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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亦
有道
阿 杜

早
年
咱
們
這
些﹁
香
港
散
人﹂
喜
歡
台
灣
和
韓
國

一
切
價
廉
物
美
，
帶
二
三
千
元
貨
物
便
可
賺
回
旅

費
，
帶
兩
、
三
公
斤
冬
菇
、
江
瑤
柱
到
了
目
的
地
向

旅
行
社﹁
交
貨﹂
可
以
賺
來
一
程﹁
白
玩﹂
，
帶
一

兩
條
牛
仔
褲
、
塑
膠
皮
帶
、
三
兩
磅
官
字
人
參
連
旅
費
都

是
有
着
落
，
遇
上
個
多
情
韓
妹
還
會
洗
底
褲
淚
灑
機
場
，

與
韓
女
結
情
鴛
，
還
會
結
下
相
思
債
。
早
年
打
星
在
韓
國

做
武
師
很
多
人
便
抱
得
美
人
歸
，
後
來
出
了
名
成
名
的
有

高
飛
、
梁
家
仁
、
袁
和
平
、
成
龍
，
個
個
抱
得
個
便
宜
老

婆
回
港
，
成
龍
那
個
還
是
兼
職
歌
星
，
追
到
來
香
港
自
甘

倒
貼
家
用
，
後
來
龍
少
爺
情
變
才
改
娶
林
鳳
嬌
，
而
梁
家

仁
、
袁
和
平
、
高
飛
全
另
娶
了
。

而
吾
等
片
場
小
工
帶
帶
器
材
收
入
也
相
當
可
觀
，
牛
仔

褲
一
條
便
可
值
美
元
五
千
元
，
韓
戰
剛
打
完
物
資
貧
乏
，

衣
食
住
都
是
十
分
值
錢
，
在
遊
客
點
「
明
洞
」
吃
一
餐
要

花
五
六
千
，
韓
女
開
心
到
不
得
了
，
吃
一
頓
烤
肉
蟹
湯
泡

菜
飯
要
韓
圜
三
五
千
，
我
們
做
大
爺
她
們
做
大
小
姐
大
家

開
心
，
可
惜
這
些
黃
金
歲
月
自
從
韓
戰
和
談
後
一
去
不

回
，
韓
內
戰
一
停
，
百
物
廉
價
的
日
子
一
去
不
回
，
現
在

韓
國
買
東
西
比
香
港
還
貴
，﹁
香
港
散
人﹂
捱
的
日
子
越

來
越
不
易
啦
。

戰
爭
的
日
子
也
不
是
完
全
不
足
取
，
譬
如
韓
戰
後
「
韓

燒
」
一
鍋
米
酒
浸
蟹
只
要
二
千
韓
圜
，
香
醇
無
比
可
以
吃

到
醉
醺
醺
，
現
在
首
爾
兩
千
韓
圜
只
得
一
隻
肉
蟹
，
蟹
膏

也
不
會
多
一
件
，
荷
包
慳
着
來
消
費
真
折
墮
。
較
為
抵
食

的
是
明
洞
觀
光
酒
店
之
民
俗
特
色
自
助
餐
，
政
府
津
貼
甚

麼
人
參
雞
尾
酒
都
有
得
嚐
，
遊
客
要
嚐
樣
樣
有
得
試
，

一
、
二
千
韓
圜
可
以
滿
足
落
樓
，
朝
鮮
馬
肉
都
有
得
吃
，

還
有
朝
鮮
狗
肉
有
無
膽
試
試
，
別
有
風
味
，
別
處
難
得
，

不
然
去
板
門
店
看
看
朝
鮮
也
不
錯
。

今
時
今
日
韓
國
和
朝
鮮
邊
界
變
化
仍
不
大
，
尚
可
一
開

眼
界
，
不
妨
試
試
。

不妨試試

眼
鏡
古
稱﹁
靉
靆﹂
，
那
是
一
個﹁
假
借﹂
的

名
稱
，
︽
康
熙
字
典
︾
說﹁
雲
覆
日
為
靉
靆

也﹂
，﹁
靉
靆﹂
一
詞
本
來
是
指
雲
多
而
昏
暗
，

晉
人
潘
尼
在
︽
逸
民
吟
︾
中
說
：﹁
朝
雲
靉
靆
，

行
露
未
晞
。﹂
南
宋
人
趙
希
鵠
在
一
二
四
零
年
左

右
寫
成
了
︽
洞
天
清
錄
︾
，
載
有﹁
靉
靆﹂
條
：﹁
老

人
不
辨
細
書
，
以
此
掩
目
則
明﹂
，
據
說
此
物
有
如
兩

個
大
錢
幣
，
色
如
雲
母
，
那
就
是
南
宋
時
代
的
眼
鏡
。

張
寧
是
明
代
景
泰
甲
戌
︵
一
四
五
四
年
︶
進
士
，
他

在
︽
方
洲
雜
錄
︾
也
說
到
當
時
的
眼
鏡
：﹁
嘗
於
指
揮

胡
豅
寓
所
，
見
其
父
宗
伯
公
所
得
宣
廟
賜
物
，
如
錢
大

者
二
，
其
形
色
絕
似
雲
母
石
，
類
世
之
硝
子
，
而
質
甚

薄
，
以
金
相
輪
廓
，
而
衍
之
為
柄
，
紐
制
其
末
，
合
則

為
一
，
岐
則
為
二
，
如
市
肆
中
等
于
匣
。
老
人
目
昏
，

不
辨
細
字
，
張
此
物
於
雙
目
，
字
明
大
加
倍
。﹂
由
此

推
斷
，
有
柄
而
可
合
二
為
一
的
兩
塊
鏡
片
，
是
從
西
域

傳
入
中
原
的
罕
見
之
物
。

田
藝
蘅
的
︽
留
青
日
劄
︾
約
寫
於
一
五
七
三
年
，
當
中
也
有
一

段
提
到﹁
靉
靆﹂
：﹁
提
學
副
使
潮
陽
林
公
有
二
物
，
大
如
錢

形
，
質
薄
而
透
明
，
如
硝
子
石
，
如
琉
璃
，
色
如
雲
母
。
每
看
文

章
，
目
力
昏
倦
，
不
辨
細
書
，
以
此
掩
目
，
精
神
不
散
，
筆
畫
倍

明
。
中
用
綾
絹
聯
之
，
縛
於
腦
後
。
人
皆
不
識
，
舉
以
問
余
。
余

曰
：﹃
此
靉
靆
也﹄
。﹂

這
三
段
文
獻
相
隔
三
百
餘
年
，
稱
為﹁
靉
靆﹂
的
眼
鏡
一
直
未

有
普
及
，
只
是
有
閒
階
級
或
讀
書
人
的
玩
物
，
從
文
獻
所
載
，
眼

鏡
由
南
宋
至
明
代
應
為
外
來
之
物
，
顯
然
並
不
是
中
國
製
造
，
至

於
有
否
照
樣﹁
複
製﹂
，
則
有
待
詳
細
考
證
了
。

金
末
元
初
，
已
有
墨
鏡
傳
入
中
國
，
據
劉
祁
所
著
的
︽
歸
潛

志
︾
記
載
，
墨
鏡
以
煙
晶
製
造
，
一
般
只
有
衙
門
中
人
才
有
資
格

使
用
，
據
說
戴
墨
鏡
並
不
是
為
了
遮
擋
陽
光
，
而
是
在
聽
取
供
詞

時
，
不
讓
別
人
看
見
他
的
眼
神
。
明
人
俞
汝
楫
︽
禮
部
誌
稿
︾
中

說
，
賽
瑪
爾
堪
︵
今
烏
茲
別
克
︶﹁
嘉
靖
二
年
後
定
五
年
一
貢
，

貢
物
…
…
哈
喇
石
眼
鏡
、
羚
羊
角
…
…
嘉
靖
中
定
五
年
一
貢
，
貢

物
…
…
眼
鏡
、
醃
班
兒
香
羚
羊
角
…
…﹂
由
此
可
見
，
當
時
的
眼

鏡
像
羚
羊
角
那
麼
珍
貴
，
乃
西
域
貢
物
。

清
人
郎
瑛
在
嘉
靖
年
間
寫
成
書
的
︽
七
修
類
稿
續
稿
︾
中
也

提
到
眼
鏡
：﹁
少
嘗
聞
貴
人
有
眼
鏡
，
老
年
看
書
，
小
字
看
大
，

出
西
海
中
，
虜
人
得
而
製
之
，
以
遺
中
國
，
為
世
寶
也
…
…
後
與

霍
都
司
子
麟
言
。
霍
送
予
一
枚
，
質
如
白
琉
璃
，
大
可
如
錢
，
紅

骨
鑲
成
二
片
，
若
燈
剪
然
，
可
開
合
而
摺
疊
。
問
所
從
來
，
則

曰
：
舊
任
甘
肅
，
夷
人
貢
至
而
得
者
。﹂
﹁
虜
人﹂
是
指
西
域
的

中
亞
人
，
那
是
說
，
眼
鏡
由
西
海
︵
歐
洲
︶
經
由
中
亞
人
傳
入
甘

肅
。

及
至
清
代
後
期
，
眼
鏡
流
入
民
間
，
但
戴
眼
鏡
的
人
還
是
被

視
為﹁
異
相﹂
，
中
國
歷
史
博
物
館
收
藏
了
︽
南
都
繁
會
景
物
圖

卷
︾
，
當
中
有
一
老
者
戴
眼
鏡
，
其
時
有
一
首
嘲
笑
戴
眼
鏡
的
打

油
詩
：﹁
笑
君
雙
眼
太
稀
奇
，
子
立
身
旁
問
誰
是
？
日
透
窗
欞
拿

彈
子
，
月
移
花
影
拾
柴
枝
。
因
看
畫
壁
磨
傷
鼻
，
為
鎖
書
箱
夾
着

眉
。
更
有
一
般
堪
笑
處
，
吹
燈
燒
破
嘴
唇
皮
。﹂
極
盡
嘲
諷
，
倒

是
近
視
眼
民
俗
風
情
畫
。

靉靆簡史

只
要
有
機
會
，
曾
在
世
界
各
地
嘗
試
尋
找
一
九

七
七
年
電
影
︽Julia

︾
的
光
碟
，
當
年
轟
動
，
佛

烈
辛
民
曼
導
演
，
珍
芳
達
及
雲
妮
莎
烈
格
芙
主

演
；
烈
格
芙
因
該
片
奪
得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最
佳
女

配
角
，
可
惜
好
長
一
段
時
間
遍
尋
不
獲
。

原
作
者
，
著
名
劇
作
家Lillan

H
ellm
an

（
珍
芳
達

飾
）
述
說
少
年
同
窗Julia

（
烈
格
芙
飾
）
及
她
們
成
年

後
各
自
路
途
及
生
死
與
共
的
友
誼
。
電
影
十
分
好
看
，

尋
找
影
碟
再
賞
，
只
為
兩
組
鏡
頭
；
她
們
少
年
時
爬
山

遠
足
英
國
湖
區
的
風
景
。Lillian

從
紐
約
往
英
國
探
望

牛
津
讀
醫
，Julia

、
烈
格
芙
一
身
乾
濕
褸
（
英
人
叫

T
rench

C
oat

）
，
內
襯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進
步
女
青

年
頗
男
性
化
毛
衣
格
子
裙
衣
裳
，
英
俊
瀟
灑
，
走
在
古

老
學
府
石
子
路
上
，
陽
光
自
背
後
灑
在
頭
上
肩
上
，
好

一
片
難
忘
風
景
。

烈
格
芙
，
我
至
喜
歡
女
演
員
之
一
，
之
後
便
是

C
ate
Blancett

（
姫·
白
蘭
芝
，
近
期
︽
情
迷
藍
茉
莉
︾

人
氣
火
旺
！
）
。

書
架
上Lillian

H
ellm
an

作
品
小
集
，
珍
芳
達
及
烈

格
芙
電
影
︽Julia

︾
劇
照
作
封
面
的
︽Pentim

en-

to

︾
，
中
間
收
集Julia

故
事
。
短
序
是H

ellm
an

筆
下Penti-

m
ento

原
意
：
逝
水
年
華
，
故
人
故
事
，
隨
歲
月
洗
禮
漸
轉
清

明
。時

間
未
必
最
佳
靈
藥
，
心
情
處
理
不
當
，
則
難
解
沉
痾
。
幸
福
人

回
想
來
路
起
落
，
回
報
卻
淡
淡
微
笑
，
似
東
坡
舊
語
「
歸
去
，
也
無

風
也
無
晴
」
。
看
年
前
紅
透
東
南
亞
︽
大
長
今
︾
韓
劇
影
碟
，
溫
溫

柔
柔
聲
調
令
本
來
生
硬
韓
語
入
耳
也
舒
服
。
一
幕
一
幕
花
開
花
落
雲

捲
雲
舒
劇
情
引
領
進
入Lillian

H
ellm
an

筆
下Pentim

ento

境
界
，

長
今
細
數
前
塵
無
恨
無
悔
，
一
切
幽
幽
寧
靜
。

長
篇
人
生
回
思
錄
，
自
民
生
文
化
角
度
，
好
一
套
推
廣
韓
國
生

活
文
化
極
優
秀
媒
介
：
地
理
風
景
、
吃
喝
食
療
、
衣
裝
面
貌
，
另

加
小
小
正
史
野
史
，
建
十
個
「
西
九
文
化
區
」
未
必
達
致
的
魅
力

宣
傳
。
尤
其
煮
食
經
營
，
宮
中
廚
師
大
鬥
法
，
最
後
勝
出
的
試
題

是
「
白
飯
」
；
長
今
代
師
傅
出
賽
，
贏
得
龍
顏
大
悅
竟
然
是
小
魚

乾
、
野
菜
、
小
野
果
；
重
要
是
，
煮
者
心
意
及
十
二
分
簡
約
食
材

當
中
包
含
的
人
情
（
墨
西
哥
電
影
︽
濃
情
朱
古
力
︾
，
台
灣
電
影

︽
飲
食
男
女
︾
亦
精
彩
，
但
說
飲
食
基
本
，
程
度
不
及
長
今
）
，

刀
仔
鋸
大
樹
，
為
保
師
傅
及
自
己
生
命
安
危
，
長
今
以
服
侍
中
國

使
臣
健
康
為
大
前
提
，
以
韓
國
羣
山
清
純
地
下
水
，
做
出
最
健
康

最
清
淡
菜
式
，
贏
了
陰
謀
家
崔
大
官
的
中
國
山
珍
海
味
滿
漢
全
席

（
這
裡
有
點
疑
問
：
明
朝
會
否
出
現
「
滿
漢
全
席
」
？
不
是
滿
清

入
關
之
後
為
求
滿
漢
一
家
，
平
息
民
憤
一
招
收
買
人
心
？
）
。

︽
大
長
今
︾
不
斷
推
介
韓
國
食
品
獨
特
煮
法
及
原
材
料
的
自
然
純

淨
，
其
實
與
韓
國
接
壤
的
中
國
東
北
白
山
黑
水
遼
闊
的
北
大
荒
同

樣
推
廣
粗
糧
健
食
。

年
前
無
綫
暢
銷
劇
集
︽
金
枝
欲
孽
︾
揭
宮
廷
妃
嬪
鬥
爭
，
好

看
。
惜
關
乎
女
人
為
得
寵
勾
心
鬥
角
。
︽
大
長
今
︾
成
功
在
於
編

劇
，
不
斷
將
悲
劇
還
原
，
重
新
面
對
，
世
事
本
無﹁
玻
璃
鞋﹂
童

話
結
局﹁
永
永
遠
遠
幸
福
快
樂﹂
；
樂
極
生
悲
，
絕
處
逢
生
才
是

永
恆
！ Julia與大長今 此山

中
鄧達智

每
次
到
澳
門
，
總
是
來
去
匆

匆
，
又
或
是
重
複
到
那
幾
個
方
便

的
地
方
。
這
次
是
追
隨
老
父
生
前

常
去
之
處
，
包
括
自
己
從
未
踏
足

過
的
跑
狗
場
逸
園
。

澳
門
即
使
把
自
己
打
造
成
旅
遊
城

市
，
可
貴
之
處
還
是
在
大
興
土
木
之

餘
，
好
好
保
存
舊
風
貌
與
地
道
性
。
您

不
會
以
為
這
只
是
一
個
人
工
的
拉
斯
維

加
斯
，
因
為
您
還
會
因
為
「
重
遊
舊

地
」
而
感
滿
足
，
特
別
當
您
可
以
輕
鬆

地
吃
腸
粉
、
棵
條
、
秘
製
牛
雜
，
並
用

最
原
始
的
竹
籤
工
具
。

老
父
生
前
是
沙
利
文
餐
廳
以
及
西
南

飯
店
的
常
客
。
我
和
家
人
便
在
沙
利
文

來
一
個
木
糠
蛋
糕
，
邊
分
享
邊
懷
念

他
。
那
些
所
謂
「
木
糠
」
跟
奶
油
的
結

合
，
香
甜
可
口
；
心
裡
感
激
舊
店
舖
沒
有
遷
拆
，

有
關
它
的
舊
記
憶
是
我
們
好
日
子
的
重
要
部
分
。

至
於
西
南
飯
店
，
面
積
不
大
樓
高
兩
層
，
昔
日
老

父
總
愛
在
這
裡
吃
一
盆
烏
雞
湯
翅
、
燒
乳
鴿
、
舊

式
蝦
多
士
、
炸
子
雞
，
即
使
心
頭
有
着
不
小
壓

力
，
並
曾
面
臨
破
產
邊
緣
。

西
南
飯
店
位
處
的
福
隆
新
街
，
當
然
也
有
它
豐

厚
的
歷
史
，
難
得
的
是
澳
門
政
府
把
從
前
的
風
月

街
同
樣
保
存
它
的
面
貌
。
昔
日
樓
上
的
花
樓
門

窗
，
仍
可
叫
人
想
像
倩
影
與
鶯
聲
燕
語
，
聯
想
性

的
豐
富
其
實
不
在
刻
意
的
設
計
，
歷
史
自
身
已
是

一
股
累
積
着
的
力
量
。
想
來
想
去
，
說
明
非
明
，

為
什
麼
澳
門
做
得
到
的
，
在
香
港
要
力
竭
聲
嘶
去

爭
取
，
爭
取
回
來
卻
又
只
得
一
個
虛
假
的
新
做
的

殼
？第

一
次
到
逸
園
狗
場
，
當
個
旁
觀
者
看
一
個
舊

式
的
賭
博
活
動
，
同
時
同
情
那
些
不
知
就
裡
，
受

到
訓
練
看
見
電
兔
便
拚
命
追
跑
的
狗
隻
。
回
顧
狗

場
，
昔
日
的
熱
鬧
不
再
，
太
多
新
玩
兒
了
，
不
再

愛﹁
小
賭
可
以
怡
情﹂
的
想
法
，
但
逸
園
依
然
繼

續
存
在
，
偌
大
的
場
地
和
相
對
的
少
人
口
量
，
才

是
香
港
與
澳
門
的
真
距
離
。

真距離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美
國
出
現
了
一
萬
六
千
億
美
元
的
財
政
赤
字
，
如
果
民
主
、

共
和
兩
黨
繼
續
爭
拗
下
去
，
就
只
能
按
照
自
動
削
減
軍
費
的
機

制
做
法
，
今
後
十
年
，
就
要
削
減
軍
費
一
半
。
這
樣
一
來
，
許

多
航
空
母
艦
就
開
動
不
了
，
新
型
的
戰
鬥
機
也
沒
有
錢
採
購

了
。
美
國
的
戰
鬥
機
的
轉
型
升
級
就
很
有
問
題
。
特
別
是
中
國

的
新
型
的
戰
鬥
機
轉
型
升
級
的
速
度
很
快
，
讓
美
國
感
受
到
巨
大
的

壓
力
。
所
以
，
美
國
的
謀
士
想
到
了
一
個
好
辦
法
，
制
定
了﹁
重
返

亞
洲﹂
計
劃
，
後
來
又
改
名
為﹁
再
平
衡
計
劃﹂
。
表
面
上
來
說
，

是
要
平
衡
中
國
的
軍
事
力
量
，
讓
亞
洲
的
盟
國
感
到
放
心
。
這
是
冠

冕
堂
皇
的
表
面
理
由
。
實
際
上
，
美
國
的
荷
包
已
經
乾
涸
了
，
財
政

的
赤
字
那
麼
大
，
要
想
出
一
個
辦
法
，
讓
美
國
的
盟
國
承
擔
美
國
的

軍
費
，
大
舉
購
買
美
國
的
戰
鬥
機
，
增
加
美
國
軍
工
企
業
的
收
入
，

增
加
軍
火
輸
出
，
平
衡
美
國
的
財
政
赤
字
。

正
因
為
如
此
，
美
國
在
亞
洲
大
力
散
播﹁
中
國
威
脅
論﹂
，
挑
撥

離
間
，
製
造
領
土
矛
盾
，
釣
魚
島
問
題
和
南
海
諸
島
的
問
題
，
都
是

美
國
在
幕
後
煽
風
點
火
所
致
。

美
國
過
去
十
年
，
一
直
發
展F22

猛
禽
戰
機
，
這
是
一
種
重
型
並

且
隱
形
的
戰
鬥
機
，
可
以
裝
載
重
型
的
導
彈
武
器
，
火
力
特
別
強
。

但
是
這
種
軍
機
有
一
個
重
大
的
缺
點
，
造
價
非
常
昂
貴
，
每
一
架
的

成
本
高
達
三
點
六
億
美
元
，
即
每
一
架
港
幣
二
十
五
億
元
，
到
了
零

八
年
美
國
金
融
危
機
，
美
國
的
財
政
更
窮
困
了
，
買
得
了
這
種
戰

機
，
其
他
的
軍
種
和
兵
種
，
就
沒
有
錢
改
良
裝
備
了
。
二
零
一
一

年
，
美
國
忍
痛
把
這
種
新
式
的
飛
機
停
產
。

美
國
改
為
發
展
另
一
種F35

隱
形
超
音
速
戰
鬥
機
，
這
種
戰
鬥
機

比
較
輕
型
一
些
，
但
時
速
達
到
一
千
九
百
公
里
，
並
且
在
高
速
前
進

的
時
候
，
可
突
然
停
頓
，
盤
旋
，
改
變
方
向
，
上
下
垂
直
飛
行
，
這
種
戰
機
的

優
點
是
可
以
在
近
距
離
格
鬥
的
時
候
，
突
然
停
頓
或
者
轉
向
，
讓
對
手
突
然
撲

空
，
跌
入F35

隱
形
超
音
速
戰
鬥
機
的
射
擊
圈
，
增
加
了
擊
落
敵
機
的
機
會
。

F35

隱
形
戰
鬥
機
，
每
一
架
的
價
錢
為
十
四
億
港
元
，
比F22

猛
禽
戰
機
便
宜

了
一
半
。
如
果
美
國
的
亞
洲
盟
友
都
要
投
入
這
種
飛
機
，
美
國
的
軍
火
收
入
非

常
可
觀
，
足
可
以
平
衡
財
政
赤
字
和
貿
易
赤
字
。
所
以
，
美
國
現
在
使
用
的
就

是
邊
緣
政
策
，
盡
量
在
亞
洲
煽
風
點
火
，
但
又
不
要
發
生
戰
爭
。F35

隱
形
超

音
速
戰
鬥
機
的
技
術
概
念
，
來
自
英
國
的
鷂
式
飛
機
，
飛
行
的
過
程
中
可
以
突

然
停
頓
，
原
地
轉
彎
，
或
者
升
降
。
鷂
式
飛
機
的
缺
點
是
引
擎
動
力
不
足
，
起

飛
和
降
落
的
負
重
能
力
不
足
夠
，
攜
帶
的
燃
油
量
和
彈
藥
量
不
多
，
影
響
戰
鬥

力
。

由
於
這
一
款
飛
機
的
造
價
正
在
不
斷
上
升
，
本
來
積
極
定
購
的
盟
國
，
也

開
始
嫌
價
格
太
貴
了
。
如
果
沒
有
買
家
，
美
國
的
如
意
算
盤
可
能
全
盤
落
空
。

美國新型戰鬥機的煩惱

琴台
客聚
葉 輝

古今
談

范 舉

近來，多省市決定降低英語分數的比例。這種
調整顯現了地方的教育自主權，本無可非議，但
它日益膨脹的精神背景卻不可忽略——隨着中國
經濟的持續崛起，民族主義敘事也開始興起，支
撐着漸趨保守的集體立場，英語降分就見證了後
者越來越大的影響。
在全球化時代，語言擔當着兩種國際角色：既
是民族精神的家，又是跨文化交往的手段。這兩
種角色既相互支持，又不無矛盾：沒有相對連續
的話語體系，一個民族就會在精神層面變得孱
弱，但交往又要求人們在語言層面向世界開放。
於是，每到文化博弈的關鍵時刻，保守主義思潮
和多元主義思潮就會同時湧動，爭奪各自的話語
權。除非到了人類大同的時代，每個民族都要承
受由此形成的張力。這是天命，也是文化生長的
機制：保守意味着保護和守持，歸根和返本，它
可以保證民族魂魄不散；不開放則等於自我囚
禁，最終喪失必要的活力和全景意識。只要民族
精神健康地向上生長，這種博弈就會最終抵達
「中和」之境——開放中的守持，守持中的開
放。從這個角度看，保守主義和開放情懷都有其
功能和價值。有害的是極端主義，是將單極價值
普遍化的偏執。
遺憾的是，立場的局限往往會使博弈的一方自
命為全體的代言人。早在五四時期，部分倡導西
化者曾經認為：對傳統文化放棄得越徹底，我們
就越文明，就越是世界人。其中，最極端的語言
學表述就是以拼音代替漢字。文革時對傳統文化

的橫掃也屬於此類極端行為。它造成了一種後
果：離開了傳統的支持，我們至少部分地空心化
了，淪落為當代的野蠻人——漢語知識分子讀不
懂古漢語，大學校長念錯字。更加弔詭的是，極
端主義者貌似虔誠，但往往直接培育了相反的力
量——當蹺蹺板的一端抵達最高點時，另一端就
會替代其位置。恰在橫掃傳統的文化大革命中，
一種同樣激進的聲音在中國升起：
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
不學abc，照樣幹革命。
後來，張鐵生等革命小將延續了這個思路，開
始對西方文化進行「大拒絕」。他們顯然沉浸在
一種激情中，忘記了「大拒絕」的後果：倘若我
們既滅了漢語的傳統，又不會外文，缺乏語言裝
備的我們又如何能有效地行動呢？事實上，答案
很快就顯現在共和國的天空上。當文革時的問號
還在很多人的頭腦中迴旋時，中國卻於上世紀七
十年代末再次啟動現代化之旅，開始重新向世界
展示開放的動姿。為了進行跨越民族－國家的交
往，我們這個民族需要掌握外語的新型人才。在
當下和美好的未來之間，外語是通向美好生活的
中介。是否學已經不是個問題，問題是如何學
好。在這種大潮流推動下，大批學子遠渡重洋，
將自己拋入新的語言世界。其中就包括不少過去
的造反派。留在國內的人同樣不肯落伍。能夠流
利地說一口外語的人總是令人艷羨。除了參加各
種各樣的補習班外，他們還建立了規模不等的英
語角。在那裡，藍眼睛白皮膚的異邦人成為中心

的中心，偶像中的偶像。與此相應，英語培訓升
格為規模空前的文化產業，新東方等機構增值為
市值數億元的大公司。部分熱愛母語的人不可避
免地感到失落。他們開始聲討英語熱，認為它已
經切斷了我們的生命之流，讓我們淪落為無根的
飄萍和空心人。於是，當年的疑問又開始迴旋在
部分知識分子的心中：作為軸心國的子民，我們
擁有悠久、豐盈、瑰麗的文化傳統，何必非得以
言說外語為容呢？早在世紀初，朱魯子等人就開
始聲討英語熱，認為它已經異化為巨大的毒瘤，
正在吞噬我們民族的財富。隨着中國經濟的崛
起，中國人逐漸克服了綿延了一個多世紀的文化
自卑感：或許，西方並非是現代奇跡的唯一源
泉，東方完全可以與它比肩並立，甚至超越我們
曾長期消防的對象。在部分圈子裡，流行的中心
由河西轉向了河東，國學熱代替了西學熱。各種
各樣的國學班進入了大學、培訓機構、兒童的課
堂。正是由於這種背景，北京等城市推出英語降
分等舉措。顯然，已有的行動帶有試探性質：看
不見的手正在尋找底線，導演們密切觀察博弈的
各方做出反應，等待來自權力的敕令，以便決定
最終的轉向角度和轉向程度。可以說，他們立起
的風標還處於猶豫狀態。大幕還剛剛拉開，劇情
還遠未展開。如果可能的話，它可能走向極端，
甚至激發帶有極端色彩的情緒。然而，在全球化
時代，閉關鎖國只能使國人喪失改革開放的成
果。民族復興要求我們繼續在全球化時代扮演積
極的角色。作為地球村的公民，善於進行跨語言

交流是活得更好的前提。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
後，中國曾誕生了大批可以熟練運用多種語言的
大師：他們既可以自由地吸納異邦的思想，又能
夠寫出優美的漢語。這說明外語不一定是母語的
敵人。最好的策略不是拒斥外來文化，而是保持
建設性的開放動姿。我們可以對英語進行去魅，
更有義務維護漢語之美，但這些都不能以走向封
閉為代價。事實上，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之所以
取得了足以增加民族自信心的成果，是因為我們
採納了多元主義的建構策略。其中，「英語熱」
造就出大批可以進行跨文化交流的地球村公民，
客觀上功不可沒。中國要向前走，就不能不擁有
「致中和」的胸懷。
中國的持續振興既需要民族主義，更需要全球
視野和國際情懷。在全球化時代，過於狹隘的民
族主義難以孕育出積極力量。在英語已經成為世
界性交流媒介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必要固守母語/
外語的二分法。從這個角度看，激進地減少英語
分數絕非最佳策略——它既違背世界大勢，又不
符合中庸之道，只會釋放出誤導性的信號。

英語降分背後的立場之爭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最
近
電
視
廣
告
有
一
個
節
目
名
叫

︽
三
個
小
生
去
旅
行
︾
，
單
聽
節
目
名
稱

已
經
充
滿
娛
樂
性
。
我
不
知
道
內
容
講
什

麼
，
大
概
是
旅
遊
節
目
吧
。
但
看
到
三
名

小
生
是
謝
賢
、
胡
楓
和Joe

Junior

，
便

猜
到
所
謂﹁
小
生﹂
並
非
是
指
當
時
得
令
的

電
影
或
電
視
小
生
，
而
是
曾
經
當
過
小
生
的

﹁
小
生﹂
。
這
樣
聽
起
來
，
節
目
的
趣
味
性

似
乎
更
濃
。

不
過
，
我
有
一
個
疑
問
：
謝
賢
和
胡
楓
是

粵
語
片
時
代
的
一
線
小
生
是
不
爭
的
事
情
，

但
為
何Joe

Junior

會
是
其
中
一
員
呢
？
他
有

演
過
粵
語
片
當
過
小
生
嗎
？
若
沒
有
的
話
，

那
麼
他
是
怎
樣
被
挑
選
成
為
其
中
一
名
小
生

呢
？其

實
，
與
謝
賢
和
胡
楓
同
期
的
國
、
粵
語

片
小
生
仍
有
不
少
選
擇
啊
！
單
是
仍
然
為
無

綫
電
視
服
務
的
就
有
常
在
很
多
電
視
劇
中
演

出
的
岳
華
、
周
聰
和
江
漢
，
亦
有
主
力
配

音
、
偶
爾
客
串
演
劇
的
張
英
才
和
譚
炳
文
。
這
數
位
都

是
非
常
便
利
的
選
擇
，
亦
符
合
小
生
的
條
件
，
且
與
謝

賢
和
胡
楓
當
年
都
是
各
有
影
迷
的
男
主
角
。

倘
若
嫌
這
數
位
小
生
經
常
出
鏡
，
欠
缺
新
鮮
感
，
選

擇
還
是
有
很
多
的
。
曾
江
除
了
在
廣
告
時
段
出
現
之

外
，
也
很
久
沒
有
參
與
電
視
工
作
了
。
他
較
為
洋
化
，

由
他
帶
大
家
去
旅
行
應
該
可
以
了
解
他
對
其
他
文
化
的

個
人
意
見
。
我
相
信
若
能
找
來
呂
奇
，
這
個
組
合
一
定

更
加
哄
動
。
呂
奇
多
年
沒
在
鏡
頭
前
亮
相
了
，
大
家
都

很
想
再
見
他
吧
。
龍
剛
雖
然
不
是
英
俊
小
生
之
流
，
但

觀
眾
應
該
有
興
趣
一
睹
他
今
天
的
風
釆
。
還
有
，
狄
龍

是
邵
氏
的
大
明
星
，
肯
定
大
有
號
召
力
。
傅
奇
應
該
有

影
迷
支
持
吧
？
相
信
以
下
這
位
小
生
更
教
觀
眾
懷

念
︱
︱
朱
江
。
當
年
他
的﹁
奔
雷
手﹂
文
泰
來
、
﹁
小

李
飛
刀﹂
李
尋
歡
和
︽
家
變
︾
中
的
詹
柏
文
迷
倒
了
多

少
電
視
觀
眾
。
若
今
天
能
邀
得
他
重
出
江
湖
，
定
能
吸

引
他
的
視
迷
收
看
。

好
像
有
人
曾
解
釋
說
無
綫
希
望
這
三
位
小
生
分
別
代

表
六
十
、
七
十
和
八
十
這
三
個
年
齡
組
別
，
所
以
才
找

來
六
十
多
歲
的Joe

Junior

湊
數
。
若
只
是
為
了
這
個
原

因
的
話
，
無
綫
其
實
有
一
位
手
到
拿
來
的
最
佳
人

選
︱
︱
鄭
少
秋
。
觀
眾
看
這
位﹁
大
俠﹂
演
電
視
劇
的

機
會
自
然
很
多
，
但
看
他
主
持
旅
遊
節
目
卻
好
像
不
曾

試
過
。
我
單
是
在
幻
想
他
和
謝
賢
二
人
鬥chok

、
鬥

﹁
扮
嘢﹂
便
已
經
忍
俊
不
禁
。
不
然
，
請
到
綽
號﹁
阿

緊﹂
的
緊
張
大
師
馮
淬
帆
與
謝
賢
遊
戲
人
間
的
風
格
碰

撞
起
來
也
定
能
擦
起
火
花
。

寫
着
寫
着
，
一
時
間
倒
像
在
緬
懷
國
、
粵
語
片
的
在

世
小
生
哩
！
其
實
我
心
中
還
想
着
某
人
，
只
可
惜
他
不

是
電
影
而
是
電
視
的
小
生
︱
︱
永
遠
的
小
生﹁
伍
小

生﹂
伍
衛
國
。

「小生」隨想 演藝
蝶影
小 蝶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