

發
爛
高
叫
：
﹁
不
用
你
管
，
我
是
學
他
的
。
﹂
一

個
手
指
指

爸
爸
。

這
片
段
很
多
人
看
過
，
還
成
為
報
章
頭
條
新

聞
，
不
知
這
小
童
看
到
片
段
會
不
會
感
到
羞
愧
，

相
信
他
父
母
會
。
許
多
人
批
評
為
父
母
者
過
於
縱

容
，
以
致
兒
子
當
街
大
罵
自
己
還
無
奈
接
受
。

我
問
朋
友
，
片
段
取
名
為
何
以
﹁
雞
﹂
字
形

容
，
大
家
猜
測
是
因
為
男
孩
囂
叫
的
行
為
就
像
雞

鳴
，
不
斷
﹁
咯
咯
咯
！
﹂

不
久
，
我
看
電
視
新
聞
，
報
道
政
事
議
堂
內
，

有
人
手
指
政
客
大
吵
大
嚷
，
我
想
起
﹁
小
學

雞
﹂
；
之
後
，
播
放
的
電
視
劇
，
無
論
是
主
角
或

配
角
，
都
愛
以
手
指
罵
人
，
罵
得
青
筋
曝
現
；
這

些
現
象
，
在
香
港
大
街
小
巷
等
公
眾
場
所
，
也
不

難
看
到
。

看
來
，
小
學
雞
的
錯
不
但
是
從
父
母
那
處
學
到

的
，
還
有
我
們
的
社
會
風
氣
，
無
論
讀
書
多
少
、

無
論
地
位
多
高
、
無
論
道
理
多
對
，
許
多
人
都
認

為
聲
大
有
理
，
習
慣
高
聲
罵
人
，
試
問
，
這
樣
的

一
個
社
會
，
下
一
代
又
怎
可
能
是
﹁
善
男
信

女
﹂
？

我
們
的
社
會
怎
麼
不
能
容
許
不
同
的
意
見
？
每

個
人
都
有
權
利
表
達
自
己
的
見
解
，
但
是
應
該
用

甚
麼
態
度
？
小
學
雞
男
孩
那
樣
撒
野
的
方
式
正
確

嗎
？
大
家
都
知
道
他
不
對
，
但
成
人
世
界
的
社
會

雞
又
怎
能
視
之
為
正
確
？
那
個
男
孩
所
要
求
的
可

能
是
合
理
的
，
但
他
惡
劣
的
態
度
及
表
達
方
式
，

只
表
現
出
他
的
錯
誤
。
同
樣
道
理
，
無
論
你
處
於

甚
麼
位
置
，
口
說
天
大
的
道
理
，
口
出
惡
言
、
出

言
侮
辱
，
都
只
會
污
衊
了
所
持
的
真
理
。

當
有
天
你
在
高
聲
講
道
理
時
，
想
想
那
小
學
雞

的
惡
形
惡
相
吧
！

「小學雞」與「社會雞」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藍藍天空白雲飄

人、車、路何時能和諧？

蒙妮卡

框框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狸美美

網事

余似心

乾坤

■芙蓉的最新紅歌

照。 網上圖片

■塞車已成為各大城市的通病。 網上圖片

■北京的交通堵塞情況嚴重。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