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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蝶

若
想
在
茶
餐
廳
或
茶
店
喝
一
杯
美
味
的
奶

茶
和
咖
啡
，
最
重
要
是
什
麼
？
很
多
人
會
回

答
是
材
料
。

當
然
，
材
料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
一
杯
以

上
等
咖
啡
豆
磨
製
而
成
的
咖
啡
或
者
一
杯
以

優
質
淡
奶
沖
成
的
奶
茶
自
然
比
以
平
價
咖
啡
豆
或

普
通
淡
奶
沖
成
的
咖
啡
和
奶
茶
的
質
素
為
高
，
可

是
，
那
是
否
代
表
用
貴
價
材
料
便
一
定
能
夠
保
證

產
品
美
味
可
口
？
原
來
不
然
。
即
使
同
一
間
餐

廳
，
材
料
和
器
材
一
樣
，
但
產
品
水
準
仍
會
不

一
。
那
麼
，
原
因
是
什
麼
呢
？

我
就
有
這
個
經
驗
可
以
回
答
這
條
問
題
。
被
我

的
家
人
視
為﹁
飯
堂﹂
的
茶
餐
廳
能
夠
長
期
將
我

們
吸
引
過
去
，
靠
的
就
是
它
的
那
杯
奶
茶
。
可

是
，
那
杯
茶
間
中
總
有
一
兩
次
味
道
不
對
。
有
時

完
全
不
同
味
道
，
有
時
會
覺
得
接
近
平
時
的
味

道
，
但
卻
總
是
差
了
一
點
點
。
終
於
一
天
，
我
忽

然
靈
光
一
閃
，
連
忙
從
水
吧
後
面
的
職
員
身
上
尋

找
答
案
。
我
的
推
斷
果
然
沒
錯
，
原
來
那
天
沖
茶

的
並
不
是
大
師
傅
茶
博
士
。
所
以
，
一
杯
可
口
的

咖
啡
或
奶
茶
的
誕
生
原
來
取
決
在
師
傅
的
手
勢
和

功
力
之
上
。

我
們
將
意
見
向
茶
餐
廳
的
老
闆
反
映
，
他
笑
着
說
：

﹁
當
然
是
師
傅
的
功
力
最
重
要
。
我
們
有
的
水
吧
工
還
未
夠

火
候
，
有
一
人
已
有
九
成
功
力
了
，
但
仍
未
能
有
茶
博
士
的

水
準
。﹂
噢
！
這
就
解
釋
了
為
何
有
時
那
杯
奶
茶
完
全
不
對

路
，
有
時
則
尚
差
一
點
點
。﹁
但
我
們
總
不
能
不
放
茶
博
士

的
假
啊
！﹂
老
闆
補
充
說
。

忽
然
，
他
挨
近
我
們
，
壓
低
聲
線
在
我
們
耳
邊
說
：

﹁
說
個
秘
密
給
你
知
道
，
我
們
的
熟
客
都
很
聰
明
，
每
次

點
飲
料
時
，
總
是
先
看
一
看
水
吧
。
若
發
覺
茶
博
士
那
天

放
假
，
便
改
點
冷
飲
，
因
為
弄
凍
飲
較
少
考
功
夫
。
所

以
每
逢
茶
博
士
放
假
，
我
們
的
凍
飲
便
會
賣
得
特
別

多
！﹂為

何
我
忽
然
會
福
至
心
靈
，
想
到
答
案
呢
？
因
為
我
有

熟
人
經
營
奶
茶
店
，
並
曾
在
閒
聊
時
告
訴
我
只
要
由
他
沖
茶

的
那
天
，
營
業
額
便
會
自
然
上
升
。
熟
客
都
跟
他
說
若
他
們

來
到
茶
店
前
發
覺
他
沒
上
班
的
話
，
便
不
會
光
顧
，
因
為
其

他
職
員
的
沖
茶
功
夫
尚
未
到
家
。
由
於
我
甚
少
到
他
的
茶
店

喝
茶
，
所
以
聽
過
那
番
話
後
便
迅
即
忘
了
。
原
來
這
個
道
理

我
早
就
知
曉
，
卻
不
懂
應
用
在
自
己
慣
去
的
茶
餐
廳
之
上
，

平
白
喝
了
這
麼
多
杯
冤
枉
奶
茶
。

喝好啡茶的秘訣

現
下
這
個
便
捷
的
網
絡
時
代
，
身
邊
的
人
們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除
了
利
用
網
絡
看
新
聞
、
獲
取
資
料
之

外
，
更
多
的
是
上
網
進
行
各
種﹁
晒﹂
。

無
論
是
登
陸
微
博
，
還
是
點
開
微
信
，
或
是
連
接

tw
itter

之
類
的
社
交
軟
件
，
圖
片
、
小
視
頻
，
入
眼

便
是
滿
屏
的
各
式
人
等
發
送
的
諸
如
今
天
吃
了
什
麼
好
吃

的
啦
、
到
哪
兒
去
玩
了
啊
、
買
了
什
麼
東
西
啊
、
和
上
司

吵
架
了
啊
、
和
老
公
老
婆
男
友
女
友
恩
愛
甜
蜜
了
啊
…
…

正
常
人
晒
生
活
、
晒
工
作
、
晒
美
食
、
晒
牢
騷
、
晒
恩

愛
、
晒
孩
子
、
晒
寵
物
…
…
非
正
常
的
，
小
偷
偷
竊
之
後

拍
圖
晒
偷
盜
的﹁
戰
利
品﹂
、
心
理
變
態
者
錄
視
頻
晒
虐

待
動
物
的﹁
壯
舉﹂
…
…
小
小
屏
幕
上
，
五
花
八
門
，
無

奇
不
有
。

看
得
多
了
，
不
免
雲
淡
風
輕
，
一
笑
而
過
。

有
一
天
竟
然
見
一
女
子
在
網
上
晒
起
了﹁
優
雅﹂
。

此
女
子
一
向
酷
愛
在
網
絡
上﹁
晒﹂
。
事
無
巨
細
，
小

到
敷
面
膜
、
塗
指
甲
油
，
中
到
衣
衫
、
鞋
子
、
包
包
秀
，

大
到
買
鑽
戒
、
換
新
車
、
買
房
子
，
都
要
拍
無
數
各
種
角

度
的
圖
片
發
至
微
信
朋
友
圈
，
每
天
必
發
的
精
心
ps
過
的

自
拍
照
就
更
是
小case

了
。
此
女
子
長
相
尚
好
，
出
街
不

會
影
響
市
容
，
因
此
大
多
朋
友
在
朋
友
圈
內
被
迫
看
到
諸

如
此
類
的
圖
片
，
也
就
當
做
消
遣
時
光
，
一
笑
而
過
。
只

是
，
每
次
看
其
圖
片
的
配
文
詞
不
達
意
、
錯
字
連
篇
，
還

是
有
些
難
以
忍
受
。

不
知
從
何
時
開
始
此
女
子
畫
風
突
變
，
從
前
的
濃
妝
艷

抹
變
成
了
淡
掃
蛾
眉
，
從
前
的
奇
裝
異
服
變
成
了
素
雅
正

裝
，
從
前
的
消
遣
從
夜
店
變
成
了
咖
啡
館
、
哥
爾
夫
球
練
習
場
。
從

前
的
密
友
也
從
吃
喝
玩
樂
的﹁
兄
弟
、
姐
妹﹂
變
成
了
其
眼
中﹁
有

着
書
香
氣﹂
的
幾
個﹁
老
師﹂
。
晒
出
的
圖
片
裡
，
她
長
髮
挽
起
，

戴
着
眼
鏡
，
面
前
的
小
桌
上
常
常
放
着
一
本
擺
放
得
像
是
正
在
看
的

書
，
其
配
文
裡﹁
國
罵﹂
減
少
，
生
殖
器
名
詞
絕
跡
，
出
現
最
多
而

沒
有
寫
錯
的
詞
開
始
變
成﹁
優
雅﹂
。
於
是
評
論
跟
帖
裡
也
不
時
地

有
人
誇
其﹁
變
得
優
雅
了﹂
。

某
一
天
就
看
見
此
女
子
配
圖
發
文
說
：﹁
我
大
概
是
優
雅
得
太
久

了
，
很
懷
念
當
屌
絲
的
日
子
啊﹂
。

不
禁
莞
爾
，
這
句
話
和﹁
優
雅﹂
毫
不
沾
邊
。

有
那
麼
一
些
人
，
浮
躁
得
太
久
，
淺
薄
得
太
久
，
根
本
不
懂
得
真

正
的
優
雅
是
什
麼
。

這
位﹁
優
雅
得
太
久
了﹂
的
女
子
，
她
所
理
解
的
優
雅
，
大
抵
就

是
高
檔
的
消
費
，
名
貴
時
髦
的
衣
飾
，
充
作
有
文
化
地
擺
讀
幾
本
書

籍
，
甚
至
是
戴
上
眼
鏡
假
作
斯
文
。
她
恰
恰
忽
略
了
最
重
要
的
內

在
。我

曾
見
過
優
雅
的
代
表
，
一
是
一
位
年
長
的
女
作
家
。
她
從
不
化

妝
，
出
現
在
任
何
場
合
永
遠
是
素
面
朝
天
。
一
頭
俐
落
的
短
髮
，
身

上
沒
有
一
樣
名
牌
衣
衫
，
永
遠
是
一
襲
簡
單
舒
適
的
棉
布
衫
褲
，
背

的
包
包
也
是
被
親
友
和
讀
者
們
看
慣
了
的
環
保
袋
。
除
了
在
講
台
上

永
遠
揮
灑
自
如
外
，
任
何
場
合
臉
上
都
帶
着
鄰
家
大
姐
一
般
的
親
切

笑
容
，
身
上
散
發
的
是
濃
濃
的
親
和
力
。
對
她
來
說
，
不
需
要
濃

妝
，
不
需
要
名
牌
，﹁
腹
有
詩
書
氣
自
華﹂
，
樸
實
和
自
然
就
是
她

的
優
雅
。

另
一
位
男
性
學
者
，
對
講
學
和
作
文
都
一
般
的
嚴
謹
，
甚
至
是
到

了
潔
癖
的
程
度
。
生
活
中
，
他
可
以﹁
一
簞
食
、
一
瓢
飲﹂
，
而
對

衣
着
卻
是
絕
對
的
講
究
。
一
年
四
季
，
無
論
何
時
出
門
他
都
衣
着
整

齊
，
即
便
是
下
樓
取
份
報
紙
也
不
例
外
，
否
則
寧
可
不
出
門
。
用
他

的
話
來
說
，
這
不
僅
僅
是
對
他
人
的
一
種
尊
重
，
也
是
對
自
身
的
一

種
尊
重
。
他
也
從
不
說
粗
話
，
在
公
眾
場
合
演
講
坦
誠
、
真
摯
，
妙

語
連
珠
，
言
辭
犀
利
而
不
張
狂
，
和
親
人
、
朋
友
在
私
下
交
談
，
除

卻
風
趣
幽
默
外
，
也
絕
不
說
髒
話
。
他
說
，
這
是
對
唇
、
舌
的
尊

重
。
他
的
嚴
謹
和
尊
重
又
何
嘗
不
是
一
種
優
雅
？

真
正
的
優
雅
，
物
質
包
裝
不
出
來
，
刻
意
偽
裝
不
出
來
。
優
雅
要

經
過
歲
月
沉
澱
，
要
積
澱
內
心
所
有
美
好
的
氣
質
，
才
能
自
然
而
然

地
散
發
出
來
。

所
以
，
優
雅
其
實
是
一
件
很
難
的
事
。

優雅是一件很難的事

斷
斷
續
續
地
看
了
翡
翠
台
的
︽
張
保
仔
︾

︵
本
周
末
大
結
局
︶
，
坦
白
說
，
我
是
衝
着
張

保
仔
的
大
名
而
來
的
，
不
太
明
白
為
何
冠
以
台

慶
劇
？
宣
傳
大
陣
仗
，
令
人
有
期
望
，
但
卡
士

陣
容
和
演
技
的
吸
引
力
似
乎
跟
不
上
，
兩
位
女

主
角
除
了
樣
子
可
愛
外
，
演
技
實
在
太
嫩
，
反
給
演

藝
畢
業
生
黃
智
雯
飾
演
的
名
妓
大
配
角
搶
了
鋒
頭
。

雖
然
歷
史
上
確
有
其
人
其
事
，
但
電
視
劇
畢
竟
是

電
視
劇
，
可
以
添
油
加
醋
再
創
作
，
結
果
，
天
馬
行

空
的
編
劇
想
出
個
穿
梭
時
空
的
劇
情
：
受
西
洋
教
育

的
現
代
女
警
長
黃
娣
妹
︵
戲
稱
皇
帝
妹
︶
在
一
次
乘

艇
出
海
追
捕
大
賊
時
，
被
水
龍
捲
捲
到
半
空
高
速
旋

轉
，
隨
即
跌
入
了
時
光
隧
道
，
身
上
帶
着
一
部
智
能

手
機
…
…

結
果
，
回
到
清
朝
嘉
慶
年
間
，
先
在
混
亂
中
被
海

盜
張
保
仔
抓
去
，
又
在
海
戰
中
被
虛
構
的
十
一
貝
勒

繳
獲
，
於
是
，
這
位
現
代
女
子
就
憑
着
手
上
那
部
可

以
上
網
搜
索
資
料
的
手
機
，
不
但
找
到
自
己
的
祖

先
，
還
利
用
這
些
未
來
資
料
發
揮
作
用
，
這
位
天
真

中
不
失
聰
慧
的
女
子
不
但
屢
避
險
境
，
還
譜
寫
了
兩

段
此
生
無
憾
的
愛
情
…
…
真
虧
創
作
者
想
得
出
來
，
古
為
今

用
，
華
洋
交
錯
，
老
套
的
三
角
戀
，
很
香
港
，
也
很
市
場
化
。

有
人
批
評
編
劇
胡
亂
竄
改
歷
史
，
故
事
生
搬
硬
造
，
不
合
邏

輯
云
云
。
我
覺
得
有
趣
，
為
什
麼
要
那
麼
執
着
於
歷
史
，
教
科

書
上
的
歷
史
往
往
是
由
成
功
者
的
文
膽
撰
寫
的
，
民
間
另
有
各

種
不
入
主
流
的
野
史
。
何
況
，
古
今
中
外
史
學
家
時
會
有
新
發

現
，
什
麼
朝
代
的
文
物
原
來
是
…
…
或
某
歷
史
名
人
原
來
是
同

性
戀
者
，
或
誰
跟
誰
是
什
麼
關
係
，
等
等
，
總
之
，
總
有
書
寫

不
完
的
歷
史
。

創
作
之
所
以
好
看
，
並
不
在
創
作
者
是
否
完
全
忠
於
史
實
或

原
著
，
而
在
於
是
否
有
創
作
者
的
心
思
和
風
格
，
有
沒
有
注
入

新
意
。
否
則
，
就
不
叫
創
作
。
而
要
有
創
意
，
難
免
有
違
舊

觀
。張

藝
謀
的
電
影
很
多
都
拍
得
很
好
看
，
電
影
紅
了
，
也
帶
動

了
原
著
，
但
他
的
電
影
只
是
取
得
原
著
的
一
小
部
分
，
從
早
期

的
︽
大
紅
燈
籠
高
高
掛
︾
︵
原
著
為
蘇
童
的
︽
妻
妾
成

群
︾
︶
，
以
至
近
年
由
同
名
小
說
改
編
的
︽
山
楂
樹
之
戀
︾
、

︽
金
陵
十
三
釵
︾
和
︽
歸
來
︾
︵
小
說
︽
陸
犯
焉
識
︾
︶
等

等
，
不
但
情
節
有
調
整
，
人
物
及
其
身
份
都
因
新
劇
情
需
要
而

有
變
動
。

至
於
改
編
好
，
還
是
原
著
好
，
很
難
直
接
比
較
。
因
為
表
達

方
式
、
載
體
容
量
不
同
，
受
眾
也
不
同
，
但
無
論
是
哪
一
種
載

體
，
最
重
要
是
用
者
受
落
。

創作人的想像力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由
中
國
倡
導
的﹁
一
帶
一
路﹂
提
出
後
，
受
到

國
內
外
的
歡
迎
，
香
港
應
如
何
發
揮
自
身
優
勢
，

做
好
國
家
與
世
界
各
地
的﹁
超
級
聯
繫
人﹂
角

色
，
是
為
當
下
最
重
要
的
議
題
。
隨
着﹁
一
帶
一

路﹂
愈
成
熟
，
精
通
外
語
的
人
才
需
求
會
愈
發
增

加
，
香
港
可
以
好
好
發
揮
在
港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的
力

量
，
使
得
精
通
外
語
的
他
們
，
得
以
有
用
武
之
地
。
香

港
是
中
國
一
個
特
別
行
政
區
，
得
到
︽
基
本
法
︾
保

障
，
第
三
章
第
二
十
四
條
︵
四
︶﹁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以
前
或
以
後
持
有
效
旅
行
證
件
進
入
香
港
、
在

香
港
通
常
居
住
連
續
七
年
以
上
並
以
香
港
為
永
久
居
住

地
的
非
中
國
籍
的
人﹂
可
享
有
居
留
權
。
有
此
優
越
環

境
，
香
港
從
來
都
是
中
西
文
化
華
洋
集
處
地
方
，
吸
引

不
同
國
家
的
人
落
地
生
根
。

根
據
香
港
政
府
統
計
處
二
零
一
一
年
人
口
普
查
︽
主

題
性
報
告
：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
，
全
港
大
約
有
四
十
五

萬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
當
中
約
三
十
五
萬
參
與
經
濟
活
動

人
口
，
扣
除
二
十
五
萬
在
港
家
庭
傭
工
，
全
港
大
約
有

九
萬
五
千
少
數
族
裔
工
作
人
口
。
從
職
業
劃
分
少
數
族

裔
人
口
分
析
，74.2%

的
少
數
族
裔
工
作
人
口
是
從
事

﹁
雜
項
社
會
及
個
人
服
務﹂
，
其
次
是﹁
進
出
口
、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6.2%

︶
及﹁
地
產
、
專
業
及
商
用
服

務
業﹂
︵4.1%

︶
。
由
此
可
見
，
香
港
普
遍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
特
別
是
東
南
亞
或
中
非
國
家
人
士
，
從
事
管
理

層
或
專
業
人
員
並
不
多
，
除
了
本
土
服
務
業
外
，
進
出

口
、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香
港
有
相
關
人
才
。
要
改
變
現

況
，
我
們
應
向
三
個
重
點
着
手
：
首
先
，
雖
然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居
住
在
香
港
，
但
他
們
只
限
熟
悉
香
港
本
土
及

西
方
文
化
，
對
中
國
國
情
的
了
解
不
深
，
因
此
，
我
們

應
加
強
他
們
對
︽
基
本
法
︾
及
國
家
的
認
識
，
讓
其
發
揮
所
長
。

其
次
，
如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在
港
讀
書
，
廣
東
話
為
他
們
主
要
學
習

的
中
文
語
言
，
應
加
強
他
們
認
識
普
通
話
；
最
後
，
要
更
加
拓
廣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修
讀
專
上
科
目
，
持
續
進
修
。

「一帶一路」下香港機遇（一） 思旋
天地
思 旋

內
人
在
九
龍
油
麻
地
發
現
一
間
北
方
小
館
有
賣
刀

削
麵
，
我
家
三
人
便
在
周
末
前
往
一
嚐
。
甫
一
坐

定
，
內
人
就
先
點
了
她
愛
吃
的
刀
削
麵
和
酸
辣
粉
，

然
後
再
問
女
服
務
員
有
什
麼
好
吃
的
介
紹
一
下
。
女

服
務
員
如
數
家
珍
般
一
道
道
唸
出
，
我
們
聽
着
覺
得

不
錯
的
，
便
說
好
，
然
後
女
服
務
員
就
像
唱
歌
似
的
向
着

廚
房
唸
出
菜
名
。
結
果
是
，
小
吃
點
太
多
，
好
幾
樣
都
打

包
帶
回
家
。

想
起
小
時
候
隨
長
輩
到
飯
館
吃
飯
，
長
輩
唸
着
想
起
的

菜
名
時
，
服
務
員
會
一
一
記
在
白
紙
上
，
等
菜
點
完
之

後
，
服
務
員
會
說
菜
太
多
了
，
恐
怕
吃
不
完
。
於
是
長
輩

便
會
問
建
議
刪
掉
哪
幾
道
？
服
務
員
會
即
時
提
建
議
，
長

輩
都
會
欣
然
點
頭
。

如
今
的
服
務
員
，
哪
管
食
客
點
多
少
菜
？
反
正
吃
不
完

可
以
打
包
嘛
，
所
以
隨
便
客
人
點
多
少
菜
都
不
會
作
出
提

點
。
而
且
希
望
客
人
點
愈
多
愈
好
，
最
好
還
是
專
點
貴
價

的
菜
。
記
得
剛
從
台
灣
回
香
港
時
，
台
灣
的
長
輩
來
港
，

我
們
到
一
家
知
名
的
飯
館
吃
飯
，
還
未
坐
定
，
服
務
員
就

趨
前
向
我
們
推
介
有
些
什
麼
好
菜
，
不
外
是
鮑
魚
、
魚
翅

之
類
的
貴
價
菜
，
讓
我
們
感
覺
很
不
爽
。

我
記
得
前
陣
子
在
看
李
開
周
著
的
︽
宋
朝
飯
局
︾
時
，
有
一
篇
專

門
談
宋
朝
服
務
員
的
，
題
目
是
︽
服
務
員
比
廚
師
更
重
要
︾
。
裡
面

說
到
，
開
飯
館
嘛
，
廚
師
的
手
藝
自
然
重
要
，
但
宋
朝
卻
是
服
務
員

比
廚
師
更
重
要
，
因
為
飯
館
裡
當
日
有
些
什
麼
特
色
菜
，
哪
些
菜
會

沒
有
，
推
薦
的
是
什
麼
菜
，
靠
服
務
員
全
都
記
住
。
服
務
員
還
會
察

言
觀
色
，
穿
什
麼
衣
服
來
的
，
一
同
來
的
是
什
麼
人
，
判
斷
後
會
向

客
人
推
薦
哪
些
菜
。
不
會
像
我
和
台
灣
長
輩
來
港
時
一
味
推
薦
貴
價

菜
般
，
讓
食
客
感
覺
不
舒
服
。

現
代
是
往
錢
看
的
時
代
，
能
夠
觀
察
食
客
穿
着
判
斷
該
吃
多
少
錢

的
菜
的
服
務
員
，
已
經
在
飲
食
行
業
絕
跡
了
。
現
在
不
少
餐
館
的
服

務
員
，
不
給
食
客
臉
色
看
，
已
經
是
服
務
不
錯
了
，
像
宋
朝
的
服
務

員
能
夠
背
出
菜
單
的
，
已
經
絕
種
了
。
現
代
食
肆
，
有
些
進
去
後
，

菜
單
不
是
扔
給
客
人
的
，
就
可
以
考
慮
再
光
顧
了
。

餐館服務員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低頭族（Phubbing）一詞，出自澳洲麥肯和
Macquarie大辭典，指時時刻刻只顧低頭看屏幕的
人群。他們埋頭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發短
信、玩遊戲、看視頻，眸子與屏幕親密接觸難捨
難分，卻冷落了身邊的親友同伴。以至有人這樣
嘲諷道：「世上最遙遠的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
們坐在一起，他（她）卻始終埋頭玩手機。」
值得關注的是：隨着網絡科技飛速發展，愈來
愈多地球人成了「低頭族」。
固然，網絡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社會交往，
給人們帶來無窮效益與樂趣。它又像一把雙刃
劍，時刻侵擾人們的健康，更侵擾人們的精神。
國慶當晚，筆者和老同學們於鄭州一家飯店歡
聚，寒暄過後大家紛紛掏出手機，先是互相欣賞
家人和孩子的照片，很快都轉入個人空間，一言
不發地埋頭看屏，包間頓時鴉雀無聲。一個滴酒
不沾的女同學竟順手將五十六度的白酒當茶水咕
嚕嚕喝下大半杯……同學會就此不歡而散！
我的外甥三年前就成低頭族，白天邊賣服裝邊
玩手機，晚上回家就上網玩QQ，他母親反覆勸
阻也無效，他自己說「寧可不吃不喝，也不能不
上網」，一次家人氣得將網線扯斷。
我的閨蜜梅蘭在一家外企當白領，每天醒來頭
件事就是看手機，臨睡前也一定要看微信，整天
有事沒事掏出手機刷微博、看朋友圈。她買過多
部蘋果、三星和小米，須臾不離屏幕，「低頭」
成了她習慣動作，刷屏成了她生活方式……日前
卻因玩微信耽誤了一項重要業務，被洋老闆炒了

魷魚。
年逾八旬的王老是我敬重的老編輯，他有個美

滿的大家庭。今年中秋節我去拜訪，卻發現不對
勁了。過去逢年過節全家人必定歡聚，那是他最
開心的時刻。近年的團聚卻愈來愈煩心，禍根就
是手機！他和夫人每每準備了一桌美味佳餚，卻引
不來兒女們的好感，他們我行我素，頭也不抬，邊
吃邊看手機，氣得老人家一杯酒也喝不下去。
老先生忿然對我道：「你瞧，個個成了六親不

認的『低頭族』，連我最喜歡的五歲小孫子寶
寶，也走火入魔上網玩遊戲，想跟他說說話、逗
逗樂，簡直不可能！」我笑着走近寶寶，從包裡
取出一盒比利時朱古力引誘他，這孩子居然頭也
不抬，高聲地嚷：「別煩我啦，我正玩賽車遊戲
哪！」
與王老不同的是，一些中老年人也鬼使神差地
成了低頭族。
不少年輕人將自己玩過的手機，或者不惜千金

買來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孝敬父母，說：「網
絡時代啦，你們也要與時俱進，提高生活品
質！」並手把手教會他們。老人們也不甘落後，
邁入低頭族的行列。
六十六歲多的李大姐就是一例，她兒子和兒媳

都是iPhone迷，也唆使她成了「拇指族」。李大
姐腦瓜靈，很快學會發微信、玩QQ，擁有眾多
的「朋友圈」，不到一年就變成鐵桿手機迷。前
些天我去她家送月餅，按了幾下門鈴居然沒反
應。事後她解釋：「對不起，俺正在刷屏，沒聽

見門鈴耶！」她兒媳忙說：「是的是的，前天我
媽做飯時看屏，竟把白糖當味精，將一鍋排骨湯
搞得沒法下嚥啦！」
也是這位李大姐，前天卻打來電話，說她脖子
酸得抬不起頭，眼睛也變得模糊，要我陪她上醫
院找專家。大夫做了幾項檢查，反覆問診後斷
定，她得的是「手機病」。
「手機病？」我倆頓時目瞪口呆，瞪大眼睛望
着醫生。
這位大夫是海歸博士，挺敬業，他說：「手機
病也叫手機綜合症，是現代人對手機過分依賴所
致。」他介紹，每天開手機十二小時以上就會損
傷健康。脖子酸痛，正是長期頭頸姿勢不當導致
頸椎扭曲，增生的骨刺刺痛椎動脈及頸部交感神
經引發的頸椎病。
博士又道，手機屏幕字體小，成天埋頭盯着手
機，睫狀肌就處於緊張狀態，必然誘發視力模
糊、近視、乾眼症等眼病，乘車或走路時看手機
對眼睛傷害就更大。他告誡李大姐：一定要養成
良好的用眼習慣，不要長時間低頭看手機，不要
長時間保持同樣姿勢，多活動頸部，半個鐘頭就
要閉眼休息或眺望遠處以緩解眼部疲勞。
醫生還說，低頭族還會罹患「手機依賴症」或
「手機焦慮症」，他們將自己封閉在虛擬世界，
必然產生鬱悶、糾結、自閉、幻覺，身心俱傷。
博士最後道：「當兒女的與其送父母智能設備解
悶，不如多陪陪他們，再高級的電子產品也替代
不了親情啊！」
「手機病」還不是最可怕，玩手機而引發的慘
劇才最令人悲嘆。當我們讀到「17歲女生走路低
頭玩手機不幸摔死」、「一乘客發短信不慎跌入
地鐵軌道致死」這樣的報道，能不扼腕寒心嗎？
近年有關司機開車看手機肇致車毀人亡的事屢

見報端，一個個無辜者死於非命，小小手機變成
可怕的「馬路殺手」，實在令人悲痛和反思！某
地一名因看手機奪走三條人命的司機闖禍後，家
人賣掉房子、傾囊積蓄，湊齊九十萬元賠付亡者
家屬，肇事者被捕後嚎啕大哭道：「對不起死者
家屬，我一輩子當牛做馬也不能彌補自己的罪
過，都是手機惹的禍啊！」
其實手機並無罪，正如任何新科技都沒有錯，
是使用者心理出了偏差！他們淪為手機的奴隸，
手機弄得他們忘乎所以，暈頭轉向了！真是「上
帝叫人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如果人們能正確、科學、適度地使用手機，就
不會滋生眼睛、脖頸等病變；倘若人們視親情重
於手機，就不會冷落感情、徒生悶氣；假如司機
們能自覺遵守交通法規，一幕幕血淋淋人間悲劇
就不會發生！
古人云「玩物喪志」，或許不能將低頭族與此
相提並論，但玩手機玩到走火入魔地步，妨礙工
作、傷害體質、挫傷情感乃至造成萬劫不復的慘
劇，終非好事吧！
人們不禁拷問：是什麼催生出如此眾多的低頭

族？
前思後想，是人們的精神王國出了毛病！歸根
結底，是社會文化的丟失、公序良俗的失落，催
生了神州大地比比皆是的拇指族！
一位著名學者直言：「我們社會有着無限豐富

的文化資源和精神食糧，現代人不該守着文明經
典而埋頭於垃圾食品！」
更多有識之士呼籲：不做低頭族，爭當好網

民；放下手機一小會，關愛親人一輩子！從我做
起，從現在做起，不做低頭族，做回我自己……
低頭族們，抬起頭來吧—多欣賞眼前的美

景，重拾那人間的真情！

「低頭族」
百
家
廊

張
愛
玲

父
子
鬧
意
見
，
兒
子
離
家
出

走
，
或
是
父
親
驅
逐
兒
子
出
門
的

悲
劇
，
無
論
中
外
，
每
個
年
代
都

有
發
生
。
感
情
鬧
僵
了
，
雙
方
不

肯
讓
步
，
老
子
忍
無
可
忍
時
，
通

常
會
使
性
子
罵
兒
子
：﹁
走
，
就
當
少

生
你
一
個
，
馬
上
脫
離
父
子
關
係
！﹂

年
少
氣
盛
的
兒
子
，
給
父
親
罵
兇
了
，

受
不
住
那
口
氣
，
一
聲
不
響
地
離
家
出

走
，
也
是
常
有
的
事
，
只
是
上
世
紀
的

兒
子
跟
父
親
意
見
不
合
，
頂
撞
一
句
：

﹁
我
就
不
靠
你
養
！﹂
甚
至
擺
出
不
衣

錦
不
榮
歸
的
氣
勢
。

但
過
些
日
子
，
父
子
心
情
平
伏
下

來
，
在
老
媽
子
苦
勸
之
下
，
兒
子
在
外

飽
受
過
風
霜
，
還
是
覺
得
家
庭
有
些
暖

氣
，
大
多
死
死
氣
氣
地
回
到
父
母
身

邊
；
做
父
親
的
念
在
切
肉
不
離
皮
，
看
着
逆
鳥
知

還
，
自
然
當
事
情
沒
有
發
生
過
，
這
已
是
不
少
家

庭
的
倫
常
故
事
。
當
然
，
其
中
也
有
兒
子
去
如
黃

鶴
，
父
親
不
聞
不
問
的
終
極
悲
劇
。

父
子
鬧
到
決
絕
這
田
地
，
在
過
去
任
何
年
代
，

做
兒
子
的
，
就
算
真
的
壞
到
不
容
於
家
庭
出
走
，

主
動
離
家
時
，
至
少
也
會
顯
露
出
一
股
無
形
的
骨

氣
，
就
是
說
走
就
走
時
，
除
了
身
邊
衣
物
外
，
都

不
會
帶
走
家
庭
和
老
子
任
何
東
西
，﹁
古
代
王
寶

釧
等
女
子
也
如
是﹂
。
這
似
乎
已
是
所
有
同
類
反

叛
青
年
的
共
識
：
離
得
了
家
，
有
理
沒
理
，
總
得

要
挺
起
胸
膛
，
表
現
自
己
胸
懷
大
志
，
不
屑
倚
賴

家
庭
養
活
自
己
。

可
是
時
移
世
易
，
今
時
今
日
有
些
兒
子
沒
有
這

個
想
法
了
，
新
聞
中
就
有
個
寶
貝
，
跟
父
親
政
見

不
同
，
經
常
爭
拗
，
有
天
父
親
不
耐
煩
對
他
說
：

﹁
你
要
獨
立
，
爭
取
自
由
，
離
家
好
了
。﹂
兒
子

居
然﹁
理
直
氣
壯﹂
說
：﹁
好
呀
，
你
給
我
一
千

萬
，
我
馬
上
就
走
！﹂
好
大
口
氣
，
這
是
什
麼
邏

輯
，
如
果
是
千
禧
後
出
生
的
少
年
，
我
們
還
會
笑

他
天
真
，
爺
飯
吃
到
三
十
出
頭
，
自
己
獨
立
還
開

天
索
價
，
連
半
點
上
世
紀
離
家
青
少
年
的
骨
氣
都

沒
有
，
是
怎
樣
養
出
來
的
窩
囊
心
態
。

有
句
廣
東
老
話
是
：﹁
好
仔
不
論
爺
田
地﹂
，
獨

立
要
跟
老
子
講
數
，
不
知
這
個
二
十
一
世
紀
三
十
而

不
知
立
的﹁
小﹂
哥
，
接
受
過
哪
一
套
教
育
？

兒子要出走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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