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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雨
希
的
短
篇
小
說
集
︽
隱
物
：T

he
U
ntold

L
ie

︾
裡
有

一
篇
︿
微
塵
城
市
﹀，
講
述
兩
母
女
的
命
運
，
被
遺
棄
的
母

親
叫
﹁
塵
﹂，
離
她
而
去
的
男
子
寫
了
四
封
信
給
她
，
信
中

透
露
一
個
男
子
與
兩
個
女
子
的
愛
與
傷
害
，
﹁
塵
﹂
是
旺

角
的
﹁
一
樓
一
鳳
﹂，
老
了
還
打
扮
得
像
少
女
，
她
將
女
兒
陳
微

交
由
姊
妹
養
育
：
﹁
陳
微
六
歲
才
第
一
次
見
她
母
。
她
姨
母

︵
其
實
是
母
親
的
朋
友
︶
從
筲
箕
灣
帶
她
乘
電
車
叮
叮
叮
的
到
灣

仔
，
再
乘
渡
海
小
輪
到
旺
角
，
姨
母
說
，
過
了
海
就
會
看
見
你

母⋯
⋯

﹂

陳
微
的
人
生
哲
學
很
簡
單
：
﹁
凡
事
只
要
拖
，
一
直
拖
下
去
，

拖
得
久
了
，
就
一
定
有
所
改
變
，
這
道
理
太
簡
單
了
，
一
如
凡
物

件
都
必
會
腐
爛
，
而
腐
爛
之
後
，
腐
透
了
，
爛
透
了
，
又
必
然
會

再
現
生
機⋯

⋯

﹂
陳
微
的
第
一
個
男
人
是
有
婦
之
夫
，
後
來
嫁
予

第
二
個
男
人
：
﹁
男
子
突
地
開
了
燈
，
陳
微
拿
手
遮

光
，
他
突

地
開
了
燈
，
開
了
燈
就
看
到
沒
有
血
，
開
了
燈
就
看
到
陳
微
髖
骨

上
的
紋
身
﹂，
﹁
陳
微
拿
手
遮

光
，
恰
是
遮
了
眼
，
不
看
不
知

不
聽
不
說
。
陳
微
任
由
男
子
搖
她⋯

⋯

﹂

兩
代
女
子
，
陳
微
和
她
的
母
親
﹁
塵
﹂
一
樣
微
小
。
這
小
說
的

許
多
細
節
，
也
像
灰
塵
一
樣
微
小—

還
有
她
的
﹁
姨
母
﹂，
她

的
﹁
姨
姨
﹂，
末
了
，
﹁
那
些
死
去
的
人
，
將
會
和
光
同
塵
，
直

到
永
遠
﹂。

︿
無
頭
城
市
﹀
講
述
一
個
女
子
住
進
女
子
中
途
宿
舍
，
遇
到
一

個
滿
頭
波
浪
紅
髮
︵
就
像
阿
諾
德
．
勃
克
林
筆
下
的
蛇
髮
女
妖
梅

杜
莎
︶、
離
家
出
走
的
中
東
女
子
維
娜
，
常
常
懷
疑
丈
夫
與
夫
家

迫
害
她
：
﹁⋯

⋯

維
娜
二
十
七
歲
，
大
學
生
，
嫁
了
給
自
己
的
遠

房
親
戚
，
來
了
香
港
，
維
娜
大
概
過
得
不
快
樂
，
離
開
了
丈
夫
，

但
他
們
那
邊
留

了
她
的
甚
麼
證
件
，
維
娜
在
居
留
上
出
了
問
題

⋯
⋯

﹂
維
娜
一
直
活
在
白
色
恐
怖
之
中
，
後
來
失
蹤
了
。

支
線
是
住
進
中
途
宿
舍
女
子
的
童
年
記
憶
：
﹁
母
親
在
家
門
口

坐

，
在
加
工
工
廠
拿
回
來
的
衣
服
，
她
騎

三
輪
單
車
在
木
屋

群
中
來
回
，
她
一
次
又
一
次
回
到
母
親
面
前⋯

⋯

她
忽
然
迷
了
路

⋯
⋯

﹂﹁
她
一
回
頭
，
就
是
家
門
前
了
，
母
親
說
猴
子
不
見
了
。

母
親
老
把
父
親
喚
作
猴
子⋯

⋯

﹂﹁
母
親
在
家
門
前
，
揮
動
菜

刀
，
追
趕
紅
髮
女
子
﹂。

還
有
一
條
支
線
，
講
述
住
進
中
途
宿
舍
的
女
子
跟
她
的
男
人
鬧

別
扭
，
母
親
忽
然
出
現
，
母
親
跟
她
一
樣
年
紀
，
問
她
：
﹁
你
為

甚
麼
做
了
紅
髮
女
子
。
﹂
母
親
說
：
﹁
做
了
紅
髮
女
子
，
你
注
定

沒
有
頭
了
。
﹂
女
子
的
命
運
跟
母
親
的
︵
甚
或
是
維
娜
的
︶
就
在

結
尾
交
疊
起
來
：
﹁
她
醒
來
，
男
子
已
和
她
分
開
。
男
子
把
背
弓

起
背
向
她
，
她
想
男
子
有
恨
。
男
子
的
身
體
屈
成
缺
了
一
點
的
問

號
，
屈
進
去
的
頭
看
不
見
了
，
是
個
半
裸
無
頭
男
身⋯

⋯

紅
髮
女

子
說
：
快
到
他
要
醒
來
回
家
的
時
間
了
，
快
斬
下
他
的
頭
，
快
斬

下
他
的
頭⋯

⋯

﹂

我
邊
讀
邊
想
，
都
是
由
於
真
誠
相
信
而
患
了
不
同
的
﹁
強
迫
症
﹂

的
﹁
畸
異
女
子
﹂，
或
者
說
，
都
是
無
分
性
別
的grotesque—

我
說
的
只
是
類
近
於
美
國
小
說
家
舒
亞
活
．
安
德
遜
筆
下
的
﹁
畸

人
﹂，
而
不
是
源
於
古
羅
馬
的
美
學
風
格
，
即
相
對
於
講
求
均

衡
、
對
稱
的
﹁
阿
拉
伯
風
格
﹂︵arabesques

︶
的
﹁
怪
誕
風
格
﹂

︵grotesques

，
拉
丁
文
，
意
為
﹁
洞
穴
﹂︶，
也
不
是
雨
果
在
︿︽
克

倫
威
爾
︾
序
言
﹀
所
說
的
、
與
﹁
崇
高
﹂
或
﹁
莊
嚴
﹂︵sublim

e

︶

相
對
應
的
﹁
怪
誕
﹂
或
﹁
異
態
﹂，
更
不
是
巴
赫
金
所
論
說
的
、

與
狂
歡
節
相
涉
的
﹁
身
體
的
怪
誕
形
象
﹂—

儘
管
這
些
理
論
與

舒
亞
活
．
安
德
遜
筆
下
的
﹁
畸
人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是
一
脈
相
承

的
。

參
加
郵
輪
的
台
灣
六
天
五
晚
遊
，
在
甲

板
上
見
到
世
俗
人
情
，
頗
可
一
記
。

在
船
上
可
以
看
到
不
少
像
我
們
這
樣
的

老
公
公
老
婆
婆
，
有
的
還
坐
上
輪
椅
，
由

兒
女
推

。
吃
自
助
餐
的
時
候
，
還
是
由
兒
女

去
盛
上
食
物
，
送
到
跟
前
。
看
到
這
些
溫
馨
的

場
面
，
未
免
感
動
。
現
今
有
孝
思
的
兒
女
不

多
，
在
報
刊
上
看
到
的
更
多
的
是
虐
待
父
母
的

新
聞
，
更
不
乏
因
財
傷
情
的
家
庭
慘
劇
。

在
郵
輪
上
看
到
親
子
活
動
的
更
多
，
差
不
多

有
近
半
乘
客
帶
有
孩
子
，
從
幾
個
月
大
的
到
十

一
二
歲
的
都
有
。
現
在
是
放
暑
假
的
時
候
，
小

學
和
幼
稚
園
都
停
課
了
，
正
是
帶

孩
子
旅
遊

的
好
時
光
。
船
上
也
不
乏
兒
童
遊
樂
的
場
所
，

游
泳
池
、
舞
蹈
室
，
每
晚
的
﹁
大
騷
﹂，
都
是

少
年
兒
童
的
好
去
處
。
不
過
小
小
的
圖
書
館
卻

缺
乏
少
年
兒
童
的
讀
物
。
當
然
，
小
孩
子
們
好

動
，
也
不
會
靜
靜
地
進
入
圖
書
館
看
書
。

這
時
候
我
想
起
我
那
才
十
六
個
月
大
的
小
孫

子
，
如
果
能
攜
同
他
前
來
郵
船
上
那
有
多
好
！

六
天
的
朝
夕
相
處
，
一
定
能
增
進
爺
孫
之
間
的

感
情
。
現
在
幾
個
月
見
面
一
次
，
他
總
依
偎
在

母
親
的
懷
抱
裡
。
雖
然
幼
小
的
心
靈
對
爺
爺
也

留
有
印
象
，
他
曾
在
電
視
熒
幕
上
見
到
我
的
鏡

頭
，

哦
哦
地
指

想
說
話
。
是
的
，
骨
肉

之
親
在
幼
小
的
腦
袋
裡
也
有
條
件
反
射
。
如
果

來
一
次
親
子
之
遊
，
心
靈
上
一
定
得
到
更
大
的

滿
足
。

看

滿
船
艙
中
的
兒
童
，
對
與
小
孫
子
近
似

的
年
齡
的
不
禁
多
看
幾
眼
。
小
孫
子
啊
小
孫

子
，
爺
爺
的
惦
念
，
你
知
道
嗎
？

海
峽
兩
岸
，
隔

一
道
海
峽
，
從
地
圖
上

看
，
似
乎
只
有
窄
窄
的
一
條
﹁
縫
﹂。
但
遠
望

茫
茫
大
海
，
都
看
不
到
彼
岸
的
陸
地
。
我
因
此

又
有
遐
想
，
大
海
啊
，
把
骨
肉
同
胞
隔
開
，
兩

岸
的
統
一
，
看
來
還
相
當
遙
遠
。
不
過
，
只
要

兩
岸
的
同
胞
都
能
生
活
得
幸
福
，
也
就
好
了
。

現
在
兩
岸
來
往
密
切
，
台
灣
同
胞
到
大
陸
做
生

意
，
大
陸
同
胞
到
台
灣
旅
遊
。
郵
船
上
就
有
不

少
遊
客
是
來
自
大
陸
的
，
中
國
籍
的
船
員
更
有

不
少
是
來
自
大
陸
的
。
招
呼
我
們
一
桌
的
便
有

來
自
青
島
和
韶
山
的
船
員
。

當
天
提

結
他
、
一
件
寄
艙

的
及
一
件
手
提
行
李
進
入
悉
尼

國
際
機
場
，
走
到
妳
負
責
的
櫃

台
前
。
量
重
發
現
行
李
超
重
約

九
公
斤
。
隨
身
行
李
也
相
當
重
，
把

部
分
物
品
轉
移
並
不
可
行
。
我
當
然

明
白
寄
艙
行
李
有
重
量
上
限
。
當
時

有
三
個
選
擇
：
補
費
隨
機
或
隨
其
它

航
班
送
達
香
港
、
超
重
物
品
以
郵
遞

方
式
寄
港
、
又
或
者
直
接
丟
掉
好

了
。
行
李
內
的
東
西
其
實
不
值
錢
，

付
費
寄
艙
肯
定
不
在
考
慮
之
列
。
把

物
品
揀
出
來
直
接
丟
棄
看
來
是
最
合

理
的
選
擇
。

當
時
妳
要
求
我
丟
掉
約
六
公
斤
左

右
的
物
品
。
六
公
斤
衣
物
約
有
多
少

件
，
相
信
大
部
人
都
說
不
準
。
記
得

當
時
我
曾
經
問
：
航
班
乘
客
如
此
疏

落
，
該
還
未
客
滿
，
可
否
通
融
一

下
？
妳
沒
任
何
表
情
。
結
果
先
後
量

重
三
回
，
方
符
合
閣
下
的
要
求
。
離

開
櫃
台
前
妳
問
：
﹁
你
會
把
東
西
丟

掉
嗎
？
﹂
我
的
回
覆
既
簡
單
又
直

接
：
﹁
當
然
。
﹂

結
果
在
登
機
橋
入
口
，
掃
描
登
機

證
後
顯
示
登
機
狀
態
為
紅
色
，
我
未

能
順
利
登
機
。
穿
紅
色
制
服
的
妳
自

同
事
身
後
適
時
出
現
，
表
示
要
量
我

的
隨
身
行
李
。
妳
的
表
情
告
訴
我
，

這
名
乘
客
不
誠
實
，
會
把
多
出
來
的

物
品
塞
到
手
提
行
李
企
圖
超
重
登

機
。
但
經
過
量
重
證
明
，
那
只
是
妳

的
錯
誤
估
計
和
懷
疑
。
手
提
行
李
的

重
量
與
剛
才
一
樣
，
因
為
它
根
本
就

未
被
打
開
過
。
眼
見
下
不
了
台
，
妳

改
口
為
安
全
起
見
，
要
我
把
手
提
行

李
分
作
兩
袋
。
可
惜
妳
正
眼
再
沒
看

我
那
兩
袋
東
西
的
行
為
，
已
成
功
把

妳
出
賣
。
多
出
的
一
袋
我
只
放
了
一

件
襯
衣
，
而
更
大
的
問
題
還
在
於
，

那
航
班
由
返
港
與
經
港
飛
台
兩
班
合

併
而
成
，
乘
客
只
有
三
分
之
二
。
所

謂
安
全
關
注
是
從
何
談
起
？

可
知
道
妳
無
理
的
懷
疑
，
對
一
位

忠
誠
的
乘
客
是
一
種
侮
辱
？

珍
藏
需
要
修
復
，
去
年
在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放
映
的
︽
大
都
會
︾︵1927

︶

和
︽
孔
夫
子
︾︵1940

︶
都
是
明
證
。

六
月
和
七
月
，
我
們
先
後
看
到
兩
部
麥

士
奧
福
斯
︵M

ax
O
phuls

︶
的
佳
作
。
八
月

和
九
月
，
就
有
米
高
鮑
華
與
柏
斯
保
格

︵M
ichael

Pow
ell
and

E
m
eric

Pressburger

︶

的
︽
太
虛
幻
境
︾︵1946

︶
和
︽
思
凡
︾︵
又

譯
︽
黑
水
仙
︾，1947

︶。
後
天
︵
七
日
︶
二

時
在
電
影
資
料
館
率
先
放
映
︽
太
虛
幻

境
︾，
映
後
討
論
會
由
何
思
穎
先
生
和
我
主

講
。米

高
鮑
華
與
柏
斯
保
格
是
英
國
四
、
五
十

年
代
影
壇
的
拍
檔
組
合
，
他
們
組
成
創
作
團

隊T
he

A
rchers

，
當
中
的
代
表
作
品
包
括

︽
太
虛
幻
境
︾
、
︽
思
凡
︾
和
︽
紅
菱
艷
︾

等
，
其
中
︽
紅
菱
艷
︾
最
為
人
熟
悉
。
米
高

鮑
華
與
柏
斯
保
格
的
電
影

眼
於
旅
程
與
越

界
，
例
如
︽
太
虛
幻
境
︾
中
，
英
國
機
師
與

美
國
女
子
的
真
摯
戀
情
，
可
以
跨
越
生
死
二

界
，
︽
思
凡
︾
則
是
一
班
聖
公
會
修
女
到
印

度
去
傳
教
，
當
地
的
地
理
及
文
化
令
她
們
很

不
適
應
，
產
生
意
想
不
到
的
可
怕
後
果
。

米
高
鮑
華
與
柏
斯
保
格
很
善
於
捕
捉
人
物

心
理
和
感
情
狀
態
，
︽
太
虛
幻
境
︾
的
一
見

鍾
情
和
快
將
離
別
、
︽
思
凡
︾
的
靈
慾
拉

扯
、
︽
紅
菱
艷
︾
的
藝
術
與
愛
情
兩
難
抉

擇
，
都
教
人
意
識
到
感
情
上
的
頑
強
張
力
。

他
們
的
作
品
文
藝
氣
息
濃
厚
︵︽
太
虛
幻

境
︾
更
不
時
引
經
據
典
︶，
攝
影
和
美
術
兩

方
面
尤
其
優
良
，
傑
克
卡
迪
夫
︵Ja

ck
C
ardiff

︶
的
攝
影
和
︽
思
凡
︾
的
片
廠
美
學

都
教
人
目
不
暇
給
。
米
高
鮑
華
與
柏
斯
保
格

戰
後
的
作
品
幻
想
成
份
更
濃
，
也
更
遠
離
英

倫
的
現
實
主
義
傳
統
，
根
據
﹁
鐘
擺
效

應
﹂，
六
十
年
代
的
英
國
新
浪
潮
跟
他
們
就

恰
恰
相
對
而
立
了
。

︽
太
虛
幻
境
︾
中
一
個
劇
團
正
上
演
莎
士

比
亞
的
喜
劇
︽
仲
夏
夜
之
夢
︾，
令
我
想
到

電
影
指
涉
了
︽
仲
夏
夜
之
夢
︾
中
﹁
一
見
鍾

情
﹂
的
主
題
，
而
︽
太
虛
幻
境
︾
對
人
生
與

愛
情
的
深
透
理
解
與
執

，
則
教
我
想
到
莎

士
比
亞
的
詩
句
：
﹁
為
了
你
的
愛
我
將
和
時

光
爭
持
：
╱
他
摧
折
你
，
我
要
把
你
重
新
接

枝
。
﹂

︵
梁
宗
岱
譯
，
十
四
行
詩
之
十
五
︶

《太虛幻境》

許
多
人
都
說
，
中
國
的
文
明
就
是
農
業
文
明
。
這
種
說
法
並
不
正

確
，
我
們
的
祖
先
就
有
進
行
長
途
商
品
交
易
的
智
慧
和
文
明
。
商
業

文
明
的
標
誌
，
中
國
很
早
就
有
了
貨
幣
。
原
始
公
社
的
後
期
，
有
虞

氏
的
首
領
舜
，
是
進
行
商
品
交
換
的
專
家
，
傳
說
舜
﹁
作
什
器
於
壽

丘
﹂︵
今
天
的
山
東
曲
阜
︶，
﹁
就
時
於
頓
丘
﹂，
﹁
就
時
﹂
乃
看
時
機
和
差

價
，
頓
丘
乃
今
天
河
南
濮
陽
。
即
把
自
己
部
落
所
生
產
的
陶
器
和
生
活
用

具
，
賣
給
了
缺
乏
這
些
生
活
工
具
的
地
方
，
傳
虛
︵
即
今
山
西
運
城
︶
生

產
很
多
食
鹽
及
用
品
，
但
是
沒
有
運
出
去
，
舜
即
低
價
賒
數
買
入
，
商
品

販
運
距
離
一
千
多
公
里
。
舜
知
道
傳
虛
之
食
鹽
是
重
要
的
戰
略
資
源
，
掌

握
了
就
可
以
幫
助
部
落
興
旺
，
於
是
，
把
自
己
部
落
的
政
治
中
心
，
從
山

東
曲
阜
搬
到
了
靠
近
傳
虛
鹽
地
之
蒲

，
至
今
蒲

仍
有
舜
廟
。
可
見
中

華
的
文
明
，
也
是
商
業
文
明
所
帶
動
的
。
堯
舜
都
是
古
代
的
聖
人
，
其
實

兩
人
對
於
振
興
經
濟
的
作
用
非
常
巨
大
，
受
到
了
民
眾
的
擁
戴
。
長
途
的

貿
易
運
輸
，
使
這
些
領
袖
人
物
增
加
了
廣
闊
的
見
聞
，
獲
得
了
更
加
廣
博

的
知
識
，
使
他
們
的
才
幹
出
類
拔
萃
。

中
國
古
代
有
了
物
質
條
件
之
後
，
就
要
有
交
易
的
工
具
，
就
是
貨
幣
。

堯
舜
時
採
用
珠
玉
為
上
幣
，
生
產
工
具
、
食
鹽
也
是
交
易
的
媒
介
。
到
了

夏
代
，
把
白
色
的
貝
殼
染
黑
色
為
貨
幣
，
到
了
商
代
，
採
用
白
色
的
貝

殼
，
五
貝
串
為
一
串
，
用
繩
索
綁
住
，
兩
串
掛
在
頸
上
，
一
串
為
﹁
貝
﹂，

兩
串
為
﹁
朋
﹂，
反
映
了
象
形
文
字
的
特
色
。
到
了
今
天
，
中
國
許
多
和
金

錢
、
貿
易
有
關
的
詞
，
都
有
貝
字
旁
。
商
朝
的
時
候
，
貿
易
已
經
有
了
規

模
，
城
市
開
始
出
現
，
稱
為
邑
，
貴
族
住
城
中
，
城
中
也
有
﹁
市
﹂
及

﹁
肆
﹂，
列
肆
成
行
，
是
說
商
品
要
進
行
分
類
，
不
會
混
雜
，
同
一
類
的
商

品
排
為
行
列
經
營
，
叫
做
肆
。
有
專
門
的
官
員
進
行
管
理
，
對
於
斤

、

質
量
都
有
嚴
格
的
要
求
，
並
且
收
稅
。
市
在
城
市
交
通
入
口
的
地
方
，
和

貴
族
居
住
的
地
方
分
開
，
一
般
在
城
市
的
東
部
、
西
部
，
就
是
購
物
稱
為

﹁
買
東
西
﹂
的
由
來
。

城
市
的
設
計
是
四
方
形
，
居
住
區
域
和
貿
易
區
域
分
開
了
，
這
對
於
環

境
衛
生
、
城
市
管
理
、
交
通
運
輸
、
貯
藏
貨
物
、
活
躍
經
濟
、
生
活
方
便

都
有
積
極
的
作
用
。
中
國
的
城
市
建
設
，
很
早
就
注
意
到
城
市
的
經
濟
活

動
，
擴
大
經
濟
體
積
，
善
於
管
理
住
宅
和
商
業
關
係
的
問
題
。

香
港
的
衛
星
城
市
設
計
，
全
部
抄
襲
英
國
。
所
以
，
香
港
的
新
界
北
部

沒
有
商
業
和
娛
樂
區
，
如
果
新
界
居
民
要
到
香
港
的
市
區
銅
鑼
灣
或
者
旺

角
購
物
，
交
通
成
本
很
高
，
出
現
了
不
少
新
界
地
區
的
青
年
，
十
八
歲
也

沒
有
到
過
銅
鑼
灣
的
奇
怪
現
象
。
新
界
的
就
業
機
會
也
比
港
島
區
低
得

多
。
這
種
同
一
個
城
市
內
的
地
區
差
異
，
完
全
是
城
市
設
計
所
造
成
的
。

香
港
已
經
響
起
了
要
求
開
放
新
界
北
區
作
為
商
業
和
娛
樂
的
新
市
鎮
的
呼

聲
。

中國的城市設計和商業

我所居住的小區是當地最大的開放式小區，小區
內有100多幢樓房，4000多戶居民，人員結構複
雜，除了當地的外，還有不少是外來人口，尤其是
我所在的這幢樓，五湖四海的特別多，有四川的婚
配妹，有重慶的移民，有山東、湖南、浙江等地的
務工者，還有大城市來的養老人員等，號稱小區裡
的「聯合國」。
這外來人口的湧入，多少會引起當地人心底潛伏

的排斥情緒。就好比大量的華人湧入海外並影響當
地就業情況一樣也會遭到人家的反感。因而這些外
來人口剛住進時，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除了
對他們「冷處理」外，還有意識地挑他們的
「刺」，有時樓道裡出現痰跡、紙屑等也異口同聲地
裁定是這些外來人口所為。更麻煩的在小區農貿市
場，這些做生意的外來戶幾乎無一倖免地全受到了
當地生意人的狙擊。先是重慶三峽賣水麵的老張麵
攤子被人掀翻，這個老張為人耿直，不善於逢迎，
他擺的麵攤與一當地人的麵攤僅十幾步之遙，又是
賣的同一品種，況且老張賣的水麵身子壯，品相、
吃口都不錯，來他這裡買水麵的人很多，這自然影
響了那當地人麵攤的生意。最初，那當地人還不敢
動粗，只是讓老張到別的地段去賣麵，老張不理，
心想憑甚麼我聽他的，公平競爭唄。後來當地人見
老張不買賬，而自己生意日益受損，乾脆喊來幾個
幫腔的，一下子將老張的麵攤掀翻，還惡狠狠地威
脅老張再擺在這裡就再掀翻。老張氣不過，叫來城
管協管員論理。而那城管協管員只是敷衍了事地說
了幾句滋事者，並沒有處理。老張見勢頭不對只好
換了個地方擺麵攤。接 是安徽賣烤鴨的老胡被顧
客揪扭，說烤鴨不衛生，晚上吃了夜裡肚子疼，又

嘔又瀉，讓老胡報銷藥費並賠償損失，否則就到衛
生監督所舉報。老胡一下子懵了，因為他是個誠信
守法的攤販，從來不敢將有問題的烤鴨賣給顧客，
怎麼會發生「衛生門」事件呢？再說，昨天賣出的
烤鴨有幾十隻，其它顧客吃了都沒事，唯獨這位顧
客有染？聯想到前天與當地人擺的熏燒攤為地盤吵
了一架，心想該不會是找人來滋事吧？放眼望去，
當地熏燒攤主一副悠然自得幸災樂禍的樣子，這更
證實了他的判斷。越想越氣，本不打算理這位尋釁
的顧客，但看到他五大三粗一臉兇氣，不達目的誓
不罷休的樣子，老胡又有些膽怯了。心想還是息事
寧人吧，萬一舉報到有關部門，這名聲傳出去，吃
苦的還是自己。於是只好忍氣吞聲地「賠了夫人又
折兵」。而浙江賣茶葉的吳嬸、湖南釀酒的老鄧等
都不同程度地吃了當地人排斥的苦。最傷腦筋的是
山東賣花生的老劉，剛剛才做第一筆生意，就被罰
款200元，原因是他沒有辦臨時攤點證。老劉只知
道這開放小區可以默許設攤擺點做小生意，哪裡曉
得還要掏錢辦證啊。而當地攤販有的也沒辦證不照
樣經營嗎？
排斥歸排斥，時間長了，小區裡的當地人對外來

人員也漸漸有些包容了，畢竟人家千里迢迢到這裡
來生活也不容易。但還是對他們有一種隔閡感。
破冰之舉緣於上海的一對老教授。這對老夫妻在

這裡買了座房子，一年中有半年時間來這裡養老，
說這裡空氣好，生活方便。起初人們對這對上海老
夫妻也是不理不睬，心想你上海老教授與我有甚麼
關係？可當這對老夫妻主動拜訪樓道鄰居，每次回
來都帶點小禮品送給同樓道的鄰居，見到鄰居家小
孩有高考的還指導他們填報志願後，人們對他們客

氣多了。看見他們都主動打招呼，平時有個事上海
老夫妻不在這裡，也熱情地幫他們照應。安裝數字
電視時，樓道鄰居還專門打長話通知他們來辦理，
彼此真的就像一家人。外來的上海老教授為了能盡
快融入當地居民中，主動「禮賢下士」，贏得和睦
的鄰里關係，這讓樓長很受啟發，於是他以此「樓
道新風」為契機，創辦了「樓道文化」，用「樓規
民約」、「鄰里格言」、「鄰里新風尚」、「鄰里在
線」等來引導當地人和外地人互相包容，和睦相
處。這讓鄰居們特別是外籍人員很受啟發。漸漸，
同樓的外籍人員都不再堅守「你不理我，我也不理
你」的理念，主動和鄰居們打起招呼，以自己謙和
的言行來融入當地人大家庭。有的見樓道燈壞了，
主動買個燈泡換上，而不要對門鄰居分擔費用；有
的在小區做生意的，看見同樓鄰居都客氣地在秤上
讓一點；有的有水電修理之長的，還免費幫同樓鄰
居服務。當地鄰居受此感染，也都作出了友好姿
態。如此，同樓的外地人和當地人的關係漸漸和諧

融洽，互助互愛漸
成風尚。近年來我
所在的這幢樓還被
評上了「五星級文
明樓」。
現在，常聽一些

人報怨到了外地受
當地人歧視，媒體
也常有這方面的報
道，說近來一些地
方接連發生了本地
人與外來務工人員
的摩擦事件。誠
然，改革開放的大
潮，使得人口流動
越來越頻繁，進城
務工人員、外地婚
配人員、異地居住

人員等在一個城市一個小區甚至一幢樓裡比比皆
是，如何使不同領域文化相融，使不同地方的人能
和諧共處，理應成為社會管理的一道新課題。
竊以為，除了各地政府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

壁壘，制定「一視同仁、人人共享」的「新市民」
政策外，當地居民也要有一種包容的心態對外來人
員敞開胸懷，而外來人員更要以積極的舉動，主動
融入當地的文化習俗中。事實上，人與人相處並不
複雜，矛盾多數來源於自尊和習性。作為一個外地
人，到了一個地方，不管你是短暫停留還是長期居
住，既然來到這個城市，就要多了解這個城市的文
化和居民的生活習俗，不要老是想 我的家鄉是怎
樣的，我在家鄉是怎樣的，要學會主動融入。當你
主動向對方示好時，對方也就會敞開胸懷接納你、
包容你。我所寫的「小區裡的『聯合國』」其實也
是各地城市不同地域人群集居的一個縮影，它在衝
突與轉化中實現了交融，這對我們不無啟示和借鑒
意義。

微塵城市與無頭城市

甲板上見親情

葉 輝

客聚

人
與
物
之
緣
，
難
以
言
明
；
人
有
時

迴
避
物
，
物
有
時
也
在
迴
避
人
，
不
想

為
某
些
人
所
擁
有
。
此
言
聽
來
有
點

玄
，
但
有
關
的
妙
事
實
在
不
少
。
因
而

有
此
言
：
﹁
是
您
的
終
歸
是
您
的
，
不
屬
於

您
者
強
求
也
無
用
。
﹂

人
們
購
物
，
心
雖
想
買
心
頭
好
，
但
理
性

的
消
費
者
會
要
求
一
個
合
理
的
價
錢
才
去
擁

有
；
討
價
還
價
之
餘
，
大
家
僵
住
了
，
結
果

交
易
失
敗
。
表
面
看
來
是
不
歡
而
散
，
實
情

是
理
性
克
服
了
欲
望
。

確
實
有
些
東
西
，
毋
須
要
一
定
擁
有
；
見

過
一
些
好
勝
者
，
勉
強
擁
有
了
，
那
物
件
不

是
奇
怪
地
不
翼
而
飛
，
便
是
啟
用
後
自
動
毀

掉
，
修
補
也
沒
有
用
；
更
甚
者
是
主
人
突
然

對
它
失
掉
了
興
趣
，
放
在
一
旁
棄
之
如
敝

屐
，
好
像
知
道
那
物
起
初
未
曾
迎
接
自
己
，

對
那
份
暗
裡
的
背
叛
耿
耿
於
懷
；
這
點
對
人

對
物
或
許
也
無
異
吧
。

這
樣
的
故
事
聽
得
多
了
？
有
人
明
明
看
中

了
物
件
，
千
方
百
計
要
擁
有
它
，
緊
張
的
籌

措
工
程
完
成
了
，
趕
去
現
場
才
發
見
分
秒
之

前
來
了
個
購
買
者
，
心
頭
好
剛
陪
伴

新
主

人
揚
長
而
去
；
這
種
情
況
最
好
便
是
把
它
忘

記
得
一
乾
二
淨
，
逃
跑
的
新
娘
現
在
禮
服
都

換
上
了
黑
色
，
何
可
惜
之
有
。

我
也
試
過
一
份
奇
緣
，
在
捷
克
二
戰
猶
太

人
的G

hetto

附
近
買
了
一
隻
舊
紅
戒
，
剛
戴

上
才
一
刻
鐘
，
五
塊
花
瓣
失
掉
了
一
塊
紅

石
，
指
環
可
能
緬
懷

原
來
的
主
人
，
或
痛

惜
她
的
遭
遇
，
寧
願
把
自
己
的
故
事
劃
上
句

號
，
也
不
願
他
人
來
延
展⋯

⋯

也
有
物
件
誓

要
跟
住
主
人
，
不
離
不
棄
。
我
有
一
雙
耳

環
，
經
常
丟
掉
一
隻
，
但
總
又
會
出
現
眼

前
，
有
時
在
汽
車
廂
，
有
時
在
漆
黑
的
戲
院

間
，
有
回
甚
至
在
馬
路
上
閃
耀

等
候
我
再

拾
回
。
如
此
總
不
會
忍
心
拋
掉
的
，
人
也
一

樣
。

人與物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與懷疑心齊飛

小區裡的「聯合國」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吳康民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鄰居要互相包容，和睦相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