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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二
零
一
五
年
過
去
了
，
世
界
上
發
生
了
的
好
事
和

壞
事
、
幸
運
與
不
幸
的
事
都
不
少
，
相
信
二
零
一
六

年
還
是
不
會
很
平
靜
。
如
果
要
祈
求
的
就
是
社
會
上

少
些
負
能
量
，
少
些
人
為
災
難
。
新
年
伊
始
，
有
政

黨
組
織
在
元
旦
日
例
牌
舉
行
示
威
遊
行
，
不
過
今
年

的
示
威
遊
行
人
數
大
幅
下
滑
，
組
織
者
報
稱
有﹁
四
千

人﹂
，
警
方
卻
指
遊
時
有
約
一
千
六
百
人
。
聲
稱
四
十
五

個
團
體
發
起
、
呼
籲
才
有
這
少
數
目
，
反
映
了
什
麼
？
是

香
港
人
開
始
覺
悟
？
還
是
政
客
濫
辦
遊
行
示
威
已
令
人
麻

木
？
不
論
怎
樣
也
是
愛
護
香
港
的
人
樂
見
的
，
做
了﹁
示

威
之
都﹂
這
麼
久
不
想
再
做
，
可
否
讓
香
港
變
回
安
定
繁

榮
、
領
導
亞
洲
潮
流
的
時
尚
之
都
？

雖
然
世
界
經
濟
前
景
已
變
得
悲
觀
，
香
港
的
前
景
也
令

人
堪
虞
。
正
因
此
港
人
更
應
冷
靜
思
考
，
政
客
做
人
要
面

對
現
實
，
做
事
要
務
實
，
眼
光
要
放
遠
些
，
如
何
做
對
自

己
、
對
香
港
最
好
。
有
時
見
到
一
些
抗
爭
者
喊
的
口
號
已

經
嘆
氣
，
不
切
實
際
和
只
看
眼
前
利
益
。
任
何
政
府
工
程

項
目
，
政
客
第
一
件
事
是
看
哪
位
商
家
可
從
中
賺
錢
，
講
真

蝕
本
生
意
誰
會
做
，
全
世
界
企
業
的
經
營
目
標
都
一
樣
，
老

闆
出
錢
投
資
，
管
理
人
員
和
工
人
出
智
慧
和
勞
力
，
共
同
實
現
自
己
的

目
標
，
只
要
賺
得
合
理
何
罪
之
有
？
當
然
無
良
商
人
不
值
得
支
持
。
許

多
基
建
大
工
程
都
是
經
專
家
研
究
，
不
熟
悉
的
就
別
亂
嘈
，
急
於
追

問
我
們
最
快
分
享
到
多
少
回
報
是
否
短
視
了
些
？
基
建
是
社
會
發
展

必
須
要
做
的
，
效
益
是
否
只
看
眼
前
的
回
報
呢
？
有
些
東
西
是
前
人

種
樹
後
人
乘
涼
的
，
臨
渴
掘
井
會
渴
死
，
當
初
沒
人
蝕
本
辦
互
聯

網
，
何
來
今
日
方
便
？
做
創
業
者
、
投
資
人
是
要
冒
險
的
。

早
前
財
政
司
司
長
曾
俊
華
的
一
篇
網
誌﹁
喇
沙
與
我﹂
令
人
甚
有

同
感
，
曾
司
長
和
他
的
母
校
喇
沙
書
院
同
學
、
校
友
都
是
香
港
的
精

英
分
子
，
在
母
校
的
活
動
上
無
論
是
叫
口
號
或
者
唱
校
歌
都
充
滿
激

情
，
對
學
校
有
一
股
近
乎
狂
熱
的
歸
屬
感
，
原
因
是
對
本
身
的
身

份
、
校
內
傳
統
和
文
化
有
着
強
烈
的
感
情
和
自
豪
感
，
在
喇
沙
校
園
中
，

這
種
感
情
和
自
豪
感
已
轉
化
為
一
種
正
面
動
力
，
推
動
每
一
代
的
喇
沙

仔
願
為
母
校
作
出
無
私
貢
獻
，
例
如
舊
生
願
意
在
畢
業
後
不
收
分
文
為

母
校
做
教
練
、
導
師
，
背
後
的
推
動
力
就
是
有
這
份﹁
兄
弟
情﹂
。

曾
司
長
認
為
這
種﹁
喇
沙
精
神﹂
可
推
至
建
立
對
國
家
民
族
的
歸

屬
感
。
身
份
認
同
、
強
烈
的
自
豪
感
是
歸
屬
感
的
源
泉
，
也
可
以
說

是﹁
本
土﹂
意
識
的
一
種
，
港
人
對﹁
本
土﹂
的
情
感
、
自
豪
感
可

團
結
成
一
股
正
面
、
具
建
設
性
的
力
量
，
推
動
香
港
變
得
更
好
。
因

此﹁
本
土
意
識﹂
不
應
局
限
於
一
種
封
閉
式
、
消
極
、
具
破
壞
性
的

保
護
主
義
。

筆
者
相
信
近
年
港
人
對
香
港
的
感
情
沒
有
減
少
，
減
少
了
的
是
自

豪
感
，
才
感
煩
躁
不
安
。
司
長
以
過
來
人
身
份
提
到
，
深
信
學
界
中

學
校
之
間
競
爭
非
常
重
要
，
通
過
運
動
、
音
樂
和
其
他
文
化
活
動
的

良
性
競
爭
，
年
輕
人
可
不
斷
挑
戰
自
我
，
發
掘
潛
能
，
增
強
競
爭

力
，
在
競
爭
過
程
中
學
習
合
作
、
奉
獻
，
在
個
人
和
團
隊
層
面
建
立

身
份
認
同
，
對
個
人
影
響
深
遠
。
當
今
常
聽
九
十
後
年
輕
人
被
彈
經

不
起
壓
力
，
怕
競
爭
，
事
實
上
目
前
香
港
年
輕
人
面
對
來
自
內
地
優

才
到
港
發
展
，
習
慣
了
溫
室
成
長
，
競
爭
力
不
強
的
年
輕
人
面
對
被

分
薄
了
資
源
及
工
作
機
會
當
然
會
產
生
抵
抗
、
不
滿
的
負
面
情
緒
。

這
都
是
政
府
需
要
想
法
解
決
，
否
則
無
法
有
安
寧
日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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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
書
．
陳
平
傳
︾
有
云
：﹁
里
中
社
，
平
為
宰
，

分
肉
甚
均
。
里
父
老
曰
：﹃
善
，
陳
孺
子
之
為
宰
！﹄

平
曰
：﹃
嗟
乎
，
使
平
得
宰
天
下
，
亦
如
此
肉

矣
！﹄﹂
譯
成
白
話
，
大
概
是
：﹁
小
社
區
舉
行
祭

祀
，
禮
成
後
，
由
陳
平
負
責
分
祭
肉
，
刀
章
甚
佳
，
分

得
公
平
。
社
區
中
的
長
者
都
說
：﹃
小
陳
分
肉
，
幹
得
好

呀
！﹄
陳
平
嘆
道
：﹃
唉
！
假
使
平
得
以
分
配
天
下
財
富
，

必
如
分
肉
之
均
！﹄﹂

陳
平
為
西
漢
初
年
名
臣
，
以
謀
略
見
稱
。
中
國
人
以
一
國

丞
相
為﹁
一
人
之
下
、
萬
人
之
上﹂
，
丞
相
又
稱
宰
相
，
簡

稱
宰
。﹁
宰﹂
的
本
義
是
屠
殺
牲
畜
。
古
代
唯
貴
人
才
可
以

吃
肉
，
所
以
稱
貴
族
和
當
權
者
為﹁
食
肉
者﹂
，
平
民
一
般

吃
不
起
肉
。
廣
府
俗
語
有
云
：﹁
豬
肉
一
年
食
兩
遍
，
清
明

食
過
到
團
年
。﹂
以
清
明
節
祭
祖
、
歲
晚
團
年
祭
天
，
窮
等

人
家
也
要
張
羅
吃
一
次
肉
。
宗
族
或
鄉
村
祭
祀
，
才
有﹁
公

家﹂
出
資
殺
牛
宰
羊
，
祭
後
分
肉
若
不
公
平
，
可
以
引
起
宗
族

矛
盾
。
宰
於
是
引
伸
為
治
理
、
支
配
，
有
所
謂﹁
主
宰﹂
。

向
來
很
喜
歡
這
一
則
歷
史
小
故
事
，
除
了
展
示
出
陳
平
未

發
跡
前
的
抱
負
外
，
還
帶
出
一
個
重
要
訊
息
。
今
天
人
人
都

說﹁
政
治
乃
眾
人
之
事﹂
，
所
關
者
為
眾
人
之
何
事
？
實
為

資
源
分
配
！
陳
平
為﹁
宰﹂
，
主
要
幹
的
事
，
正
正
是
我
們

廣
府
人
講
的﹁
太
公
分
豬
肉﹂
。
能
夠
分
得﹁
甚
均﹂
︵
頗

為
公
平
︶
，
就
是
最
高
的
政
治
藝
術
、
管
理
技
巧
了
！

近
日
香
港
社
會
為
了﹁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
簡
稱
全
民
退
保
︶
爭
論

不
休
，
官
方
很
高
明
地
用﹁
不
論
貧
富﹂
來
形
容
一
些
社
會
工
作
學
者

建
議
的
方
案
，
他
們
建
議
日
後
每
一
個
香
港
人
只
要
到
了
退
休
年
齡
就

可
以
領
取
劃
一
的
退
休
金
而
無
須
有
任
何
資
產
審
查
。
換
言
之
，
億
萬

富
豪
與
窮
人
，
每
月
領
數
萬
元
長
俸
的
舊
制
退
休
公
務
員
，
或
者
一
輩

子
當
家
庭
主
婦
的
媽
媽
都
是
領
這
數
千
元
退
休
金
！

這
跟﹁
陳
孺
子
分
肉
甚
均﹂
有
什
麼
差
異
？

中
國
人
有
所
謂﹁
養
兒
防
老
、
積
穀
防
饑﹂
的
傳
統
概
念
，﹁
太
公

分
豬
肉﹂
只
在
大
節
日
才
發
生
，
可
以
不
分
貧
富
每
人
等
份
。
退
休
保

障
則
不
然
，
老
無
所
依
，
舉
目
無
親
︵
俗
謂﹁
死
剩
種﹂
︶
、
糧
無
隔

宿
的
長
者
，
每
月
得
數
千
元
可
以
得
溫
飽
，
那
是
雪
中
送
炭
；
至
於
每

月
領
數
萬
元
長
俸
的
退
休
高
官
，
再
給
他
數
千
元
無
非
是
錦
上
添
花
。

一
刀
切
的
退
休
保
障
不
是﹁
分
肉
甚
均﹂
而
是﹁
齊
頭
式
平
等﹂
，
名

為﹁
平
等﹂
而
實
不
公
平
。

盲
目
贊
成﹁
不
分
貧
富﹂
方
案
的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
說
出
來
極
荒
唐

可
笑
！
有
人
說
人
人
派
同
一
數
目
，
可
以
減
省
行
政
費
用
，
不
必
派
公

職
人
員
審
查
申
請
云
云
！

近
年
發
覺
香
港
的
社
工
界
有
了
普
遍
的
職
業
病
，
過
於
追
求﹁
齊
頭

式
平
等﹂
，
而
且
似
有﹁
仇
富﹂
傾
向
。
有
人
說﹁
三
方
供
款﹂
可
以

負
擔﹁
不
分
貧
富﹂
方
案
，
三
方
是
政
府
、
商
界
︵
主
要
是
大
企
業
和

富
翁
︶
和
在
職
市
民
。
市
民
的
供
款
，
卻
原
來
打
算
從﹁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強
徵
！
問
題
是
大
企
業
有
能
力
聘
用
律
師
和
會
計
師
應
對
，
怎
樣

加
稅
都
不
傷
脾
胃
；
中
小
企
就
百
上
加
斤
了
！
過
去
推﹁
長
期
服
務

金﹂
，
結
果
是
超
級
富
豪
多
付
錢
，
還
是
將
大
量
中
小
企
趕
上
倒
閉
的
絕

路
？
倒
是
許
多
原
來
受
僱
於
大
機
構
的
打
工
仔
被
迫
變
成﹁
自
僱﹂
！

一
法
立
而
一
弊
生
！
必
須
向﹁
不
分
貧
富﹂
的﹁
齊
頭
式
平
等﹂
說

不
！
意
猶
未
盡
，
下
回
分
解
。

退保不是太公分豬肉

當
這
篇
文
章
面
世
的
時
候
，
新
的
一
年
已
經
盈
盈
而
立
眼
前
。
但
此

時
此
刻
，
當
小
狸
在
紙
上
尋
覓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歲
末
風
景
時
，
毫
無
疑

問
，
當
屬
全
球
各
地
各
種
各
樣
的
年
終
總
結
。

首
先
來
看
亞
洲
地
區
的
年
度
漢
字
，
美
國
︽
華
爾
街
日
報
︾
網
站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報
道
說
，﹁
這
些
字
用
筆
劃
講
述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故

事
。﹂
簡
言
之
，
在
內
地
，
今
年
被
選
出
的﹁
故
事﹂
為﹁
廉﹂
︱
你
懂

的
；
在
新
加
坡
，
今
年
被
選
出
的﹁
年
度
漢
字﹂
為﹁
耀﹂
︱
這
顯
然
是

紀
念
其﹁
國
父﹂
李
光
耀
前
不
久
逝
世
；
在
馬
來
西
亞
，
首
選
是﹁
苦﹂
，

其
次
是﹁
貪﹂
；
而
在
日
本
，
今
年
被
選
出
的﹁
年
度
漢
字﹂
為﹁
安﹂
，

也
恰
巧
是
首
相
安
倍
晉
三
名
字
中
的
一
個
漢
字
；
最
後
來
看
看
台
灣
︱
這

是
小
狸
認
為
最
值
得
一
看
的
年
末﹁
風
景﹂
了
。
但
︽
華
爾
街
日
報
︾
網
站

的
那
篇
報
道
的
說
法
有
點﹁
平
淡﹂
：﹁
在
海
峽
對
岸
的
台
灣
，
超
過
一
萬

三
千
人
投
票
支
持﹃
換﹄
這
一
漢
字
，
以
此
方
式
在
將
於
下
月
舉
行
的
選
舉

前
表
達
他
們
選
出
新﹃
總
統﹄
和
新﹃
立
法
機
構﹄
的
願
望
。﹂

再
來
看
此
前
的
十
二
月
九
日
台
灣
︽
聯
合
報
︾
的
一
篇
相
關
報
道
：

﹁﹃
換﹄
字
是
民
眾
票
選
的
第
八
個
台
灣
年
度
代
表
字﹂
；﹁
這
︵
近
︶
四

年
，
台
灣
年
度
代
表
字
也
進
入﹃
黑
暗
期﹄
，
不
僅
年
度
代
表
字
皆
為
負
面

字
，
前
十
名
也
幾
乎
全
是
具
黑
暗
能
量
的
字﹂
。
看
到
這
裡
，
小
狸
對
今
年

台
灣
票
選
的
這
個﹁
換﹂
字
再
也
不
感
到﹁
平
淡﹂
了
，
甚
至
綜
觀
其
全
篇

報
道
，
小
狸
還
能
大
致
捋
出
今
年
台
灣
票
選﹁
年
度
漢
字﹂
前
十
名
分
別
是
：
換
、

變
、
騙
、
祈
、
盼
、
選
、
欺
、
痛
、
茫
、
滯
。
如
此
這
般
，﹁
前
十
名
也
幾
乎
全
是
黑

暗
能
量
的
字﹂
。

除
此
之
外
，
小
狸
感
覺
不
很﹁
平
淡﹂
的
，
還
有
如
該
報
道
中SO

G
O

百
貨
董
事
長

黃
晴
雯
所
說
，﹁
在
人
類
的
歷
史
中
，
政
府
和
各
行
各
業
改
朝
換
代
是
常
態
。
即
使
被

﹃
換﹄
了
下
去
，
只
要
能
重
拾
同
理
心
與
反
省
力
，
他
日
還
能﹃
換﹄
回
來
。﹂

小
狸
認
為
這
話
說
得
真
是﹁
一
道
好
風
景﹂
。
未
來
的
台
灣
，
也
許
不
過
如
此
。

但
小
狸
認
為
，
除
了
血
肉
相
連
的
台
灣
外
，
還
有
風
景
各
異
的
全
世
界
。
以
二
零
一

五
的
年
終
總
結
而
言
，
真
是
各
展
其
能
，
各
有
千
秋
。
例
如
早
在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
美

國
︽
時
代
︾
周
刊
網
站
即
評
出
了﹁
二
零
一
五
年
世
界
二
十
五
項
最
佳
發
明﹂
，
十
二

月
四
日
合
眾
國
際
社
又
評
出
了﹁
二
零
一
五
年
全
球
十
大
科
學
發
現﹂
；
俄
羅
斯
總
統

普
京
則
於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年
終
記
者
會
，
面
對1,392

名
國
內
外
記
者
進
行
了
無
所

不
包
、
面
面
俱
到
的﹁
年
終
總
結﹂
；
而
德
國
︽
明
鏡
︾
周
刊
網
站
則
於
平
安
夜﹁
細

數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大
好
消
息﹂
︱
其
中
之
一
是
：
迄
今
為
止
，
二
零
一
五
年
全
球
共

報
告
了
六
十
例
小
兒
麻
痹
症
，
達
到
歷
史
新
低
水
平
。
鑑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甚
至
有
三
十

五
萬
人
患
此
疾
病
，
這
是
一
個
巨
大
的
進
步
。

至
於
中
國
各
界
各
路
的
年
終
總
結
，
當
然
也
是
各
展
其
能
，
各
有
千
秋
。
除
上
述
年

度
漢
字﹁
廉﹂
以
外
，
最
吸
引
小
狸
眼
球
的
，
是﹁
二
零
一
五
年
度
十
大
語
言
差

錯﹂
︱
例
如﹁
身
價﹂
不
等
於﹁
身
家﹂
等
。

新
的
一
年
來
到
，
如
何
走
好
這
新
一
年
的
三
百
六
十
六
天
？
小
狸
以﹁
不
出
錯﹂
為
自

身
期
許
。
因
為
最
好
的
風
景
永
遠
在
前
方
，
只
有﹁
不
出
錯﹂
，
才
能
走
對
路
到
底
。

年末風景是總結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張
成
雄
世
兄
是
香
港
潮
州
社
團
的
領

導
人
和
活
躍
於
香
港
工
商
界
的
翹
楚
。

我
稱
呼
成
雄
為
世
兄
，
是
我
們
兩
代

人
都
有
親
密
來
往
。
先
父
吳
華
胥
和
成

雄
兄
的
尊
翁
張
中
畊
是
很
親
密
的
朋

友
。
二
戰
前
在
香
港
他
們
多
有
來
往
。
那
時

候
我
年
紀
小
，
都
知
道
張
叔
叔
的
名
字
。
二

戰
後
初
期
，
先
父
在
港
工
作
，
兩
家
仍
有
往

還
。
而
張
世
兄
的
兄
弟
姊
妹
們
都
在
我
任
職

的
學
校
就
讀
過
。
張
成
雄
似
乎
是
回
到
廣
州

就
讀
。

後
來
他
又
和
我
的
好
學
生
傅
金
珠
結
為
親

家
，
而
張
世
兄
又
在
社
會
活
動
中
經
常
有
所

接
觸
，
大
家
就
更
熟
絡
了
。

近
日
他
以
潮
州
商
會
和
普
寧
同
鄉
聯
誼
會

的
名
義
，
舉
辦
二
零
一
六
年
迎
春
晚
會
，
請

以
普
寧
的
中
小
學
生
為
主
的
歌
舞
團
來
港
，
作
兩
晚
的

盛
大
演
出
。
地
點
又
在
交
通
十
分
方
便
而
適
中
的
中
環

大
會
堂
，
因
而
我
這
個
持
杖
老
翁
，
得
以
欣
然
應
約
前

往
觀
賞
。

這
個
晚
會
，
雖
說
由
一
兩
間
中
小
學
學
生
作
為
表
演

骨
幹
，
但
其
表
演
並
不
輸
於
任
何
專
業
藝
術
團
體
。

看
當
晚
的
表
演
節
目
，
既
有
潮
州
著
名
的
︽
潮
州
大

鑼
鼓
︾
和
︽
英
歌
舞
︾
、
潮
劇
︽
春
香
傳
︾
改
編
的

︽
愛
歌
︾
，
也
有
一
些
哈
薩
克
民
歌
改
編
的
︽
瑪
依
拉

變
奏
曲
︾
，
還
有
傣
族
歌
舞
︽
傣
族
的
女
兒
傣
族
的

雨
︾
。
而
歌
舞
︽
難
忘
今
宵
︾
、
歌
曲
︽
歌
唱
祖
國
︾

更
是
家
喻
戶
曉
。

香
港
的
潮
籍
鄉
親
據
說
有
一
百
多
萬
，
這
是
幾
十
年

前
的
估
計
。
我
認
為
經
過
這
麼
多
年
，
該
是
超
過
二
百

萬
才
是
。
比
如
我
是
潮
州
人
，
三
個
兒
女
三
個
孫
，
他

們
算
不
算
是
潮
州
人
？
兒
媳
和
女
婿
不
算
，
理
論
上
兒

女
應
算
是
潮
州
人
吧
。
但
他
們
既
不
會
講
潮
州
話
，
也

沒
有
潮
州
人
的
根
，
只
是
我
曾
帶
他
們
去
過
家
鄉
一

遭
。
他
們
卻
自
認
是
香
港
人
而
不
認
為
是
潮
州
人
。

潮
州
人
移
民
香
港
，
開
頭
只
是
做
些
苦
力
之
類
的
勞

工
，
而
且
集
中
在
西
環
一
帶
。
後
來
也
就
是
開
開
小

店
、
賣
賣
鹹
魚
之
類
。
但
今
天
，
在
香
港
工
商
界
執
牛

耳
的
潮
州
人
不
少
。
李
氏
、
廖
氏
、
羅
氏
、
馬
氏
等
潮

州
人
，
這
些
大
家
族
都
已
執
香
港
工
商
界
的
牛
耳
。

潮州人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少
女
時
期
我
常
幻
想
，
他
日
會
是
誰
人
的
太
太
？
結
婚
在
什
麼
季

節
？
他
姓
什
名
誰
？
會
有
多
少
個
兒
女
？
三
十
二
年
前
，
我
知
道
我

是
張
太
太
，
結
婚
在
盛
夏
，
我
成
了
一
子
一
女
的
媽
媽
。
接
着
，
我

又
開
始
幻
想
，
到
底
他
們
的
終
身
伴
侶
是
誰
？
結
婚
是
哪
個
月
份
？

娶
的
嫁
的
是
什
麼
人
？

大
前
年
兒
子
帶
回
來
了
一
位
甜
美
有
禮
的
女
孩
，
落
落
大
方
，
我
祈
禱

這
位
可
是
我
的
媳
婦
？
前
年
五
月
，
兒
子
告
知
想
進
行
求
婚
大
計
，
在
女

孩
父
母
同
意
下
，
他
神
秘
進
行
，
在
英
國
一
個
青
葱
的
大
公
園
，
約
定
了

一
位
古
典
結
他
手
練
好
女
友
最
愛
的
那
首
︽
天
空
之
城
︾
。
就
在
他
們
到
達

之
時
，
女
友
隱
約
聽
到
自
己
最
愛
的
樂
曲
，
正
奇
怪
為
何
外
籍
人
士
無
故
在

樹
下
彈
奏
之
際
，
一
隊
小
鹿
在
面
前
奔
跑
而
過
︵
非
預
約
︶
，
在
此
優
美
浪

漫
的
環
境
下
，
她
終
於
答
應
說﹁Y

ES

﹂
。
消
息
得
來
，
我
知
道
我
的
媳
婦

姓
李
，
一
位
非
常
賢
慧
孝
順
、
內
外
兼
備
的
女
孩
，
我
夢
想
成
真
了
。

求
婚
成
功
再
定
婚
期
，
訂
了
今
年
一
月
九
日
。
去
年
我
決
定
報
讀
婚
禮

統
籌
證
書
課
程
，
完
成
了
只
作
輔
助
之
用
。
以
個
人
經
驗
所
談
，
我
認
為

最
重
要
為
新
娘
子
請
一
位
貼
身
精
靈
的
大
妗
姐
，
還
記
得
當
年
婚
宴
，
身
邊
十
多
位

伴
嫁
姐
妹
都
非
常
年
輕
，
全
無
經
驗
，
我
被
安
排
坐
在
新
娘
房
內
，
心
急
外
面
宴
客

光
臨
卻
無
人
記
起
請
酒
樓
提
供
飲
品
。
幸
好
見
一
位
同
事
姐
妹
路
過
，
請
她
幫
忙
通

知
一
下
，
她
頭
也
不
回
：﹁
不
要
找
我
，
我
要
接
男
朋
友
。﹂
我
唯
有
拖
着
褂
裙
去

安
排
。
所
以
有
大
妗
姐
在
身
邊
，
新
娘
子
更
矜
貴
！
我
請
了
一
位
有
口
皆
碑
的
大
妗

姐
玉
姐
，
她
永
遠
在
最
適
合
的
時
間
說
最
適
合
的
話
，
令
人
非
常
開
懷
。

今
次
是
張
家
車
家
下
一
代
第
一
次
辦
喜
事
，
當
然
要
做
足
一
點
，
過
大
禮
、
搬
嫁

妝
、
入
伙
、
安
床
跳
床
，
高
高
興
興
地
照
做
。
那
天
開
始
我
家
變
得
通
紅
，
貼
上
不

同
的﹁
囍﹂
字
。
過
大
禮
當
日
我
手
上
的
利
是
，
太
快
樂
散
滿
一
地
，
我
做
慣
司
儀

正
想
自
己
打
圓
場
，
玉
姐
即
開
聲
：﹁
恭
喜
恭
喜
，
兒
孫
爬
滿
地
爬
滿
地
！﹂
嘩
，

開
心
到
飛
起
！

他
們
告
知
做
奶
奶
最
重
要
的
是
裝
身
扮
靚
，
幸
運
地
我
遇
上
了N

oelC
hu

、
著
名

婚
紗
禮
服
年
輕
設
計
師
，
美
國
學
成
加
上
家
傳
專
業
婚
紗
生
意
，
練
得
一
身
好
本

領
。
本
港
很
多
政
商
界
名
人
、
演
藝
紅
人
都
是
她
的
支
持
者
。
我
的
兩
件
晚
裝
，
第

一
件
是
豆
沙
色
流
線
型
的
剪
裁
、
裙
身
旁
邊
有
如
意
圖
案
，
加
上
今
季
流
行
的
透
視

感
，
上
身
大
膽
加
入
黑
色
元
素
，
現
代
感
、
層
次
感
展
露
無
遺
。
第
二
件
傳
統
之

餘
，
添
加
現
代
手
法
，
腰
位
閃
片
凸
顯
身
形
美
感
，
錯
覺
中
我
竟
有
一
條
小
蠻
腰
。

實
在
，
日
子
愈
迫
近
，
心
情
愈
複
雜
。
見

兩
位
新
人
忙
碌
地
與
團
隊
開
會
，
我
這
有
證

書
的
人
也
不
便
多
給
意
見
，
這
畢
竟
是
他
倆

的
大
日
子
，
我
們
從
旁
聽
命
便
可
。
總
之
，

現
階
段
，
我
的
心
很
忙
，
但
沒
有
什
麼
可

做
，
又
像
有
很
多
工
夫
未
完
成
…
…
你
可
以

告
訴
我
應
該
做
些
什
麼
嗎
？
我
想
到
了
，
祝

一
切
順
利
，
新
人
一
生
美
滿
幸
福
！

準奶奶心情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家風家教文化是重
要的組成部分。家風家教文化，從字義上來
說，就是家庭風氣的教育，傳統的家庭教育成為
了系統，就演變成一種必不可少的家風家教文
化。
我作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來說，對
於家風家教並不陌生，說句實在話，是在長輩
的言傳身教中走過來的。我的家庭一直處於社會
最底層的農耕之家，祖輩只能認識自己的姓名，
父輩略好點，能認識家庭成員的姓名，還能慢慢
寫出來，儘管寫得歪七扭八，畢竟能認出字形
來。到了我這輩，父母竭盡全力供我弟兄倆讀
書，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不讓孩子當睜眼
瞎」。
司馬光《論公主宅內臣狀》中說：「父之愛
子，教以義方。」我的父母和廣大家庭長輩一
樣，一直是重視孩子教育的。
記得童年時期，自己剛能獨立吃飯，爸媽就手
把手的教怎麼使用筷子，還反覆告訴我「六不
准」，即「在飯桌上不准拿筷子、勺子敲碗；吃
飯間隙把筷子平放在桌子上，不准把筷子插在碗
裡；夾菜時不准在菜碟裡亂攪和，夾菜不過盤中
線，吃菜不准滿盤子裡亂挑，只能夾眼前的；吃
飯時不准咬着筷子；做客時等主人動筷子後才能
動筷子；吃飯不准出現唏哩呼嚕聲，吃飯菜時要

閉嘴細嚼慢咽。」這「六不准」並不是一次說
出，是一事一議告訴我的。當時不明白這些道
理，只知道要聽大人說的話。
隨着年齡漸漸長大，明白了道理，也養成了好
習慣。可以說，這種啟蒙教育不是一個家庭的專
屬，而是每個家庭教育子女的基本常識，是訓練
孩子從學吃飯開始就要有教養的必修課。
爸媽關心孩子的成長是多方面的，在言行舉止
上也有清規戒律。爸媽教育孩子，在人面前做到
「八不許」，也就是「要有克制，不許隨便吧嗒
嘴；要站有站相，不許叉着腿；不許抖落腿；看
人時不許斜楞眼；坐有坐相，不許羅鍋着腰；守
着人不許呲牙花；不許擄袖管；不許挽褲腿。」
這「八不准」，對男孩子要求從小就像男子漢；
對女孩子的要求是要嫺淑文靜。做到這「八不
許」並不難，難就難在自己不注意，沒有從根本
上約束自己。
爸媽還要求孩子，在長輩面前要有修養，且不
要辱沒了老人的面，別讓長輩們說：「這是誰家
的孩子，大人是怎麼教育的。」為此起見，爸媽
也給孩子約法三章，「在和家庭成員之外的長輩
說話時不能直呼姓名，更不能口大口小的說話；
出門時要和長輩說一聲，回家要跟長輩打招呼；
吃飯前要有禮貌地招呼長輩，等長輩坐下說吃
飯，孩子才能動筷子。」做到這三點並非容易，

要心裡時刻想到尊重長輩，一句問候能使長輩歡
顏，一點冷漠能讓長輩們氣餒。
爸媽還告訴孩子，接待客人要文明，顯得家教
嚴禁，故教育孩子要做到如下幾點：「滿茶倒水
時不要壺嘴對着人；不要反着手給人滿水斟酒；
倒茶不要倒滿，做到茶要淺酒要滿。」這些規矩
雖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讓客人有一種受
到尊重的感覺。
爸媽在教育孩子的時候，說得最多的是「三要

三不要」，歸納起來就是「要誠實，不要說瞎
話；要沉穩，不要當眾亂喳呼；要禮貌，不要破
壞公共秩序。」這「三要三不要」是普遍的家
教，也就是大門小戶的共性教育，沒有一個家庭
會忽略這些內容。
此外，爸媽還教育孩子做到「站不倚門，話不
高聲」，在別人家做客時，「不能坐人家的床
沿，不能進沒有人的房間，不能亂翻動東西，更
不能偷拿別人家的財物」。這些雖然不是約法三
章，但是每一位家長都有不同程度地告訴孩子
們，好讓自己家的孩子從小養成好習慣。
我在孩童時期聽爸媽的念叨，還覺得大人事太
多。當自己成為孩子的爸之後，也免不了教育孩
子。回想起自己接受家風教育的過程，只有長大
成人後才領略到父母望子成龍的心境。沒有文化
的父母講不出多少理來，他們用原始的方式方法
教育頑皮的孩子，真是難為他們了。
在自己教育孩子尊崇家風的時候，方式方法有
了轉變。畢竟父母供自己上了幾年學，文化雖然
不高，但總能識文解字吧，更何況有了教育孩子
的啟蒙教材，孩子在接受教育的同時，自己也是

一個提高的好機會。
對於孩子的家風教育，言教是一個方面，身教
又是另一個方面，某種程度上說「身教重於言
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課堂，爸媽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師，這句話實實在在地把父母的責任明確
了。教育孩子不能光說在嘴上，自己的言行傳導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身教與言教的有機結合，才
能達到預期效果。社會上有些誤入歧途的青少年
犯罪，說到底，是他們家風教育缺失造成的。
我們中華民族有重視家風家教的優良傳統，講
究家風，講究道德，講究美德；自力更生，艱苦
樸素，勤儉持家；注重親情，嚴於教子，嚴於律
己。這些語言都蘊含着豐富的哲理，應是每個家
庭的座右銘。自古以來，家風家教業已形成豐厚
的文化積澱，要使優良的傳統延續下去，貴在不
斷地創新施教方式和方法，使子孫後代樹立優良
的品德，成為家風美德的傳承人。
隨着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明確了
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的行為準則，家風家
教也是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
說：「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
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
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繼承和發揚優良家風家教傳統，是每個公民應

盡的義務，也是長輩們不容推辭的責任。林逋
《省心錄》中說道：「以德遺後者昌，以財遺後
者亡。」給子孫後代留下美德這片藍天，確保家
風家教這門科學「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偉大的
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才能錦上添花。

家風家教文化貴在傳承

為
人
父
母
，
見
年
輕
的
女
兒
夜

歸
一
定
擔
心
不
已
，
怎
樣
教
導

她
，
讓
她
聽
教
，
又
學
會
保
護
自

己
，
是
個
不
容
易
的
課
題
。
最
近

一
名
十
七
歲
的
日
本
少
女
在
網
上

說
，
父
親
帶
她
在
外
邊
喝
酒
至
爛
醉
如

泥
，
讓
她
上
了
十
分
感
動
的
一
課
。

她
名
麗
子
，
和
同
齡
朋
友
一
樣
正
值

反
叛
期
，
最
愛
和
朋
友
窩
在
一
起
，
忘

掉
歸
家
時
間
。
有
一
天
她
又
在
朋
友
家

聊
天
至
通
宵
達
旦
。
沒
想
到
兩
天
後
父

親
提
議
和
她
一
起
去
喝
酒
，
聲
明
容
許

她
大
吃
大
喝
。
在
酒
吧
內
，
父
親
對
她

說
：﹁
妳
今
夜
就
盡
情
喝
個
痛
快
好

了
，
像
個
傻
妹
般
放
心
去
喝
，
我
會
抬

妳
回
家
的
！﹂
兩
個
人
在
那
一
晚
共
去
了
五
間
酒

吧
、
壽
司
店
和
串
燒
店
，
吃
呀
喝
呀
直
至
深
宵
。

在
最
後
一
家
酒
吧
，
麗
子
也
不
知
什
麼
時
候
已

不
省
人
事
，
也
不
知
父
親
如
何
送
她
回
家
。
翌
日

醒
來
，
爸
爸
已
出
門
，
留
下
一
信
請
母
親
交
給

她
。
信
內
寫
道
：﹁
麗
子
，
昨
夜
玩
得
很
開
心

吧
，
下
次
有
機
會
再
一
起
出
去
玩
！
還
記
得
自
己
喝

了
多
少
酒
醉
倒
的
嗎
？
一
共
是
兩
杯
啤
酒
和
五
罐
有

汽
水
果
酒
，
記
着
這
就
是
妳
的
極
限
。
世
上
有
很

多
壞
人
，
我
無
法
永
遠
在
妳
身
邊
保
護
妳
，
所
以

要
讓
妳
知
道
自
己
的
極
限
，
學
會
自
己
保
護
自

己
，
麗
子
，
我
相
信
妳
一
定
做
得
到
。﹂
對
父
親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去
教
她
保
護
自
己
，
麗
子
感
動
落
淚
。

這
位
父
親
的﹁
愛
的
教
育﹂
，
也
讓
其
他
父
母

上
了
寶
貴
的
一
課
。
在
這
情
況
下
，
有
些
父
母
會

用
駡
、
用
嚇
、
用
勸
。
但
對
於
反
叛
期
的
年
輕

人
，
永
遠
會
覺
得
自
己
可
以
應
付
任
何
情
況
，
覺

得
不
幸
永
不
會
降
臨
在
自
己
身
上
，
壞
事
與
愚
事

跟
自
己
無
關
，
以
為
自
己
知
道
很
多
，
認
為
自
己

很
強
，
但
在
問
題
到
來
時
便
束
手
無
策
。

有
些
事
情
我
們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
即
如
年
輕
子

女
夜
歸
，
阻
止
不
了
，
最
實
效
是
教
他
們
有
自
我

保
護
意
識
，
讓
他
們
知
道
自
己
的
能
力
界
線
。
帶

着
他
們
去
看
現
實
世
界
，
然
後
放
手
讓
他
們
去
走

自
己
的
路
，
只
能
如
此
。

讓女兒喝醉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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