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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逛
書
局
，
看
到
一
本
叫A

Street
C
at
N
am
ed

B
ob

的
小
書
，
站

就
看
完
了
，
作
者
是

Jam
es

B
ow
en

，
講
他
與
流
浪
貓B

ob

一
起
在
街
頭
賣
藝
的

故
事
，
書
在
英
國
去
年
暢
銷
榜
上
大
熱
。
同
類
的

﹁
貓
書
﹂
其
實
很
多
，
但
這
本
的
吸
引
力
，
在
於
男

主
角
不
是
那
些
食
飽
無
憂
米
、
找
隻
貓
來
陪
陪
的
中

產
，
而
是
個
曾
淪
落
毒
海
、

街
的
倫
敦
街
頭
賣
唱

男
。
他
從
照
顧
阿B

ob

的
過
程
中
重
拾
責
任
感
、
信
任

和
愛
。B

ob
很
可
愛
，
大
受
途
人
和
遊
客
歡
迎
，
現
在
人

和
貓
都
很
紅
，
網
上
很
多
短
片
，
作
者
據
說
也
希
望
故

事
能
引
起
社
會
多
點
關
懷
在
街
頭
討
活
的
人
。
可
幸
的

是
他
們
沒
有
因
出
名
而
變
臉
，
還
是
繼
續
街
頭
作
活
，

歡
迎
拍
攝
。

貓
貓B

ob

原
來
還
有
個B

ig
Issue

C
at

的
外
號
，
原
來

Jam
es

因
賣
唱
地
盤
的
問
題
惹
來
很
多
紛
爭
，
於
是
改
行

賣
一
份
叫B

ig
Issue

的
雜
誌
。B

ig
Issue

是
倫
敦
當
局
為

了
幫
助
露
宿
者
等
邊
緣
人
士
重
投
社
會
的
計
劃
，
參
加

者
通
過
面
試
和
登
記
後
，
便
可
加
入
在
街
頭
賣
這
雜
誌

的
行
列
，
每
賣
一
份
都
有
利
錢
，
但
也
不
是
沒
風
險
的
，
因
參
加

者
其
實
是
個
體
戶
，
先
要
真
金
白
銀
買
斷
雜
誌
，
賣
剩
的
不
能

退
。
參
加
者
在
人
流
多
的
商
業
和
遊
客
區
作
業
，
各
有
劃
定
的
作

業
區
域
，
不
能
過
界
，
每
區
都
有
糾
察
，
這
就
避
免
了
街
頭
搵
食

常
見
的
爭
地
盤
糾
紛
。
這
計
劃
聽
上
去
相
當
不
錯
，
各
方
都
是
贏

家
：
路
人
付
了
錢
行
善
，
還
有
本
雜
誌
；
參
加
者
自
負
盈
虧
，
生

活
既
有

落
，
也
重
建
信
心
，
擺
脫
嗟
來
之
食
的
陰
影
。

日
前
聽
電
台
新
聞
說
原
來
台
灣
也
有
類
似
的
計
劃
，
但
負
責
人

表
示
在
本
港
推
行
則
有
困
難
。
香
港
社
會
對
露
宿
者
關
注
不
多
，

多
是
施
捨
同
情
式
的
，
不
知
何
年
何
月
才
會
有
這
種
事
物
出
現
。

關
於Jam

es

，
原
來
他
出
身
中
產
，
但
自
小
父
母
離
異
，
不
斷
搬

家
，
建
立
不
起
深
厚
的
關
係
，
後
來
更
吸
毒
，
終
落
到
街
頭
討

活
。B

ob

在
他
生
命
中
出
現
，
讓
他
有
機
會
與
另
一
個
生
命
建
立
互

信
互
愛
，
找
到
希
望
和
出
路
。
去
過
東
京
的
朋
友
，
都
見
過
新
宿

街
頭
睡
紙
箱
的
露
宿
者
，
當
中
不
乏
前
中
產
。
香
港
的
中
產
家
庭

子
女
，
偶
一
不
慎
，
會
否
也
走
上
這
條
路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流浪者之貓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夜
看
慕
容
羽
軍
︽
濃
濃
淡
淡
港
灣
情
︾，
第
三

輯
所
記
為
知
名
文
人
臉
譜
，
極
具
史
料
價
值
。
惟

他
並
非
一
味
揄
揚
，
而
是
有
所
月
旦
，
例
如
︿
小

記
徐
速
﹀。

一
九
六
七
年
，
徐
速
與
萬
人
傑
交
惡
。
事
緣
於

他
所
辦
的
︽
當
代
文
藝
︾，
登
了
蔡
炎
培
以
林
筑
筆
名

寫
的
新
詩
：
︿
曉
鏡—

—

寄
商
隱
﹀，
惹
來
︽
萬
人
雜
誌
︾

一
位
作
者
宋
逸
民
的
譏
評
，
指
為
﹁
密
碼
詩
﹂，
﹁
這

首
詩
雖
然
是
用
中
國
字
寫
的
，
每
個
字
我
們
都
認
識
，

但
組
成
句
子
之
後
卻
每
一
句
都
看
不
懂
。
﹂
慕
容
羽
軍

指
徐
速
為
了
維
護
作
者
和
他
選
稿
的
原
則
，
便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代
為
辯
護
，
卻
激
怒
了
萬
人
傑
。
其
後
，
萬
人

傑
看
了
一
篇
副
刊
文
章
，
指
徐
速
的
成
名
作
︽
星
星
．

月
亮
．
太
陽
︾，
抄
襲
自
抗
戰
時
姚
雪
垠
的
︽
春
暖
花

開
的
時
候
︾，
登
時
如
獲
至
寶
，
立
即
為
文
刊
諸
︽
萬

人
雜
誌
︾，
提
出
指
控
。

但
指
控
始
終
是
得
﹁
指
控
﹂
二
字
，
萬
人
傑
卻
沒
拿

出
實
證
來
。
這
實
證
就
是
︽
春
暖
花
開
的
時
候
︾
這
部

書
。
此
書
市
面
固
難
求
，
圖
書
館
亦
無
，
於
是
重
金
徵

求
。慕

容
羽
軍
與
兩
人
都
是
朋
友
，
當
時
他
擁
有
這
書
。

萬
人
傑
向
他
商
借
，
他
說
丟
了
；
徐
速
亦
來
探
詢
，
他

卻
說
：
﹁
我
有
這
本
書
，
但
我
有
堅
持
，
我
的
書
絕
不
借
給
別

人
！
﹂
換
言
之
，
他
對
徐
速
是
說
了
真
話
，
對
萬
人
傑
是
假
話
。

後
來
，
萬
人
傑
果
真
找
到
這
書
，
有
實
證
便
大
張
旗
鼓
討
伐
，

並
找
人
逐
頁
查
閱
，
找
出
近
似
點
來
控
訴
徐
速
。
慕
容
羽
軍
處
於

夾
縫
，
兩
不
相
幫
；
但
他
說
，
︽
星
星
．
月
亮
．
太
陽
︾
使
用
了

三
種
天
象
來
賦
予
三
個
女
角
的
性
格
，
︽
春
暖
花
開
的
時
候
︾
亦

是
，
換
言
之
，
慕
容
羽
軍
對
徐
速
的
襲
用
亦
不
敢
苟
同
吧
。
因

此
，
當
徐
速
力
邀
助
陣
時
，
他
說
要
到
日
本
去
，
推
辭
了
。

這
是
慕
容
羽
軍
的
﹁
圓
滑
﹂。
其
實
，
處
在
兩
難
之
間
，
他
確

是
有
口
難
言
，
有
筆
難
寫
。
對
徐
速
的
評
價
，
慕
容
羽
軍
說
出
了

心
底
話
，
指
他
在
體
制
上
，
他
的
作
品
沒
有
多
大
令
人
驚
喜
之

處
，
只
︽
櫻
子
姑
娘
︾
可
讀
；
對
他
的
詩
集
︽
去
國
集
︾
亦
沒
好

評
。徐

速
去
世
後
，
一
九
九
二
年
，
慕
容
從
美
國
回
港
，
在
書
展
上

遇
到
徐
速
太
太
張
慧
貞
。
這
位
徐
太
太
大
為
高
興
，
並
約
他
飲
咖

啡
。
他
們
所
談
的
是
︿
徐
速
小
記
﹀
這
篇
短
文
的
﹁
亮
點
﹂。
張

慧
貞
說
：
﹁
你
是
徐
速
的
好
朋
友
，
我
想
聽
聽
你
的
意
見
，
我
打

算
再
結
婚
，
你
以
為
如
何
？
﹂

慕
容
說
：
﹁
徐
速
已
離
開
了
這
個
世
界
，
活

的
人
也
得
繼
續

活
得
滿
意
，
再
結
婚
並
沒
有
甚
麼
不
可
以
，
但
你
應
問
一
問
兒
女

的
意
見
。
﹂

如
︿
徐
速
小
記
﹀
這
類
的
細
節
史
料
，
分
見
︿
胡
適
約
我
談
偵

探
小
說
﹀、
︿
簡
又
文
的
幽
默
﹀、
︿
我
所
見
到
的
胡
蘭
成
、
張
愛

玲
﹀、
︿
現
代
才
子
梁
寒
操
﹀、
︿
十
三
妹
傳
奇
﹀、
︿
兩
個
﹃
數

癡
﹄
趙
茲
蕃
、
唐
文
標
﹀，
讀
之
滿
有
興
味
。

慕
容
羽
軍
縱
橫
香
港
文
壇
數
十
年
，
所
識
和
交
往
的
人
物
眾

多
，
在
︽
濃
濃
淡
淡
港
灣
情
︾
中
，
只
寫
了
寥
寥
數
位
，
實
令
吾

等
唔
夠
喉
，
還
望
他
多
些
﹁
揭
秘
﹂。

慕容羽軍與徐速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
大
海
航
行
靠
舵
手
，
萬
物
生
長
靠
太
陽
，

雨
露
滋
潤
禾
苗
壯
，
幹
革
命
靠
的
是
毛
澤
東
思

想
，
魚
兒
離
不
開
水
，
瓜
兒
離
不
開
秧
，
革
命

群
眾
離
不
開
共
產
黨
，
毛
澤
東
思
想
是
不
落
的

太
陽⋯

⋯

﹂

﹁
你
問
我
愛
你
有
多
深
，
愛
你
有
幾
分
？
我
的
情

也
真
，
我
的
愛
也
深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輕
輕
的

一
個
吻
，
已
經
打
動
我
的
心
，
深
深
的
一
段
情
，
教

我
思
念
到
如
今⋯

⋯

﹂

這
兩
段
曲
是
一
九
六
六
年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間
響
徹

中
國
大
地
內
外
的
兩
首
歌
，
頭
段
是
中
國
文
革
代
表

歌
曲
︽
大
海
航
行
靠
舵
手
︾，
後
段
是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風
行
中
國
大
地
的
鄧
麗
君
代
表
作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前
者
雄
壯
霸
道
，
唱
時
個
個
挺
胸
瞪
眼

揮
拳
舞
臂
，
唱
者
個
個
有
提
槍
上
陣
殺
盡
階
級
敵
人

的
氣
概
；
後
者
是
溫
婉
柔
細
似
枕
邊
細
訴
，
確
實
是

兩
個
時
代
的
極
端
。
而
阿
杜
向
來
敬
佩
的
師
兄
吳
康

民
，
日
前
專
文
悼
念
鄧
麗
君
，
吳
師
兄
還
特
報
了
鄧

麗
君
為
新
中
國
成
立
六
十
周
年
中
國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文
化
人
，
更
披
露
內
地
每
年
舉
辦
一
百
場
以
上
的
模
仿
鄧
麗
君

腔
的
演
唱
會
。

如
今
人
間
麗
音
美
聲
成
絕
響
，
吳
先
生
還
特
地
去
過
台
北
基

隆
鄧
墓
前
致
祭
，
也
專
程
赴
泰
國
清
邁
鄧
之
逝
世
處
去
憑
弔
，

其
懇
切
處
令
人
感
動
，
上
述
一
曲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能
如

此
成
為
代
表
作
能
夠
響
遍
一
個
時
代
，
當
然
不
是
因
其
有
靡
靡

之
音
的
風
塵
味
，
而
是
因
緣
際
會
適
逢
了
一
個
鬥
爭
時
代
充
滿

戰
鬥
性
之
歌
的
比
對
。
自
一
九
六
六
年
起
，
文
革
廿
載
，
中
國

百
姓
聽
足
了
廿
載
的
階
級
鬥
爭
鮮
明
曲
調
歌
詞
，
忽
然
間
聽
到

一
把
繞
樑
三
日
，
婉
游
耳
邊
的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問
你

愛
我
有
幾
深
的
歌
詞
綺
調
，
自
然
耳
目
一
新
，
一
下
子
要
禁
也

禁
不
住
。

其
實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文
革
前
後
，
中
國
也
間
中
出
現

一
些
旋
律
輕
快
曲
調
優
美
的
革
命
歌
曲
，
人
民
一
唱
上
口
就
優

美
動
聽
，
文
革
期
間
也
盛
極
一
時
。
如
初
期
描
寫
兒
童
健
康
生

活
的
︽
讓
我
們
蕩
起
雙
槳
︾、
王
丹
鳳
拍
︽
護
士
日
記
︾
唱
紅

的
︽
小
燕
子
︾、
王
曉
棠
主
演
唱
紅
的
︽
山
間
鈴
響
馬
幫
來
︾、

軍
民
愛
情
片
的
︽
九
九
艷
陽
天
︾
等
曲
，
都
在
中
國
流
行
一

時
，
到
了
一
九
八
○
年
前
後
鄧
麗
君
曲
排
山
倒
海
的
殺
到
，
加

上
鄧
小
平
說
：
﹁
我
也
聽
鄧
曲
﹂，
便
整
個
革
命
氣
氛
也
改
變

過
來
了
。

鄧
麗
君
逝
世
近
卅
年
，
機
緣
巧
合
的
她
生
前
是
阿
杜
好
友
，

而
意
外
的
令
俺
在
中
國
音
樂
歷
史
上
也
佔
上
一
點
迴
響
，
今
日

回
憶
，
在
下
已
是
雙
鬢
斑
白
一
個
垂
垂
老
人
，
也
等
待

歷
史

來
收
留
，
自
不
勝
唏
噓
之
至
。

不勝唏噓之至
阿　杜

杜亦
有道

第
一
次
認
識
﹁
安
達
魯
西
亞
﹂，
是
從
英
國

名
廚
占
美
奧
利
華
的
電
視
節
目
，
看

他
駕

小
車
在
這
個
西
班
牙
南
部
的
區
份
，
搜
尋

道
地
新
鮮
食
材
、
在
環
境
優
美
的
自
然
場

景
，
烹
調
傳
統
安
達
魯
西
亞
食
制
，
令
人
垂

涎
，
想

非
要
去
一
趟
，
親
嚐
美
食
，
才
是
不
枉

此
生
！

安
達
魯
西
亞
是
組
成
西
班
牙
的
十
七
個
自
治
區

之
一
，
首
府
就
是
塞
維
利
亞
。
位
處
西
班
牙
南
部

的
安
達
魯
西
亞
，
北
有
埃
斯
特
雷
馬
杜
拉
和
卡
斯

蒂
利
亞
拉
曼
查
，
東
有
穆
爾
西
亞
，
南
有
地
中

海
、
直
布
羅
陀
，
西
有
葡
萄
牙
。
摩
爾
人
︵
西
亞

及
北
非
地
區
穆
斯
林
的
統
稱
︶
曾
統
治
此
地
，
並

命
名
為
安
達
盧
斯
，
安
達
魯
西
亞
便
因
此
得
名
，

這
裡
亦
保
留
有
很
多
摩
爾
式
建
築
物
。

安
達
魯
西
亞
區
共
有
八
個
省
，
塞
維
利
亞
省

︵Sevilla

︶、
格
拉
納
達
省
︵G

ranada

︶、
科
爾
多
瓦

省
︵C

ó
rdoba

︶、
加
的
斯
省
︵C

á
diz

︶、
馬
拉
加

省
︵M

á
laga

︶、
韋
爾
瓦
省
︵H

uelva

︶、
哈
恩
省

︵Jaé
n

︶、
阿
爾
梅
里
亞
省
︵A

lm
ería

︶。

五
月
底
西
班
牙
安
達
魯
西
亞
之
旅
，
以
遊
逛
傳
統
文
化
和

自
然
景
觀
為
主
軸
。
因
為
好
友
碧
的
關
係
，
塞
維
利
亞
成
為

旅
程
起
點
，
沿
路
南
下
鬥
牛
文
化
發
源
地
的
龍
達

︵R
onda

︶、
畢
加
索
的
出
生
地
馬
拉
加
︵M

alaga

︶、
瀕
臨
地

中
海
太
陽
海
岸
上
最
美
麗
的
海
灘
內
爾
哈
︵N

erja

︶、
再
北
上

洋
溢

阿
拉
伯
文
化
的
格
拉
納
達
︵G

ranada

︶、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古
城
烏
韋
達
︵U

beda

︶、
拜
薩
︵B

aeza

︶
和
哥
多
華

︵C
ordoba

︶
；
由
於
方
便
航
程
，
選
擇
久
別
二
十
年
的
巴
塞

羅
那
︵B

arcelona

︶
為
離
境
城
市
，
那
就
不
妨
拐
到
菲
格
雷

斯
︵F

ig
u
eres

︶
一
趟
，
探
訪
一
下
鬼
才
藝
術
家
達
利

︵Salvador
D
ali

︶
的
故
鄉
！

隻
身
揹
個
小
背
囊
、
挽

手
提
行
李
篋
，
就
在
春
末
夏

初
、
乍
暖
還
寒
的
歐
陸
氣
候
中
，
奔
向
安
達
魯
西
亞
，
開
展

為
期
十
四
天
的
西
班
牙
之
旅
。

奔向安達魯西亞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香
港
蛇
年
預
測
多
風
多
雨
，
令
人
起
居
安

思
危
之
憂
慮
。
二
○
一
三
年
快
過
半
，
七
月

將
至
。
在
此
半
年
間
，
特
別
多
雨
水
，
黑
球

也
曾
高
掛
。
料
不
到
上
周
首
掛
風
球
，
貝
碧

嘉
風
姐
取
名
柔
弱
，
但
願
不
會
為
港
帶
來
大

殺
傷
力
，
對
社
會
正
常
秩
序
有
影
響
。

﹁
七
．
一
﹂
回
歸
紀
念
日
將
至
，
香
港
十
八
區

市
民
街
坊
、
社
團
等
自
發
組
織
﹁
家
在
香
港
﹂
慶

祝
活
動
，
多
元
精
彩
紛
呈
，
將
有
一
番
熱
鬧
。
深

信
主
辦
單
位
必
然
組
織
有
序
，
依
法
進
行
。
料
將

吸
引
萬
千
個
家
庭
拖
男
帶
女
度
同
樂
日
。
另
方

面
，
亦
有
一
小
撮
別
有
用
心
的
人
發
起
﹁
佔
領
中

環
﹂
示
威
行
動
，
並
圖
以
所
謂
民
主
威
脅
中
央
爭

取
普
選
的
目
的
。
要
知
道
，
其
實
基
本
法
早
已
列

明
有
普
選
。
梁
振
英
特
首
乃
早
已
有
言
在
先
，
對

普
選
諮
詢
將
在
適
當
時
候
進
行
。
他
指
出
，
﹁
佔

領
中
環
﹂
示
威
行
動
恐
出
現
知
法
犯
法
、
出
現
違

法
行
為
。
呼
籲
市
民
理
性
討
論
普
選
問
題
，
以
和

平
團
結
大
局
為
重
。

社
會
是
由
萬
千
個
﹁
家
﹂
組
織
而
成
，
要
繁
榮
必
先
有
穩

定
融
和
社
會
，
此
風
氣
由
家
庭
開
始
，
家
長
教
育
至
為
重

要
，
另
方
面
學
生
在
學
校
除
學
習
知
識
之
外
，
學
校
亦
是
育

人
之
地
，
即
是
說
家
長
和
學
校
都
要
肩
負
育
人
之
社
會
責

任
，
以
身
作
則
培
養
下
一
代
遵
守
紀
律
，
遵
守
法
治
精
神
，

以
及
對
人
與
人
之
間
融
和
友
愛
團
結
核
心
價
值
的
維
護
重

視
。
樂
見
教
育
局
發
出
課
外
活
動
指
引
，
學
校
當
局
與
教
師

務
必
認
真
關
注
指
引
精
神
和
條
文
內
容
。

﹁
家
在
香
港
﹂
好
教
港
人
對
香
港
有
歸
屬
感
。
然
而
，
不

少
人
﹁
家
在
香
港
﹂
歸
屬
感
增
強
前
提
是
在
港
能
提
供
安
居

樂
業
的
環
境
。
香
港
人
特
別
是
當
下
年
輕
人
的
香
港
夢
是
能

夠
﹁
上
車
﹂
即
是
能
有
自
置
居
所
。
愛
民
的
梁
振
英
特
首
甫

上
任
，
便
為
滿
足
港
人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目
的
而
推
出
施
政
措

施
，
長
遠
房
屋
政
策
包
括
積
極
發
展
公
共
房
屋
以
及
一
再
推

出
多
項
被
視
為
辣
招
的
政
策
圖
穩
定
樓
價
改
善
民
生
。
最
近

當
局
還
宣
布
十
年
內
房
屋
需
求
，
年
達
四
萬
四
千
餘
伙
，
可

惜
梁
特
首
三
萬
五
伙
承
諾
顯
然
未
達
標
哩
。
然
而
，
社
會
環

境
不
斷
演
變
，
計
劃
要
定
期
更
新
。
另
方
面
，
美
國
退
市
可

能
觸
動
利
率
上
升
，
這
對
樓
市
無
疑
會
起
市
場
自
動
調
節
作

用
。
這
正
是
當
局
重
新
檢
討
辣
招
，
取
消
此
扭
曲
市
場
的
辣

招
是
其
時
。

家在香港
思　旋

思旋
天地

當
年
的
華
南
影
帝
吳
楚
帆
、
張
瑛
、
張
活

游
和
李
清
，
走
紅
程
度
有
如
今
天
的
四
大
天

王
。
張
瑛
先
生
十
四
叔
離
世
廿
九
年
，
兒
子

張
煒
依
然
牢
牢
記

慈
父
的
金
句
：
﹁
你
未

做
錯
，
我
話
你
係
多
餘
；
你
做
錯
，
我
話
你

又
太
遲
，
你
咁
大
個
人
，
自
己
要
識
諗
呀
。
﹂

張
瑛
是
土
生
土
長
香
港
仔
，
雖
然
身
為
﹁
南
北

行
﹂
少
東
也
發
誓
不
貪
爺
田
地
，
醉
心
演
藝
工

作
，
經
常
跑
去
北
帝
街
片
場
和
九
龍
城
洞
天
餐
室

找
機
會
。
當
年
花
旦
很
苗
條
，
小
生
流
行
矮
小

的
，
曾
有
導
演
喝
罵
剛
出
道
的
十
四
叔
，
﹁
你
睇

你
咁
鬼
高
，
成
碌
木
，
無
表
情
，
想
紅
都
難
。
﹂

結
果
皇
天
不
負
有
心
人
，
他
越
來
越
紅
。
可
惜
後

來
香
港
淪
陷
了
，
大
伙
兒
北
上
走
難
。

走
至
上
海
，
番
書
仔
竟
當
上
了
上
海
匯
豐
銀
行

的
主
任
，
是
第
一
位
押
解
第
一
批
台
灣
銀
紙
到
彼

邦
的
負
責
人
，
他
經
常
驕
傲
地
回
憶
，
我
一
張
紙

也
沒
碰
過
貪
過
，
做
事
要
對
得
住
天
地
良
心
。
他

的
心
是
正
直
的
，
但
對
於
愛
情
卻
是
眼
花
繚
亂
。

他
有
五
位
太
太
，
張
煒
是
父
親
第
四
位
太
太
所

出
，
也
是
孻
仔
。
八
歲
父
母
離
婚
，
媽
媽
是
寂
寞
少
婦
，
常

常
以
購
物
麻
醉
自
己
，
每
次
都
光
顧
名
店
﹁
頂
好
﹂，
店
員
如

見
財
神
，
拉
閘
伺
候
。
父
親
風
格
相
反
，
他
購
物
快
如
閃

電
，
話
說
一
家
人
泊
車
到
尖
沙
咀
中
間
道
，
在
前
往
酒
家
之

際
，
父
親
路
經
洋
服
店
，
一
個
轉
頭
，
茶
未
開
，
父
親
已
托

住
六
套
西
裝
出
現
。

張
煒
是
嬌
嬌
仔
習
染
了
雙
親
的
習
慣
，
快
而
貴
，
十
五
歲

半
那
年
到
加
拿
大
留
學
，
監
護
人
是
牢
騷
王
吳
楚
帆
，
只
見

少
年
初
來
甫
到
，
打
開
行
李
清
一
式
為Y

SL

，
即
時
呱
呱
大

叫
：
﹁

，
點
解
，
點
解
唔
用
祝
君
早
安
毛
巾
呀
？
﹂
冰
天

雪
地
下
，
張
公
子
經
常
錯
過
上
學
的
巴
士
，
楚
帆
伯
下
令
不

許
乘
的
士
，
他
在
巴
士
站
哭
了
，
試
過
有
警
車
接
他
上
學

哩
。今

年
張
煒
已
五
十
二
歲
，
身
邊
有
位
廿
二
歲
上
海
小
女

友
，
到
底
有
何
打
算
？
他
坦
言
自
己
是
天
生
浪
子
，
對
婚
姻

全
無
信
心
，
由
始
至
今
他
只
有
過
一
次
結
婚
念
頭
，
就
是
他

的
第
一
位
圈
中
女
友
，
對
於
拍
拖
六
年
才
分
手
的
江
美
儀
，

他
打
上
九
十
五
分
。
如
果
一
百
位
女
友
，
對
方
一
定
在
五
甲

之
內
，
可
惜
性
格
不
合
，
﹁
我
最
愛
另
一
半
要
對
我
有
信

心
，
否
則
我
一
定
很
壞
。
﹂
看
來
小
女
友
一
定
要
識
做
啊
。

天生浪子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我，當年上幼兒園、小
學、中學都是一個人徒步去上學的。從5歲開始我
就一個人背 書包，沒有父母接送，獨自行走在
上學、放學的路上。父母一點兒都不擔心，我一
點兒都不害怕，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都是這樣。
那個時候孩子多，家長也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接送
孩子，孩子們的獨立能力都很強，如同那首經典
兒歌《讀書郎》一樣：「小嘛小兒郎，背 那書
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只怕
先生罵我懶呀，沒有學問囉無臉見爹娘⋯⋯」
到了80年代初我的孩子出生時，雖然是獨生子

女，但孩子上幼兒園、小學時，仍然是一個人走
路去上學，我和愛人工作都忙，抽不出時間接送
孩子啊。況且，那時接送孩子上學、放學的也只
是鳳毛麟角。記得當年孩子上幼兒園放學後不是
跑到我的工作單位就是找到愛人的工作單位，在
那裡做完作業後等我們一起回家。顯示出很強的
自主能力。孩子上初中後，考慮到學校離家遠
了，我便給他買了輛二手自行車，教他學會了騎
自行車去上學。
進入新世紀後，特別是獨二代的出生，孩子一

下子成了心肝寶貝。含在嘴裡怕化了，捧在手上
怕摔了。孩子一出生，為了照看好孩子，孩子的
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全部上陣。到了入學
年齡，更是專人接送。以至於上學、放學時段，
各個學校門前，接送大軍成了一道風景。
前不久，因內弟夫婦去外地進貨，受其之托，

我臨時去接送上小學的內侄。不送不知道，一送
嚇一跳。這所小學門前，停滿了各種車輛，最多
的要數小轎車，沿 大道邊上排起了千米長的蛇
陣，足足有數百輛。其次是摩托車和電動車，像
我騎的這種老式自行車，算得上是出土文物呢。
難怪有些人盯 我看，好像我是從上世紀80年代
穿越過來的。內侄的小嘴也翹得老高，似乎我給
他丟了面子。這只是縣級市一所小學門前的接送
場景，可想而知其它大城市小轎車接送孩子上學
的更多。
接送孩子上學本無可厚非，作為父母，總是千

方百計為自己的兒女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為兒
女遮風擋雨，讓其盡享成長的陽光和溫暖，只要
兒女有需要，即使自己再苦再累也在所不辭。何
況時代在發展，現在的年代不同於我們那個年
代，也不同於我的孩子那個年代。社會迅猛發
展，人們經濟條件普遍提高，道路多了寬了，車
輛川流不息，路況比較複雜，安全因素成了人們
糾結的事。為了讓孩子安全地上學，不得已出現
了接送孩子上學的大軍。但不分孩子長幼，不問
路途遠近，不論路況好差，就一律無原則地接
送，而且都向小轎車接送看齊，這就有點讓人難
以理解了。若孩子年幼，自理和獨立能力還不具
備，或是孩子就讀的學校校址較為偏僻，距離住
所較遙遠，道路交通不方便，存在一些可預見的
安全隱患因素等，則應該接送。除此之外，家長
們則大可放心讓孩子自己上學。就拿我接送內侄

的學校來說，上學都是按學區劃分的，方圓也就
在兩公里左右。內侄家更近，僅800米之距，完全
可以走路去上學。有什麼必要開 小車去接送
呢？為了接送孩子風風光光，內弟還特意舉債買
了輛小車。像內弟這樣為了接送孩子上學買小車
的為數還不少。

在媒體工作時，我曾就接送孩子上學採訪過幾
位外國友人。一位日本友人說，在日本家家都有
小汽車，但就是不接送孩子。他們認為，「孩子
已經是小學生了，就該自己去上學」。一位法國友
人告訴我，說在西方比中國不安全的地方很多，
然而在那種環境，他們的孩子都是自己坐地鐵、
坐公交車去上學。也有父母上班開車差不多時間
順便送的，但不會專門去送孩子。而在英國，則
由父母輪流值班護送孩子走路上學。同校同班、
同年齡段、同居住地的孩子可一同上學。路上，
孩子們一起談論 動畫、遊戲、學習等感興趣的
話題，有說有笑，很是快樂。
其實，不分青紅皂白無條件地接

送孩子弊端多多。不但容易使孩子
形成依賴心理，不利於孩子自立能
力的養成，還容易使孩子產生相互
攀比的心理。家長接送孩子時，誰
家的小車好誰家沒小車，都會成為
孩子口頭的話題，無形中滋長了孩
子的虛榮心，同時也增加了家長的
負擔，影響了工作，並造成上學放
學時段交通擁擠堵塞。而在讓學生
遵守交通規則，注意自身安全的前
提下，提倡走路上下學，則好處多
多。首先能有效地增進身體的健康
發育，強筋健骨，提升體質。現在
的孩子本身就缺少體育鍛煉，肥胖

症居高不下，走路上學是最好的健身。其次可明
顯減輕家長的負擔和道路交通的擁堵，並產生低
碳節能效應。這些年來，用私家車接送孩子上下
學的家長越來越多。每逢上下學的時候，差不多
每所學校的門口都堵成了「停車場」。免去了接
送，省心省油緩解了交通減少了污染，何樂而不
為呢？再次也可產生緩解學生的學習壓力、調節
情緒、增進同學友誼與彼此了解的諸多積極效
應。同學相約一起走在上學的路上，彼此邊走邊
聊，談談學習、談談身邊的趣事等等，這上學的
心情就會暢快起來。
天下沒有父母不愛自己的孩子，可父母一味地

溺愛，過度地操心不利於孩子成人成材。獨自上
學、放學是對孩子自立能力的一種培養。家長應
多給孩子們一些鍛煉的機會，路途較遠的可讓孩
子騎車上學，或乘坐公交上學，路途近的可讓孩
子走路去上學，只有「愛之有道」，孩子才能健康
成長。

走路去上學

■校門外接送孩子的大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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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第三輯甚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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