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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周
前
，
與
梁
天
偉
教
授
驅
車
登
山
，
拜
訪
林
行
止
先

生
。
閱
讀
先
生
著
作
，
迄
有
二
十
餘
載
，
早
已
心
儀
，

今
得
識
荊
，
自
是
雀
躍
。

日
前
授
香
港
新
聞
史
，
問
諸
學
子
，
當
代
香
港
有
三

位
報
人
，
俱
由
英
倫
回
歸
，
俱
成
﹁
文
化
重
鎮
﹂。
此
三

人
，
何
許
人
也
？

學
子
七
嘴
八
舌
，
只
說
出
陶
傑
一
人
，
餘
二
人
皆
摸
不
清

頭
腦
。
當
我
一
說
出
董
橋
、
林
行
止
時
，
頓
皆
恍
然
。
同
屬

英
倫
薰
陶
，
薰
出
了
三
種
性
格
。
陶
傑
佻
脫
不
羈
，
文
章
潑

辣
。
董
橋
雖
精
通
中
英
雙
語
文
化
，
但
較
近
﹁
中
國
﹂，
尤

其
是
﹁
傳
統
中
國
﹂。
林
行
止
洋
派
味
較
濃
，
所
寫
漢
語
政

經
文
字
，
吃
過
的
洋
水
便
夾
雜
其
間
，
噴
瀉
而
出
；
性
格
則

較
為
內
斂
，
只
知
埋
首
書
山
，
極
少
交
際
應
酬
，
用
當
代
的

術
語
來
形
容
，
是
個
典
型
的
﹁
宅
男
﹂。
當
我
說
出
這
個
名

詞
時
，
林
先
生
和
林
太
太
都
笑
了
。

時
正
值
下
午
，
林
太
太
款
之
以
下
午
茶
，
飲
其
咖
啡
小

點
，
真
猶
如
置
身
英
倫
也
，
優
悠
享
受
一
下
，
怎
生
一
個
閒

字
了
得
！
大
宅
剛
裝
修
，
林
行
止
的
書
房
，
典
籍
井
然
，
置

於
架
上
，
所
見
皆
為
洋
書
；
地
上
一
堆
又
一
堆
，
亦
是
洋
裝

洋
本
。
書
房
有
道
精
緻
迴
梯
，
盤
旋
而
下
，
眼
觀
壁
上
書

林
，
頓
使
我
這
書
癡
羨
煞
不
已
，
深
知
窮
未
來
日
子
，
亦
難

有
此
成
。
推
門
而
出
寬
大
露
台
，
日
光
漸
西
斜
，
山
下
塵
囂

如
薄
霧
，
景
致
籠
在
紗
裡
；
左
右
皆
為
豪
宅
，
屋
後
山
木
綠

煞
。
林
太
太
為
我
等
介
紹
鄰
居
，
林
先
生
悠
閒
漫
步
，
風
徐

來
，
頓
使
我
想
起
他
一
部
書
來
：
︽
閒
在
心
上
︾。

林
行
止
右
手
寫
政
經
短
評
，
為
他
贏
來
﹁
香
江
第
一
健
筆
﹂

的
稱
號
。
閒
談
間
，
我
說
，
他
將
深
奧
的
西
方
政
治
經
濟
學

說
普
及
化
，
融
入
文
章
裡
，
人
人
可
讀
，
這
或
可
叫
﹁
大
眾

經
濟
學
﹂。
蓋
前
有
中
共
艾
思
奇
的
﹁
大
眾
哲
學
﹂，
今
有
林

行
止
﹁
大
眾
經
濟
學
﹂，
可
前
後
輝
映
也
。
林
先
生
笑
了
。

林
行
止
閒
來
還
遍
讀
閒
書
，
以
﹁
左
手
﹂
來
寫
他
的
散

文
，
亦
見
風
格
。
他
的
散
文
，
並
非
無
的
放
矢
，
一
派
學
人

本
色
，
字
字
有
據
，
閒
閒
說
來
，
正
如
劉
紹
銘
為
︽
閒
在
心

上
︾
寫
的
︿
導
言
﹀
說
：
﹁
他
寫
作
的
方
向
是
一
致
的
：
提

供
資
訊
，
傳
授
知
識
。
﹂
並
因
此
而
形
成
了
﹁
林
行
止
的
兩

個
世
界
﹂。

︽
閒
在
心
上
︾
有
組
英
倫
采
風
的
文
字
，
最
為
我
愛
讀
。

六
十
年
代
，
林
行
止
負
笈
英
倫
，
暑
假
時
四
出
覓
職
，
曾
耗

四
個
星
期
在
中
國
餐
館
工
作
，
是
他
﹁
嚴
酷
的
考
驗
﹂。
最

﹁
酷
﹂
的
﹁
考
驗
﹂
是
，
有
個
他
心
儀
的
女
同
學
偕
男
友
飛

跑
車
而
至
，
他
避
也
避
不
了
。
那
美
豔
無
雙
的
洋
女
向
他
打

招
呼
：
﹁
哈
羅
，
凌
︵
指
林
行
止
的
姓
：L

in

︶，
在
這
裡
碰

見
你
可
真
意
外
。
﹂
隨
介
紹
她
的
男
友
，
又
問
中
國
菜
的
種

種
，
並
要
他
教
如
何
拿
筷
子
，
進
餐
時
﹁
連
叫L

ovely

及

V
ery

nice

之
餘
，
又
問
起
烹
調
之
術
，
弄
得
我
站
立
不
安
，

蓋
餐
廳
並
非
私
室
，
眾
目
睽
睽
，
無
所
遁
形
也
。
﹂
其
尷
尬

之
情
可
想
而
知
。
知
好
色
而
慕
少
艾
，
想
林
太
太
也
不
會
呷

醋
。林

行
止
皓
首
窮
經
於
西
洋
理
論
，
這
類
﹁
左
手
﹂
的
產

品
，
是
他
的
﹁
閒
讀
閒
寫
﹂，
極
見
才
氣
。
我
想
，
若
將
他

的
︽
英
倫
采
風
︾
與
陶
傑
的
︽
泰
晤
士
河
畔
︾、
董
橋
於
英

倫
尋
書
訪
友
的
文
字
並
而
讀
之
，
三
人
本
色
，
當
可
一
目
了

然
，
各
擅
勝
場
。
美
哉
！

舊
日
嘉
禾
同
事
﹁
羅
渣
﹂
李
恩
霖
和

家
中
老
保
姆
桃
姐
生
死
相
連
、
貧
富
與

共
之
實
事
，
許
鞍
華
拍
成
生
活
寫
實

片
，
葉
德
嫻
主
演
，
由
此
得
個
威
尼
斯

最
佳
女
主
角
，
整
件
事
十
分
感
人
，
在
我
們

那
一
代
四
、
五
十
年
代
家
庭
，
家
中
老
傭
人

保
姆
主
僕
不
分
、
情
同
至
親
的
例
子
甚
多
，

筆
者
本
人
由
老
保
姆
一
手
帶
大
便
是
其
中
實

例
。幼

時
父
親
杜
兆
麟
為
華
南
最
大
米
商
，
家

母
為
二
奶
，
生
有
四
兄
弟
後
難
產
而
亡
，
外

公
由
故
鄉
番
禺
找
來
兩
名
保
姆
叫
每
人
帶
兩

個
小
孩
撫
育
，
年
長
者
叫
我
們
稱
為
﹁
婆

婆
﹂，
年
幼
者
稱
為
﹁
二
婆
﹂。
當
時
阿
杜
五

歲
，
弟
弟
只
有
兩
歲
。
到
本
人
九
歲
時
，
即

一
九
四
九
年
廣
州
解
放
，
父
親
旗
下
所
有
輾

米
公
司
之
輪
船
行
、
汽
車
行
之
車
船
被
沒

收
，
徵
用
作
進
攻
海
南
島
及
﹁
解
放
舟
山
﹂

之
用
，
全
家
趕
出
東
山
大
宅
。
一
個
舊
伙
記

老
掌
櫃
送
了
他
一
間
舊
居
給
我
們
一
家
居

住
，
家
傭
四
散
︵
因
為
全
部
無
薪
糧
付
予
︶，

只
有
帶
我
們
兄
弟
的
兩
個
老
保
姆
堅
不
離

去
，
甚
至
回
鄉
下
沙
灣
叫
她
們
之
親
戚
賒
借

捐
助
來
維
持
我
們
一
家
溫
飽
，
阿
杜
則
四
出

向
遠
親
近
戚
討
些
零
錢
米
糧
回
來
，
二
婆
妥

為
收
藏
管
理
令
我
們
溫
飽
不
成
餓
殍
。
直
捱

到
本
人
做
少
年
演
員
及
入
中
學
靠
打
足
球
做

了
廣
州
少
年
隊
代
表
，
有
家
用
津
貼
才
免
於

乞
討
。
兩
位
老
保
姆
穿
舊
衣
睡
破
房
、
青
菜

白
飯
捱
到
老
邁
，
早
已
渾
然
成
一
家
人
，
難

分
親
疏
。
兩
個
哥
哥
先
服
役
當
兵
遠
去
，
大

婆
婆
年
老
思
憶
病
故
，
二
婆
則
與
阿
杜
捱
至

大
學
二
年
級
，
本
人
申
請
來
了
香
港
，
她
仍

在
廣
州
照
顧

小
弟
弟
，
直
至
六
九
年
阿
杜

做
了
海
員
才
傳
來
她
老
病
而
歿
之
消
息
。
兩

位
婆
婆
皆
先
後
由
先
父
米
廠
之
舊
伙
計
草
草

埋
葬
。
二
人
窮
其
一
生
對
俺
杜
家
盡
心
盡

力
，
死
而
後
已
。
時
至
今
日
，
午
夜
夢
迴
憶

及
這
﹁
婆
婆
、
二
婆
﹂
之
形
影
笑
貌
，
仍
難

禁
淒
然
潸
然
之
淚
影
哀
思
。

記
憶
中
二
位
婆
婆
早
年
都
有
捐
錢
給
一
些

順
德
番
禺
﹁
媽
姐
﹂
傭
人
買
或
建
﹁
姑
婆

屋
﹂。
早
年
家
中
大
把
錢
任
由
她
們
支
用
，
後

來
中
落
，
據
知
老
姊
妹
多
次
叫
她
們
埋
堆
去

住
﹁
姑
婆
屋
﹂
有
人
照
應
，
但
她
們
都
不

肯
，
寧
願
護
養

四
個
少
主
人
捱
窮
。

生
、
老
、
病
、
死
是
自
然
現
象
，

是
每
個
人
生
必
經
之
道
。
佛
教
徒
認

為
此
乃
人
生
四
苦
也
。
然
而
，
有
信

仰
者
對
生
離
死
別
坦
然
面
對
，
甚
至

視
之
為
﹁
暫
別
﹂
而
已
。
畢
竟
對
於
親
人

來
說
，
始
終
是
人
生
悲
痛
事
。

近
月
來
，
有
老
朋
友
不
幸
離
開
人
間
。

月
前
，
全
國
政
協
提
案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朱

樹
豪
逝
世
，
生
前
樂
善
好
施
，
天
命
之
年

病
逝
，
友
好
無
不
深
感
惋
惜
。
周
前
另
一

老
友
胡
棣
周
先
生
古
稀
之
年
駕
鶴
仙
遊
，

友
儕
同
感
哀
悼
。
資
深
報
人
胡
棣
周
先
生

曾
任
多
屆
廣
東
省
政
協
委
員
，
服
務
社
會

公
益
不
遺
餘
力
。
本
報
前
社
長
張
雲
楓
先

生
和
胡
先
生
的
友
好
組
成
治
喪
委
員
會
，

已
於
九
月
廿
六
日
上
午
假
香
港
殯
儀
館
壽

山
堂
胡
翁
靈
前
舉
行
公
祭
。
工
商
界
芬
姐

任
治
喪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並
率
工
商
界
朋
友

公
祭
，
主
祭
者
芬
姐
虔
誠
上
香
獻
花
。
往

事
如
煙
，
芬
姐
還
憶
及
八
十
年
代
初
，
她

和
金
老
總
、
胡
翁
等
在
北
京
大
飯
店
組
局

麻
雀
通
宵
夜
戰
，
驚
動
京
港
兩
地
。
可

惜
，
時
至
今
日
，
芬
姐
嘆
息
與
金
、
胡
兩

位
已
天
人
相
隔
，
不
勝
唏
噓
矣
！

中
秋
過
後
重
陽
又
至
。
重
陽
登
高
踏

青
，
賞
菊
避
禍
辟
邪
去
災
之
習
俗
傳
統
由

來
已
久
。
不
知
何
時
始
，
今
之
孝
子
賢
孫

已
把
重
陽
節
作
為
祭
祖
拜
先
人
的
敬
孝
活

動
了
。
炎
黃
子
孫
一
直
受
儒
家
思
想
影

響
。
正
所
謂
﹁
百
行
孝
為
先
﹂。
每
年
暮

春
清
明
節
祭
祖
外
，
重
陽
節
亦
為
﹁
慎
終

思
遠
﹂
的
日
子
。
香
港
寸
金
尺
土
，
陽
居

已
難
覓
，
陰
宅
同
樣
難
求
。
甚
至
連
先
人

火
葬
骨
灰
也
難
以
安
葬
安
置
。
每
到
拜
山

掃
墓
時
，
相
關
通
往
墓
園
之
路
總
見
擠
迫

的
掃
墓
人
拖
男
帶
女
，
攜
帶
祭
祖
食
品
紙

紮
香
燭
和
鮮
花
。
並
見
富
裕
人
家
帶
備
燒

豬
全
體
，
三
牲
祭
品
掃
墓
表
孝
心
。
香
港

有
各
姓
宗
親
會
、
同
鄉
會
也
在
清
明
重
陽

等
節
日
前
，
組
織
會
友
前
往
公
墓
拜
祭
以

慰
列
祖
列
宗
之
靈
。
旅
居
海
外
華
人
的
宗

親
同
鄉
組
織
也
有
此
活
動
。

看
電
影
當
然
是
到
戲
院
看
大
銀

幕
為
佳
，
影
碟
素
質
永
遠
無
法
相

比
，
而
戲
院
的
觀
影
經
驗
亦
無
可

取
代
，
何
況
有
些
影
片
，
坊
間
難

得
一
見
，
如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將

於
十
月
份
起
播
放
的
﹁
百
部
不
可
不
看

的
香
港
電
影
﹂
專
題
，
有
記
錄
孫
中
山

革
命
事
跡
的
︽
勳
業
千
秋
︾、
王
為
一
的

︽
珠
江
淚
︾
以
至
許
鞍
華
的
︽
撞
到
正
︾

等
電
影
，
更
屬
必
看
之
作
。
期
待
之

餘
，
也
讓
我
想
起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不

久
前
的
﹁
中
聯
外
傳
﹂
專
題
及
﹁
似
水

流
年
．
綠
葉
常
青
﹂
展
覽
。

﹁
似
水
流
年
．
綠
葉
常
青
﹂
展
覽
的

主
題
是
五
、
六
十
年
代
粵
語
片
的
性
格

演
員
，
或
後
來
被
稱
為
甘
草
演
員
，
一

般
擔
任
配
角
或
閒
角
的
角
色
。
粵
語
片

的
性
格
演
員
何
其
眾
多
，
其
中
不
少
都

有
精
湛
的
演
技
，
有
的
也
經
常
擔
演
重

要
戲
份
。
看
電
影
雖
然
是
以
戲
院
為

佳
，
但
回
顧
舊
電
影
難
免
靠
賴
影
碟
以

至
電
視
錄
影
。
自
有
硬
碟
錄
影
機
以

後
，
我
把
家
中
個
人
舊
藏
的
﹁
粵
語
長

片
﹂
錄
影
帶
轉
錄
為
影
碟
或
檔
案
，
加

上
陸
續
新
增
的
材
料
，
累
積
了
不
少
，

有
空
時
翻
看
，
除
了
影
片
本
身
內
容
，

也
為
看
昔
日
演
員
的
演
技
，
他
們
的
眼

神
、
動
作
、
語
言
，
自
有
屬
於
那
時
代

那
時
空
特
有
的
風
采
。

伊
秋
水
笑
中
有
淚
，
滑
稽
中
有
對
世

界
的
針
砭
。
鄭
君
綿
的
笑
連
帶
各
種
自

創
舉
止
，
表
現
他
所
看
透
的
世
態
和
人

情
變
化
。
駱
恭
永
遠
予
人
威
嚴
、
可
信

服
的
眼
神
，
即
使
有
時
也
帶
點
家
長
式

的
專
制
，
感
覺
卻
更
真
確
而
親
近
。
西

瓜
刨
卑
微
、
可
愛
卻
又
可
敬
，
我
最
欣

賞
他
發
怒
時
的
表
現
，
他
教
人
不
忘
卑

微
者
的
尊
嚴
。
黃
楚
山
平
實
而
堅
執
，

不
會
把
苦
難
誇
張
，
更
視
憂
患
如
同
等

閒
。
他
們
演
繹
電
影
人
物
，
更
演
繹
出

那
憂
患
時
代
應
有
的
人
情
，
教
我
們
感

受
背
後
那
未
盡
磨
滅
的
理
念
。

粵語片的時代風采

﹁
長
亭
外
，
古
道
邊
，
芳
草
碧
連
天
，

晚
風
拂
柳
笛
聲
殘
，
夕
陽
山
外
山
。

天
之
涯
，
海
之
角
，
知
交
半
零
落
，
一

觚
濁
酒
盡
餘
歡
，
今
宵
別
夢
寒
。
﹂

收
音
機
傳
來
婉
約
的
女
聲
獨
唱
，
好
熟
的
歌

詞
，
剎
時
間
一
陣
觸
動
感
直
輸
心
田
。
每
一
次

聽
到
這
首
由
弘
一
法
師
李
叔
同
作
詞
、
旋
律
取

自
西
曲
的
︽
送
別
︾，
都
引
起
心
弦
的
悸
動
，
鼻

子
不
覺
間
就
酸
起
來
，
眼
眶
亦
湧
現
淚
意
。

記
得
第
一
次
聽
到
這
首
曲
子
，
是
一
個
合
唱

團
頌
唱
版
，
與
好
友
同
遊
杭
州
李
叔
同
紀
念
館

時
聽
到
的
，
好
友
很
喜
歡
曲
子
的
旋
律
，
我
則

更
愛
它
的
詞
意
。
當
下
在
紀
念
館
附
設
小
賣
部

買
下
了C

D

唱
片
，
除
了
合
唱
團
頌
唱
版
，
還
一

併
買
了
純
樂
器
演
奏
版
。

旅
遊
回
港
，
反
覆
細
聽
這
首
曲
子
，
曲
詞
意

境
觸
動
人
心
，
簡
單
的
旋
律
能
夠
感
動
到
內
心

深
處
，
貼
切
的
歌
詞
更
令
人
久
久
無
法
忘
懷
！

好
友
的
感
受
比
我
層
次
更
高
，
她
覺
得
這
首

簡
單
的
歌
曲
其
實
蘊
藏

更
深
層
的
層
面
，
除

了
情
感
的
表
達
之
外
，
還
夾
帶

複
雜
的
人
生

歷
練
，
有
體
會
過
現
實
人
生
的
會
感
同
身
受
！

常
言
說
，
音
樂
是
最
真
實
的
感
受
，
在
音
符
間

能
找
到
霎
那
的
感
動
，
這
是
最
佳
的
體
驗
。
記

得
聽
到
她
這
樣
說
，
還
調
笑
她
要
不
要
就
把
此

曲
為
她
﹁
送
別
﹂
？
想
不
到
，
年
多
後
，
我
就

真
的
忍

淚
在
喪
禮
上
為
她
誦
讀
︽
送
別
︾
的

歌
詞
！

﹁
長
亭
外
，
古
道
邊
，
芳
草
碧
連
天
，
晚
風

拂
柳
笛
聲
殘
，
夕
陽
山
外
山
。

天
之
涯
，
海
之
角
，
知
交
半
零
落
，
一
觚
濁

酒
盡
餘
歡
，
今
宵
別
夢
寒
。
﹂

送別

拍拖多年的大外甥終於要結婚了，我這個老舅
自然為他歡喜，撮合老姐將婚禮辦得隆重

些。老姐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又是名牌大學的研
究生，工作單位有體面，父母又都是高級知識分
子，婚禮辦得奢華些臉上也有光。
現在的年輕人大多是獨生子女，父母對他們的婚

禮也特別重視。我曾出席過一位朋友兒子的婚禮，
其場面之大令我咋舌。這位朋友是位私營業主，在
城裡的五星級大酒店張燈結綵擺了100多桌，每桌
的菜餚、煙、酒都是高檔的，不下於4,000元一桌，
僅婚禮現場佈置、請省台主持人、歌舞團就花了20
多萬，整個婚禮費用高達80多萬元。事後我問這位
朋友，幹嘛花這麼多錢為孩子舉辦婚禮？他一臉莊
重地說：「我掙錢就是為了兒子，在他一生只有一

次的婚禮上多花幾個錢，面子上風風光光，他一輩
子也忘不了。」這位朋友的婚禮觀有一定代表性，
是啊！一生只有一次的大事怎能不辦得風光一些
呢！
就在我策劃搞一個婚禮專題片準備為大外甥隆重

的婚禮添光彩時，老姐從無錫打來了電話，告訴我
經雙方家庭協商決定不辦婚禮，小兩口兒選個日子
領個結婚證就行了。這讓我大大出乎意料，一個人
一生的大事怎能這樣草率行事呢？忙問這是小兩口
的意見還是你們的想法？老姐說，是小兩口的一致
意見，剛開始雙方父母也認為太過於簡單，後來是
小兩口兒說服了他們。小兩口兒說，他們從上大學
時就相識了，互相看中的是人，而不是對方的家
庭，雖然雙方家庭都有這個能力為他們舉辦隆重的

婚禮，但他們認為用這種節儉的婚姻方式可以
證明自己愛情的純粹。因為婚姻幸不幸福，跟
結婚的儀式隆不隆重沒關係，關鍵還是看人。
如果人合適，不擺酒席，不度蜜月，不拍婚紗
照，都可以。最重要是兩個人心在一起，兩個
人開心就行了。
想想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當初結婚不都是

「裸婚」嗎？ 我和妻子結婚於改革開放初期。
當時我們剛參加工作不久，手頭積蓄有限，家
庭經濟條件也差，無力資助我們，於是就追求
時尚簡約的旅遊結婚。我們這種旅遊結婚說白
了就是到上海看看，順便購買一些結婚用品，
因為上海一直是我們嚮往的大城市。說出來不
怕人笑話，我和愛人當時結婚都是穿的往年春
節才拿出來穿一回的「年服」。來上海旅遊結
婚，原來想買套合身的新衣服，可選了幾件心
儀的衣服都要上海工業券。在上海我們舉目無
親，到哪兒去找工業券？只得悻悻離去。
沒有結婚戒指，沒有拍結婚照，更沒有擺酒

席⋯⋯我和妻子的結婚只是去了三天上海，然

而我倆心相印手相牽已度過了銀婚。許多的記憶早
已隨風而去，唯獨那年秋天去上海旅遊結婚的情景
依然歷歷在目，那南京路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觀夜景的甜蜜和歡樂依然常住心中。
當然，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是沒有經濟條件而「裸

婚」的，這與現在有些年輕人「裸婚」的觀念有所
不同，但其追求白頭偕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然而現實生活中，像大外甥小兩口這種「裸婚」

觀太少了，外甥小兩口都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所
謂的婚房只是60多平方的租房。真正是無房、無
車、無婚禮、無婚戒的「裸婚」一族了。他們說只
要兩顆心在一起就行了，以後有了經濟能力再買房
買車等也不遲。他們認為裸婚不僅減輕自己和家庭
財力和人力負擔，還是一種愛的昇華，拋開物質和
世俗的負累，回歸愛情本身，才能體現幸福的實
質。

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
些女孩子，找男朋友的前
提條件就是有房、有車、
有存款。我看過不少電視
相親節目，親眼目睹過一
些女孩現場當 那麼多觀
眾的面連珠炮地詢問男
孩：「你能為我買多大的
鑽石戒指？你新房的面積
是多少平方米？你送我上
班的轎車是甚麼型號的？
⋯⋯」對於這種重物質輕
感情的詢問，大多男孩是
避而不答。就是再美的美
女，抱 這種物質觀找對
象，也絕少有男孩牽她的
手的。還有些女孩，與男
孩才相識沒幾天，就開始
討論到哪裡去拍檔次高的
婚紗照，舉辦婚禮時用多
少輛小轎車，去哪家豪華
飯店訂多少桌。更有些女

方家庭，舉辦婚禮時獅子大開口，向男方要彩禮，
不是10萬就是8萬，全然不考慮對方及家庭的經濟
承受能力。致使有些新人剛結婚就負債纍纍，這背
負的壓力有多大？同樣也使雙方家庭不堪重負。這
喜慶的婚禮不成了以後的「大包袱」嗎？　
誠然，我們並不是一味提倡「裸婚」，畢竟時代

在發展，人們的經濟條件也在不斷提高，更何況結
婚也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辦得體面些也無不妥，
只是有多大的力量辦多大的事，不切實際地跟在人
家後面效仿和攀比，到最後吃苦的還是自己。
再說，奢華的婚禮就一定有意義嗎？豪華成隊的

接婚車離去，高檔的婚禮盛宴散去，留下的還是平
淡無奇。古往今來，結婚的內容都是一樣，唯一變
化的就是形式，既然是形式，舉辦得有意義尤為重
要。什麼樣的婚禮是有意義的？倒是每一對新人及
其雙方家庭要認真考慮的事。

林行止的左手和右手

我家桃姐

黃仲鳴

客聚

中
醫
館
也
現
代
化
？
當
然
可
以
。
我
常
光
顧
的
一
位

中
醫
，
近
年
就
現
代
化
起
來
，
有
聲
有
色
。

醫
館
在
白
沙
道
。
中
醫
師
克
紹
箕
裘
，
得
父
親
真

傳
，
是
杏
林
高
手
。
十
多
年
前
，
有
次
我
外
感
傳
裡
，

病
了
三
個
月
，
人
暴
瘦
，
看
西
醫
完
全
無
效
，
也
說
不
出
是

甚
麼
病
，
朋
友
介
紹
看
他
，
他
一
把
脈
便
知
是
濕
氣
困
住
腸

胃
，
感
冒
不
散
。
吃
過
第
一
劑
藥
，
人
馬
上
舒
服
了
，
始
明

白
﹁
藥
到
病
除
﹂
的
滋
味
。
中
醫
又
叮
囑
要
多
運
動
，
驅
除

濕
氣
。
再
服
幾
劑
藥
，
便
已
大
好
。
從
此
有
甚
麼
頭
暈
身

熱
，
特
別
是
感
冒
後
調
理
，
必
找
他
。
他
生
意
很
好
，
醫
館

鎮
日
人
頭
湧
湧
，
男
女
老
幼
都
有
。

現
代
化
始
自
幾
年
前
，
中
醫
師
第
一
次
聘
用
助
手
，
是
位

浸
大
中
醫
系
畢
業
的
女
生
，
學
校
派
來
實
習
。
她
來
了
不

久
，
中
醫
師
便
開
始
學
用
電
腦
，
用
電
腦
記
錄
病
人
資
料
和

藥
方
，
覆
診
時
只
需
輸
入
名
字
和
身
份
證
號
碼
，
就
查
到
病

歷
資
料
，
方
便
準
確
。
幾
個
月
後
，
病
人
飲
藥
的
瓷
杯
不
見

了
，
改
用
紙
杯
，
衛
生
得
多
。
不
過
，
在
這
過
程
中
，
中
醫

師
也
放
棄
了
一
些
我
喜
歡
的
習
慣
，
比
如
開
方
，
以
前
是
用

毛
筆
墨
硯
的
，
在
醫
館
的
藥
香
中
，
可
以
欣
賞
醫
師
用
漂
亮

的
草
書
開
方
。
電
腦
化
之
後
，
他
改
用
原
子
筆
開
方
，
從
此

欣
賞
不
到
他
的
毛
筆
書
法
。

最
近
醫
館
搬
了
，
變
化
更
大
。
首
先
是
傢
具
換
了
大
半
，

圓
飯

沒
了
，
木

只
留
一
兩
條
，
幸
好
幾
張
紅
木
太
師
椅

仍
留

。
本
來
四
壁
牆
都
鑲
了
深
啡
木
板
，
現
在
改
用
新
派

白
色
裝
修
，
意
大
利
門
窗
隔
了
外
面
的
車
聲
，
比
以
前
安
靜

多
了
。
另
外
還
設
了
個
小
小
登
記
處
，
女
職
員
坐

派
籌
和

收
診
金
，
無
需
再
由
抓
藥
的
掌
權
兼
辦
。

不
過
我
覺
得
最
可
惜
的
，
是
店
裡
不
再
為
伙
計
提
供
午
晚

兩
餐
。
以
前
他
們
有
伙
頭
煮
飯
，
中
午
我
常
見
他
們
開
飯
，

七
、
八
個
人
包
括
醫
師
圍

吃
，
每
餐
有
湯
有
魚
有
菜
有

肉
，
很
健
康
。
我
們
雖
沒
份
，
見

也
高
興
。
現
在
取
消
了

包
飯
制
，
伙
計
們
中
午
只
叫
外
賣
，
跟
我
們
外
邊
人
一
樣
，

吃
油
膩
的
茶
餐
廳
飯
盒
，
醫
師
也
不
再
跟
伙
計
一
起
吃
了
。

一
個
時
代
真
已
過
去
。

醫館現代化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人生四苦

外甥的婚禮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阿　杜

有道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 心閒手不閒，林行止著作

等身。 作者提供圖片

■其實，「裸婚」沒關係，只

要兩顆心在一起。 網上圖片

■ 時下年輕人大多不接受「裸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