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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每
年
解
放
軍
香
港
部
隊
軍
營
開
放
的
門
票
都
快
速
派

完
，
一
票
難
求
，
港
人
對
解
放
軍
根
本
不
像
某
些
人
講

的
懷
有
恐
懼
感
。
駐
港
部
隊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至
今
已
先

後
到
訪
港
大
、
科
大
、
城
大
等
多
間
大
專
院
校
，
從
未

有
抗
議
發
生
。
近
日
準
備
到
訪
中
大
與
學
生
舉
行
聯
誼

活
動
，
但
中
大
學
生
會
聲
稱
不
滿
被﹁
統
戰﹂
，
中
大
校
長
沈

祖
堯
最
終
決
定
將
活
動
延
遲
舉
行
。
原
因
是
中
大
學
生
會
發
聲

明
反
對
中
大﹁
向
中
共
政
權
獻
媚﹂
、﹁
打
壓
院
校
自
主﹂
，

﹁
以
聯
誼
之
名
、
作
統
戰
之
實﹂
，
揚
言
駐
軍
若
堅
持
到
訪
中

大
，
他
們
會
以﹁
直
接
行
動﹂
阻
攔
，
部
分
校
友
亦
發
起
聯
署

反
對
。
校
長
沈
祖
堯
以
由
於
籌
備
過
程
中
出
現﹁
溝
通
問

題﹂
，
部
分
人
誤
以
為
是
政
治
活
動
，
經
與
解
放
軍
協
商
後
決

定
延
遲
舉
行
。

這
讓
人
看
到
一
點
，
非
法﹁
佔
中﹂
事
件
雖
然
不
得
人
心
，

完
結
後
產
生
不
好
的
後
遺
症
不
少
，
但
一
些
學
生
狂
妄
自
大
的

思
維
仍
未
改
變
，
難
怪
被
︽
環
球
時
報
︾
批
評﹁
以
敵
視
態
度

對
待
駐
港
部
隊
，
是
荒
唐
、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的
表
現
。﹂
而
校

長
的
處
理
方
法
一
如
以
前
的
政
府
，
既
然
有
反
對
聲
音
就
不
搞

了
。
延
遲
舉
行
其
實
等
於
取
消
，
因
為
在
香
港
反
對
聲
音
是
不

會
消
失
的
，
而
駐
港
部
隊
不
是
呼
之
則
來
的
團
隊
，
他
們
是
中

國
人
民
軍
隊
的
標
誌
，
在
保
衛
香
港
這
領
土
！

那
支
持
和
不
反
對
聯
誼
的
學
生
、
校
友
的
想
法
，
校
長
又
有

否
顧
及
呢
？
大
學
是
一
個
讓
年
輕
人
在
正
式
踏
入
社
會
之
前
增

廣
見
識
之
地
，
校
長
及
導
師
應
鼓
勵
學
生
接
觸
各
方
各
面
。
見

面
就﹁
洗
腦﹂
？
如
果
是
的
話
就
很
可
悲
，
因
代
表
學
生
沒

腦
，
輕
易
受﹁
洗
腦﹂
。

駐
港
部
隊
只
是
與
學
生
舉
行
講
座
、
球
賽
等
聯
誼
活
動
，
與

校
長
敘
餐
，
目
的
很
明
顯
是
提
供
機
會
互
相
了
解
。
對
於
別
人

伸
出
友
誼
之
手
，
任
何
人
禮
貌
上
應
握
一
下
手
。
學
生
是
知
識

分
子
，
卻
一
點
知
識
分
子
的
修
養
也
見
不
到
。
堅
持
自
己
的
政

治
立
場
、
價
值
觀
是
沒
有
錯
的
，
更
不
需
要
害
怕
接
觸
不
同
意

見
的
人
。
怕
被
洗
腦
？
學
生
有
自
己
獨
立
思
想
，
應
有
說
服
不

同
自
己
意
見
的
人
的
信
心
和
鬥
志
，
除
非
他
們
心
虛
。

至
於
中
大
學
生
會
會
長
王
澄
烽
指
︽
環
球
時
報
︾
批
評
他
們

是﹁
無
私
顯
見
私﹂
，
可
見
解
放
軍
到
訪
中
大
並
非
如
校
方
所

講﹁
不
存
在
政
治
含
意﹂
，
是
以
聯
誼
之
名
、
作
統
戰
之
實
。

這
種
想
法
亦
不
足
為
奇
，
同
一
件
事
，
任
何
人
可
以
用
不
同

思
維
解
讀
，
我
認
為
見
面
是
增
加
了
解
，
別
人
可
以
將
之
看
待

成
是
拉
關
係
、
搞
巴
結
，
但
問
題
是
大
家
清
楚
自
己
的
分
量

嗎
？
就
算
成
為
朋
友
，
還
不
知
誰
可
以
幫
誰
呢
。
學
生
們
別
將

自
己
看
得
太
重
要
，
硬
要
將
小
人
之
心
度
君
子
之
腹
，
那
是
沒

辦
法
的
。

不
過
，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問
得
好
，
有
關
學
生
是
否
了
解
何

謂﹁
統
戰﹂
？
從
維
基
百
科
解
讀
，
統
戰
即
是
統
一
戰
線
，
英
文

是U
nited

Front

，
出
自
列
寧
，
統
戰
意
思
即
是
在
政
治
競
爭
入

面
，
要
掌
握﹁
聯
合
次
要
敵
人
，
打
擊
主
要
敵
人﹂
。
中
大
學
生

不
可
能
是
駐
港
部
隊
的
敵
人
，
不
用
統
戰
，
極
其
量
可
想
成
是

駐
港
部
隊
想
與
他
們
做
朋
友
，
互
相
了
解
，
如
果
不
願
意
也
不

會
勉
強
。
這
暴
露
出
香
港
有
些
大
學
生
熱
衷
搞
政
治
，
但
又
不

肯
真
正
去
研
究
政
治
，
結
果
予
人
幼
稚
膚
淺
的
印
象
。

中大學生會又自暴其短

音
樂
能
夠
陶
冶
性
情
，
小
兒
皆
知
。
和
諧
的
旋
律
，

若
再
配
上
優
美
的
唱
詞
，
則
教
化
社
會
的
功
能
更
為
鉅

大
。中

國
文
學
，
可
以
追
溯
到
上
古
平
民
百
姓
的
口
頭
文

學
、
年
青
男
女
的
歌
謠
唱
和
。
︽
詩
經
︾
、
︽
楚

辭
︾
、
漢
樂
府
詩
等
作
品
原
本
都
能
唱
詠
，
可
惜
後
代
樂
譜

無
傳
，
令
我
們
無
法
得
窺
全
豹
。
粵
劇
粵
曲
是
我
們
嶺
南
人

堪
足
自
豪
的
文
化
遺
產
，
上
緒
︽
詩
經
︾
，
遙
接
宋
詞
，
最

難
得
可
以
雅
俗
共
賞
。
至
於
傳
承
與
發
揚
粵
曲
粵
劇
的
責

任
，
除
了
藝
術
工
作
者
的
努
力
，
以
及
觀
眾
的
愛
護
之
外
，

藝
評
人
襄
贊
其
間
，
亦
有
功
勳
。

張
文
老
師
介
紹
︽
檳
城
艷
︾
一
曲
時
，
提
到﹁
花
旦
王
那

甜
美
婉
轉
的
歌
聲﹂
。
芳
艷
芬
女
士
，
有
花
旦
王
的
美
譽
，

是
當
代
粵
劇
子
喉
兩
大
流
派
之
一﹁
芳
腔﹂
的
開
創
宗
師
，

後
輩
景
從
者
眾
，
影
響
既
深
且
遠
。
芳
姐
︵
行
內
行
外
對
花

旦
王
的
敬
稱
︶
對
二
十
世
紀
下
半
葉
粵
語
時
代
曲
的
發
展
同

樣
居
功
至
偉
，
名
曲
如
︽
檳
城
艷
︾
、
︽
荷
花
香
︾
、
︽
懷

舊
︾
等
，
啟
發
了
許
多
後
來
的
名
家
。
早
期
粵
語
時
代
曲
無

論
作
曲
、
作
詞
和
唱
法
都
曾
經
從
粵
劇
粵
曲
中
吸
取
養
分
。

︽
懷
舊
︾
是
粵
樂
大
師
王
粵
生
先
生
填
的
詞
，
用﹁
闌
珊

韻﹂
、﹁
慚
貪
韻﹂
、﹁
棚
撐
韻﹂
三
韻
通
押
，
其
詞
曰
：

嬉
戲
於
沙
灘
︵
韻
︶
，
日
影
已
漸
殘
︵
韻
︶
，
淺
水
碧
波

染
泳
衫
︵
韻
︶
，
一
雙
一
對
樂
忘
還
︵
韻
︶
。
／
輕
快
於
心
間
︵
陰
平

聲
，
闌
珊
韻
︶
，
共
君
興
未
闌
︵
陽
平
聲
，
闌
珊
韻
︶
，
眼
裡
春
光
往

事
翻
︵
陰
平
聲
，
闌
珊
韻
︶
，
低
低
聲
唱
愛
郎
顏
︵
陽
平
聲
，
闌
珊

韻
︶
。
／
纏
綿
恩
愛
，
倆
拋
心
煩
︵
韻
︶
，
綠
柳
花
間
︵
韻
︶
，
到
黃

昏
未
願
返
︵
韻
︶
。
／
嬉
戲
於
花
間
︵
韻
︶
，
互
相
掃
滌
煩
︵
韻
︶
，

嫁
與
君
雖
淡
飯
兩
餐
︵
韻
︶
，
一
生
一
世
慰
紅
顏
︵
韻
︶
。
／
拋
擲
果

花
間
︵
陰
平
聲
，
闌
珊
韻
︶
，
共
一
掃
滌
煩
︵
韻
︶
，
似
燕
雙
雙
愛
未

減
︵
韻
︶
，
哥
心
妹
意
倆
呢
喃
︵
韻
︶
。
／
哥
印
妹
心
間
︵
韻
︶
，
並

肩
漫
步
行
︵
韻
︶
，
眼
裡
春
光
往
事
翻
︵
韻
︶
，
哥
哥
聲
說
愛
紅
顏

︵
韻
︶
。
／
倆
心
相
印
，
笑
開
顏
︵
韻
︶
，
寺
觀
祝
福
，
我
郎
心
愛
未

減
︵
韻
︶
。
／
哥
怕
妹
衣
單
︵
韻
︶
，
夜
色
已
漸
闌
︵
韻
︶
，
怎
得
一

生
愛
付
與
君
，
犧
牲
一
切
也
無
憾
︵
韻
︶
！

粵
曲
小
調
用
韻
靈
活
，
句
式
長
短
不
一
有
似
宋
詞
，
但
是
韻
腳
平
仄

通
押
，
聲
調
陰
陽
交
錯
，
跌
宕
有
致
，
其
宏
揚
中
國
韻
文
藝
術
，
可
謂

後
來
居
上
。
王
大
師
寫
的
︽
懷
舊
︾
，
曲
詞
反
映
那
個
時
代
年
青
男
女

對
戀
愛
的
承
擔
，
配
上
芳
姐
的
歌
喉
，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人
慾
橫
流
的
今

天
細
心
聆
聽
，
有
如
濁
世
清
流
，
叫
人
欽
羨
。

經
常
聽
到
年
青
粵
籍
朋
友
抱
怨
，
一
指
傳
統
粵
曲
粵
劇
沉
悶
難
明
；

二
指
時
下
粵
語
時
代
曲
言
語
乏
味
，
不
及
老
歌
舊
歌
容
易
琅
琅
上
口
。

他
們
不
知
道
舊
日
動
聽
的
粵
語
流
行
曲
，
本
來
就
是
粵
曲
粵
劇
的
餘

緒
，
是
粵
曲
粵
劇
的﹁
入
門
簡
化
版﹂
。
小
朋
友
如
果
覺
得
粵
曲
粵
劇

用
詞
過
於
古
雅
難
懂
，
也
可
以
先
學
聽
早
期
粵
語
時
代
曲
，
如
芳
姐
的

︽
荷
花
香
︾
、
︽
檳
城
艷
︾
、
︽
懷
舊
︾
等
等
。

張
文
老
師
對
時
下
大
老
倌
、
名
票
友
演
唱
時
偶
現
的
小
疵
，
直
率
評

點
，
於
這
一
門
最
受
廣
府
鄉
親
喜
愛
的
嶺
南
文
藝
，
頗
有
優
化
之
功
。

願
張
文
老
師
為
大
家
解
說
更
多﹁
粵
曲
詞
中
詞﹂
，
幫
助
大
家
領
略
我

們
嶺
南
韻
文
名
家
的
曲
中
詞
意
，
於
娛
樂
之
中
，
得
以
增
長
見
識
。

（
潘
按
：
本
文
稍
有
刪
節
）

序粵曲詞中詞二集

麥
當
勞
的
頹
勢
有
目
共
睹
，
上
星
期
小
狸
寫
的
︽
麥
當
勞

怎
麼
了
︾
可
以
一
葉
知
秋
。
但
這
家
一
九
四
零
年
創
立
於
美

國
、
目
前
在
一
百
一
十
九
個
國
家
擁
有
三
萬
餘
家
門
店
、
在

全
球
五
百
強
中
排
名
第
四
百
一
十
位
的
跨
國
快
餐
巨
頭
真
的

就
會
一
蹶
不
振
了
嗎
？

小
狸
並
不
這
樣
認
為
。
且
看
就
在
前
幾
天
的
五
月
四
日
，
在
網
上

發
布
的
一
段
二
十
三
分
鐘
視
頻
中
，
今
年
三
月
剛
臨
危
受
命
的
麥
當

勞
公
司
首
席
執
行
官
伊
斯
特
布
雷
克(Steve

Easterbrook)

怎
麼

說
。
他
首
先
說
，
公
司
需
要
趕
上
人
們
不
斷
變
化
的
口
味
。

小
狸
認
為
此
說
言
簡
意
賅
，
確
屬﹁
麥
當
勞
怎
麼
辦﹂
之
刻
不
容

緩
。
僅
以
美
國
為
例
，
現
在
人
們
對
快
餐
食
品
的
要
求
是
更
健
康
、

更
有
味
道
，
因
此
墨
西
哥
玉
米
煎
餅
連
鎖
店
正
在
市
場
競
爭
中
領

跑
，
該
公
司
目
前
是
華
爾
街
最
熱
門
的
快
餐
公
司
，
其
他
如Five

G
uys

漢
堡
連
鎖
餐
廳
、
奶
昔
小
屋
漢
堡
店
等
一
系
列﹁
快
餐
休
閒

式﹂
餐
飲
企
業
也
都
在
快
速
增
長
。
而
麥
當
勞
的
巨
大
名
聲
，
在
其

與
這
些
新
興
、
味
道
更
好
、
號
稱
也
更
健
康
的
快
餐
企
業
競
爭
中
，

反
而
成
了
最
容
易
被
人
們
忽
略
的
一
個
弱
點
。
但
其
實
從
低
脂
漢

堡
、
麥
當
勞
招
牌
漢
堡
到
至
尊
漢
堡
，
麥
當
勞
每
次
向
公
眾
推
出

﹁
高
端﹂
漢
堡
都
以
失
敗
告
終
，
正
是
因
為
表
錯
了
情
，﹁
高
端﹂

並
不
等
於﹁
口
味
好﹂
，
也
更
不
一
定
等
於﹁
更
健
康﹂
。
所
以
，

小
狸
認
為
麥
當
勞
最
新
首
席
執
行
官
所
說
的﹁
公
司
需
要
趕
上
人
們
不
斷
變
化

的
口
味﹂
，
真
是
說
到
了
點
子
上
，
要
力
挽
麥
當
勞
如
今
的
頹
勢
，
此
招
刻
不

容
緩
。

伊
斯
特
布
雷
克
還
說
，
除
了
要
做
更
多
市
場
調
研
以
進
一
步
調
整
餐
單
外
，

還
要
進
一
步
簡
化
公
司
的
組
織
結
構
，
例
如
，
公
司
將
劃
分
為
四
個
部
門
：
美

國
市
場
部
，
佔
營
收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以
上
；
國
際
領
先
市
場
部
，
包
括
澳
洲
、

加
拿
大
、
法
國
、
德
國
和
英
國
，
約
佔
營
收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
高
增
長
市
場

部
，
指
中
國
、
俄
羅
斯
、
韓
國
等
市
場
，
約
佔
營
收
的
百
分
之
十
；
基
礎
市
場

部
，
指
餘
下
的
所
有
麥
當
勞
餐
廳
，
約
佔
百
分
之
十
。
伊
斯
特
布
雷
克
強
調
，

新
結
構﹁
旨
在
清
除
文
化
和
結
構
上
的
增
長
障
礙﹂
。

小
狸
認
為
，
這﹁
增
長
障
礙﹂
也
真
是
應
該
注
意﹁
清
除﹂
。
在
伊
氏
發
布

這
講
話
前
幾
天
的
四
月
三
十
日
，
法
新
社
報
道
說
，
一
家
由
麥
當
勞
中
國
發
展

公
司
、
美
國
辛
普
森
公
司
和
北
京
農
工
商
總
公
司
聯
合
成
立
的
合
資
公
司
，
因

向
麥
當
勞
餐
廳
提
供
的
冷
凍
炸
薯
條
有
水
污
染
問
題
，
被
處
以
北
京
市
有
史
以

來
環
保
領
域
罰
款
金
額
最
高
的
近
三
百
九
十
二
萬
元
人
民
幣
。
這
太
不
值
了
！

麥
當
勞
當
以
此
為
戒
！

伊
斯
特
布
雷
克
還
說
，
在
新
的
經
營
結
構
框
架
下
，
麥
當
勞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底
前
批
准
三
千
五
百
個
特
許
經
營
店
，
使
麥
當
勞
特
許
經
營
點
的
比
例
從

現
在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一
上
升
至
百
分
之
九
十
。

小
狸
認
為
這
也
是
不
錯
的
一
招
。
所
謂
多
管
齊
下
，
招
招
試
試
，
也
許
能
力

挽
頹
勢
，
再
現
輝
煌
。

麥當勞怎麼辦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在
福
州
參
觀
了﹁
三
坊
七
巷﹂
，
是
一

個
古
城
區
。
進
入
一
家
類
似
祠
堂
的
古
屋

參
觀
，
門
前
豎
立

一
塊
牌
匾
，
列
出
了

大
約
二
十
位
福
建
古
今
名
人
的
介
紹
。

其
中
有
民
族
英
雄
的
鄭
成
功
、
林
則

徐
、
林
覺
民
，
有
近
代
的
名
作
家
嚴
復
、
冰

心
、
林
抒
、
林
徽
因
等
。
另
有
吳
石
和
鄭
孝

胥
，
有
團
友
不
知
此
兩
人
是
誰
，
我
便
為
他
們

作
點
解
釋
。

吳
石
是
在
台
灣
犧
牲
在
蔣
介
石
反
動
政
權
下

的
烈
士
。

一
九
五○

年
全
國
解
放
不
久
，
台
灣
的
共
產

黨
地
下
組
織
發
展
迅
速
，
並
在
各
地
建
立
據

點
，
為
的
是
準
備
迎
接
解
放
軍
渡
海
來
台
。

蔣
介
石
政
權
逃
至
台
灣
後
，
認
為
大
陸
之

敗
，
敗
在
共
產
黨
地
下
工
作
者
潛
入
國
民
黨
軍

政
機
關
，
於
是
嚴
防﹁
共
諜﹂
，
成
為
他
鞏
固

政
權
的
第
一
要
務
。
連
他
的﹁
親
密
戰
友﹂
、

台
灣
第
一
任
的
行
政
長
官
陳
儀
，
都
因
有
通
敵

嫌
疑
而
遭
槍
決
。
至
於
吳
石
，
已
官
至
國
民
黨

國
防
部
參
謀
次
長
，
官
拜
中
將
。
但
卻
是
中
共

地
下
黨
組
織
成
員
，
被
派
遣
隨
國
民
黨
軍
隊
來
台
。
後
因

中
共
台
灣
省
工
委
書
記
蔡
孝
乾
被
捕
叛
變
，
供
出
吳
石
等

人
關
係
。
因
致
被
立
即
槍
決
。

至
於
鄭
孝
胥
，
卻
是
一
名
大
名
鼎
鼎
的
大
漢
奸
，
應
在

名
人
榜
上
除
名
。
與
鄭
成
功
、
林
則
徐
等
並
列
，
是
污
辱

了
他
們
。

鄭
孝
胥
是
日
本
人
一
手
扶
起
來
的
大
漢
奸
，
是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我
東
北
三
省
後
建
立
的﹁
滿
洲
國﹂
的
第
一

任﹁
總
理﹂
。
他
在
清
末
當
過
廣
西
邊
防
大
臣
、
廣
東
按

察
使
、
湖
南
布
政
使
等
官
職
；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以

後
，
他
以﹁
遺
老﹂
自
居
。
早
年
已
與
日
本
人
勾
結
，
在

溥
儀
被
趕
出
紫
禁
城
之
後
，
由
他
一
手
安
排
到
達
天
津
日

租
界
，
為
往
後
日
本
策
劃
讓
溥
儀
再
次
登
基
任﹁
滿
洲

國﹂﹁
元
首﹂
、
而
他
則
擔
任
有
實
權
的﹁
國
務
總

理﹂
。

鄭
孝
胥
也
以
書
法
著
名
，
但
大
節
不
保
，
該
是
臭
名

昭

的
大
漢
奸
。
把
他
與
民
族
英
雄
、
革
命
烈
士
、
詩

文
高
手
並
列
，
實
在
有
辱
福
建
名
人
盛
譽
，
應
予
除
名

才
是
。 吳石和鄭孝胥

七嘴
八舌
小臻

一
年
前
的
母
親
節
，G

IG
I

姐
黃
淑
儀
的
孺
子
徐
肇
平
回
港
首
次

亮
相
在
媽
媽
的
電
視
節
目
，
表
演
甜
品
絕
技
，
贏
得
了
「
甜
品
王

子﹂
的
美
譽
。
實
在
並
非
浪
得
虛
名
，
他
在
中
學
時
代
的
烹
飪
成

績
已
超
高
分
，
是
遺
傳
還
是
環
境
配
合
？

﹁
我
家
有
四
個
大
雪
櫃
，
我
習
慣
將
它
塞
滿
食
物
，
溫
哥
華
朋

友
都
笑
說
，
假
如
有
天
災
跑
到
我
家
肯
定
不
會
餓
死
。﹂G

IG
I

姐
是

廚
藝
高
手
，
最
愛
入
廚
房
弄
美
食
，
肇
平
六
歲
開
始
主
動
幫
忙
，
為
免

麻
煩
，
總
想
辦
法
嚇
走
他
，
例
如
要
他
負
責
切
洋
蔥
，
小
鬼
第
一
時
間

溜
走
，G

IG
I

姐
以
為
成
功
了
，
誰
知
他
戴

潛
水
鏡
走
進
來
開
始
用

心
地
切
葱
。

肇
平
對
吃
蠻
執

講
究
，
他
接
受
不
了
沒
有
薯
條
蔬
菜
伴
碟
的
三
文

治
；
喝
汽
水
，
一
定
要
用
玻
璃
杯
，
加
飲
管
和
杯
口
一
片
檸
檬
片
。
他

的
牛
扒
和
曲
奇
與
媽
媽
的
中
餐
靚
湯
同
樣
出
色
，
不
過
，
說
到
底
，
原

來
肇
平
不
只
視
入
廚
為
樂
，
他
最
愛
的
是
唱
歌
和
演
戲
，
是
受
媽
媽
的

感
染
嗎
？

G
IG
I

姐
八
五
年
帶

孩
子
移
民
加
拿
大
，
丈
夫
徐
景
清
醫
生
忙


醫
院
和
大
學
的
工
作
，
這
位
全
職
家
庭
主
婦
戲
癮
還
是
有
的
，
每
年
都

會
跟
當
地
圈
中
人
演
出
一
套
舞
台
劇
過
過
癮
，
肇
平
弟
弟
看

旦
叔

叔
、
嘉
華
叔
叔
等
排
戲
演
出
非
常
神
往
，
種
子
從
此
種
下
了
。

G
IG
I

姐
出
了
名
好
客
，
經
常
搞
大
食
會
，
她
最
難
忘
霆
鋒
和
婷
婷

某
年
萬
聖
節
扮
了
蜘
蛛
俠
和
白
雪
公
主
拿

一
個
大
網
網

地
氈
上
的

小
肇
平
，
好
搞
笑
。
肇
平
最
難
忘
的
是
程
小
東
答
應
他
翻
筋
斗
，
便
帶
他
去
看
偶

像
忍
者
龜
，
他
即
時
翻
了
，
當
然
並
沒
有
下
文
…
…
還
有
便
是
與
李
連
杰
叔
叔
在

片
場
吃
的
一
頓
午
餐
。

﹁
他
要
拍﹃R

O
M
EO
M
U
ST
D
IE

致
命
羅
密
歐﹄
要
找
童
星
，
當
時
我

七
、
八
歲
光

頭
好
適
合
。
媽
媽
也
不
反
對
我
試
鏡
，
當
天
導
演
安
排
我
們
單
獨

見
面
，
我
和
他
在
餐
桌
旁
邊
吃
三
文
治
，
他
的
英
文
不
太
靈
光
，
我
也
不
懂
說
普

通
話
，
大
家
互
相
傻
笑
，
忽
然
有
人
拿
來
一
件
很
重
的
道
具
武
器
，
他
拿
在
手

上
，
一
下
子
使
勁
的
拍
打
到
枱
上
，
很
大
聲
，
直
把
我
嚇
壞
了
。﹂
最
後
他
沒
有

接
拍
，
因
為
故
事
要
他
飾
演
游
水
偷
渡
的
小
孩
，G

IG
I

姐
怕
當
時
泳
術
不
精
的
仔

仔
應
付
不
來
，
其
實
這
就
是
怕
孩
子
太
辛
苦
，
這
是
母
愛
。

李
連
杰
超
酷
的
形
象
，
強
化
了
肇
平
加
入
藝
術
圈
子
的
心
，
從
演
藝
學
校
畢
業

後
也
有
過
不
少
的
演
出
機
會
，
由
試
鏡
、
綵
排
到
演
出
，
十
多
小
時
只
亮
相
數

秒
，
他
已
極
為
享
受
。
現
在
回
歸
香
港
發
展
，
由
學
好
中
文
開
始
，G

IG
I

姐
禁
止

肇
平
講
英
語
，
要
多
看
中
文
節
目
，
他
是
依
從
的
，
畢
竟
母
親
擁
有
四
十
多
年
的

豐
富
經
驗
，
她
常
提
醒
兒
子
，
工
作
態
度
和
演
員
道
德
，
比
起
是
否
走
紅
更
為
重

要
。曾

志
偉
說
過
，
要
看
一
位
藝
人
紅
多
久
，
要
看
他
第
一
天
入
化
妝
間
及
當
紅
後

入
化
妝
間
的
態
度
是
否
一
樣
，G
IG
I

姐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的
客
氣
，
我
想
肇
平
都

會
一
樣
。
要
當
成
功
的﹁
星
二
代﹂
，
肇
平
加
油
啊
！

「甜品王子」首亮相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這些日子，我的微信朋友圈裡，大眾創業成了
熱門話題，不時有朋友轉發創業成功的事例，更
有一些年輕朋友炫耀自己的創業成果，開糖坊的
朋友曬上自己加工的芝麻糖、花生糠、果仁
糖……；做工藝品的朋友曬上自己製作的風鈴、
布包、小擺設……；而那些有實體店的朋友乾脆
將自己店裡的商品來個大展銷，琳琅滿目的商品
圖片看得你眼花繚亂，怦然心動。
看着這些朋友們的創業激情，我不禁想起三十
年前我內弟的創業經歷。
一九八五年，內弟高中畢業，被安排到一家石
灰廠工作，工種是拉石頭進窯燒石灰，工作強度
很大，又苦又累。瘦小的內弟實在吃不消，找領
導說情無果，只好辭職自己創業。此事在家中引
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因為在當時來說，進工廠就
是捧上了鐵飯碗，現在把好不容易捧上的鐵飯碗
砸了，家裡人能不鬧心嗎？岳父氣得雙腳直跳，
恨不得把內弟轟出家門。我們幾個做姐夫的也是
站在岳父那邊，極力相勸內弟不要一時衝動，趕
緊找領導認錯，收回辭職報告，可內弟就是不
從。最後，還是岳母出面打圓場，說既然他認準
的路，就讓他闖闖吧，好歹幹個體也是國家允許
的。
就這樣，內弟在大多數家人的非議下開始了艱
難創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初期，創業一詞還
很少使用，它被「個體戶」所取代，而個體戶當

時並不被人們看好，甚至認為是沒出息。
內弟心靈手巧，對攝影特別有興趣，他一直想

開一間特色攝影店，但苦於缺乏資金，於是便先
搞起流動攝影，與交巡大隊、殯儀館等部門聯
繫，拍交通肇事車輛、喪事禮儀等照片。在積累
了一定資金後，終於開辦了本地第一家特色攝影
店，以特色婚紗攝影為主體，包括新人倩影映樹
葉、映卡片、各種藝術照等業務。這在當時當地
來說，是一件很新鮮、很時尚的事。故而開張後
生意火紅得很，內弟也因此賺得了第一桶金，以
自己的勤勞和智慧贏得了大家的尊重，每次家庭
聚會的話題也不約而同地集中到內弟的生意上。
岳父的神態也很坦然，不再腦悶愁腸，而是有了
欣慰。
時間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初，我的侄女大學畢業

了。從侄女考入大學後，伯父母就屢屢教育她在
大學要努力學習，奮發向上，畢業後才能有份好
工作。是啊，天下父母含辛茹苦將孩子從幼兒園
一直培養到上大學，哪個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
個光明的前程呢？為此，侄女不敢懈怠，刻苦鑽
研，多次獲得二等、三等獎學金，在全國多家計
算機學刊上發表了數十篇專業論文。
畢業後，侄女也一度想捧個「金飯碗」，為

此，多次參加公務員及事業單位國企招聘，考試
成績還算不錯，大多能進入面試，然而最後均以
零點零幾的小分失利，競爭太激烈了。

在多次努力進
體面單位無果的
情況下，侄女家
庭出現了分歧，
伯母要求侄女繼
續考體面單位，
不達目的誓不罷
休，而侄女卻改
變了擇業觀。侄
女說，在當前國
家機關、事業、
國有企業招聘人
員遠遠低於大學
畢業生的狀況
下，應該將自己
的擇業視野開闊
一點，決不能在

一棵樹上吊死。思考再三，她決定自主創業。
侄女把創業的想法告訴父母時，伯母有些茫

然，不知所措，說道：「當初我們花那麼多精力
和財力培養你上大學，不就指望你能有個體面工
作嗎？早知這樣，還不如不上大學。」伯父先是
有些難過，最後還是支持女兒，並說服妻子，說
讀大學不是商業買賣，學知識關乎一生，不能僅
僅看到眼前是否有體面工作，至少受到了大學文
化的熏陶，塑造了自身的人格，提高了精神修
養，鍛煉了自身的思維……，而這些正是為今後
「出人頭地」打下了基礎。伯父的一席話說得侄
女心頭熱乎乎的。最後，伯父又提醒侄女最好結
合自己的專業創業，不能把大學四年辛辛苦苦學
到的專業知識荒廢。是啊，選擇自主創業，項目

是非常重要的。侄女在大學就參與過網絡安全設
計，實習時又幫電信、外貿等部門建立過網站，
在網絡架構與網絡維護、網絡黑客攻擊與安全防
範研究上小有建樹，開辦一家這樣的科技公司應
該比較適合。於是侄女去工商部門註冊了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專門為客戶提供網絡安全培訓、網
站網頁設置、入侵檢測、電腦系統工程開發及技
術服務與維修等。
經過多年的打拚，侄女創辦的公司漸漸有了起
色。雖然比不上那些名聲顯赫的民營企業家，但
她靠着自己的雙手和大腦，過起了有房有車的白
領生活。更重要是樹立了她的人生信心：自主創
業也一樣可活得精彩。
我曾在《人物》周刊上讀過介紹新東方學校創
辦人俞敏洪的一篇文章，這個在嘲諷、質疑和責
難中成長起來的創業英雄和億萬富豪的創業理念
就是：創業比就業更能顯示人生價值。誠然，在
當前大學生就業不盡人意的情況下，自主創業可
以說是理智的選擇。上大學是一個人的知識積累
和人格塑造過程，並不一定就要成為就業的敲門
磚。
當今時代，是大眾創業、芝麻開門的新時代，
大學生如果能夠抓住創業機遇，前途將不可限
量。雖然前進的道路上難免充滿困惑與艱辛，但
大眾創業是當今時代最具光輝的字眼，也是所有
不甘平庸的人士最燦爛的夢想。創業，可以讓更
多的人富起來，可以讓更多的人實現人生價值，
也會讓更多的大學生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把命
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只有創業，才能自己主
宰自己，把未來握在自己的手中，在現實的土壤
中開發豐富的生活，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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