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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歲伊始，開年大戲《于成龍》在央視熱
播，反響熱烈。主人公于成龍勤政廉政和反
腐壯舉令人欽佩，不由想起與于成龍同代為
官的另兩位楷模人物——張英和張廷玉父
子。小寒之日，筆者懷着崇敬之心去張英故
里安徽省桐城市一遊，獻上我的一片敬意。
桐城是個縣級市，隸屬安慶，位於老縣城

西南角的六尺巷，是遠近聞名的一處名勝。
這條古巷長達百米，寬僅兩米（六尺），是
名副其實的小巷。巷口立一青石碑刻，上鐫
「禮讓」二字，建於清康熙年間，迄今已愈
三百五十年。
六尺巷的故事很有深意。相傳康熙初年，

桐城張姓人家與吳姓人家隔巷為鄰，某年吳
宅修建圍牆，多佔了張家二尺地，張家人上
前理論，吳家不肯退讓，張家人也將自家牆
頭前擴兩尺。兩家為此鬧到官府，由於雙方
來頭都不小，縣官也難以判決，張家於是派
人千里迢迢去找在京城當官的父親求助，張
父聽罷緣由，寫了一首詩給兒子︰「千里家
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
存，不見當年秦始皇。」張家子弟讀罷此
詩，就不再糾纏，還把新壘的牆推倒復原，
吳家人見狀也覺得羞愧，也推倒新牆，後退
三尺，兩家人從此和睦相處，傳為佳話，
「六尺巷」也由此而來。

張家這位在京為官的長者，就是清朝文華
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相當於前朝宰相一
職）張英。廉潔奉公的張英畢生遵循「讀不
盡架上古書卻要時時努力，做不盡世間好事
必須刻刻存心」的座右銘，以嚴格自律、親
民愛民著稱於世，深得朝廷信賴，康熙皇帝
也稱讚張英「有古大臣風」。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也算一代明君。但囿
於封建社會不可逾越的「宿命」，當時官場
依然貪腐成風。張英對此深切痛恨，他認為
貪與廉、奢與儉，乃檢驗官員合格與否之關
鍵，「好尚嗜欲之中於人心，猶水失堤防而
莫知所止」，他要求文武百官「務須返樸還
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務實，崇尚書儉
至意」。張英特別注意自律，在吏部尚書任
內，他嚴令家人「行為不端者、送禮行賄者
不得進家」，主政禮部時，他立下規矩「自
張英始，在部絕請託，禁饋遺」。
張英的家庭教育非常成功。他過六十大壽

時，夫人想宴請前來祝壽的親朋好友，並準
備僱個戲班子來家唱「堂會」，張英卻堅決
反對，勸說夫人改變計劃，用這筆錢做成一
百件棉衣，送給飢寒交迫的窮人。他還寫下
《聰訓齋語》家訓，要求子弟「立言、立
品、立德」，「務本力田、隨分知足」，
「讀經書、修善德、慎威儀、謹言語」。
在張英的潛移默化教誨下，兒子張廷玉自

幼立志成才，終成一位溫厚恭儉、品德高潔
棟樑之才，被朝廷重用。與乃父一樣，張廷
玉也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不僅自己兩袖清
風一塵不染，還不許家人和麾下有絲毫徇私
舞弊。主政吏部時，張廷玉獲悉一名張姓高
官仗勢欺人、暗地大搞權錢交易，人稱「張
老虎」，朝野卻集體禁聲，敢怒而不敢言，
張廷玉拍案而起，無所畏懼地下令有關部門
嚴懲這隻「大老虎」，一些權貴從中作梗出
面「營救」，張廷玉不為所動，終於將此貪
官繩之以法，眾人無不拍手稱快，一時間歡
呼他「伏虎侍郎」。
張廷玉之子張若靄少年登科，擅長翰墨丹

青。某日張廷玉在某下屬家見到一幅名人畫
作，欣賞有加，回家後還對張若靄大談此畫
如何精妙。兒子以為父親有意獲得此畫，便
悄悄去那人家把畫要來，懸於父親書齋。張
廷玉見到後大驚失色，責罵兒子怎麼能奪人
之好？張若靄當即認錯，將畫幅送了回去。
張廷玉出仕五十年，官至文淵閣、文華

殿、保和殿大學士及戶部、吏部尚書、軍機
大臣，輔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
一生遵循其父「知進退」的官德，深得國人
好評，成為清代三百多年間供奉太廟的唯一
漢臣。
雍正讚賞張廷玉「一日所辦之事，他人十

日不能也」，乾隆誇其「不茹還不吐，既哲
亦既明」，民間也盛讚「父子雙學士，老小
兩宰相」，這對父子至今有口皆碑！
多少年來，小小的六尺巷吸引天南海北的

民眾和達官貴人趨之若鶩，成為構建和諧、
宣揚文明和廉政教育絕佳去處。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前來六尺巷視
察，被坊間傳為美談。我想，歷史學出身的
王岐山造訪六尺巷，一定會更有反思、更有
感慨，一定比常人更深諳「史鑒興亡、吏治
官聲」的內涵，也一定被張英父子清廉奉

公、不畏強權、扳倒貪官的勇氣和作為感
動。去年，中紀委網站推出「中國傳統家
規」欄目，其中就有「六尺巷禮讓為先，篤
素堂廉儉傳家」一輯，讚頌張家人無論在朝
在野，皆恪守先賢規矩，出仕以廉、務農以
善，行禮讓、重節義。
導遊介紹說，張家後人也樂施好善，大凡

扶貧助學、修橋鋪路他們無不慷慨解囊，每
遇災荒之年，他家還設粥廠、開義倉，拯飢
民於水火。我想，張家名宦迭出，贏得「三
世得謚」（張英、張廷玉、張若渟）、「六代
翰林」（張英、張廷玉、張若靄、張曾敞、
張元宰、張聰賢）之譽，無不得益於張英立
下的家規家風，都是榜樣的使然。
六尺巷瀕臨張英故居「篤素堂」，故居佔

地兩萬多平方米，當地人稱「相府」，建於
康熙年間，迄今已三百多年，「篤素堂」匾
額為康熙御筆。故居坐北向南、橫向並列，
分東、中、西三區，青磚黛瓦的二層小樓錯
落有致，迴廊花圃點綴其間，莊嚴中不失典
雅。故居修舊如舊保存完整，前來遊覽者源
源不絕。
筆者漫步於「篤素堂」，大有見賢思齊之

感。這「篤素」二字，出自晉代陶淵明《感
士不遇賦》之序「夫履信思順，人生之善
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意為純厚樸
實的素質，凝望院中兩株高大的香樟樹，遙
想張英父子的功德與業績，我終於明白「篤
素」二字的深層意涵，也弄懂這對「雙學
士」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原動力了！

新年的陽光下，我久久徘徊在六尺巷，流
連忘返。百米長、兩米寬的六尺巷看似平
常，卻蘊藏着多少人性的光輝、反腐的定力
啊！踏着小巷的鵝卵石，仰望巷口「禮讓」
碑刻和巷尾「懿德流芳」牌坊，筆者浮想聯
翩感慨萬千。記得一位傳記作家參觀六尺巷
後曾留言︰「歷來清官多威嚴，張英父子卻
宅心仁厚；歷來忠臣多無能，張家父子卻精
明強幹；歷來能官多專橫，張家父子卻從善
如流；歷來良相多懦弱，張家父子卻不乏鐵
腕！」誠哉斯言！
回望牆內「篤素堂」的灰色屋頂，我心中

滿是崇敬與憧憬，崇敬三百年前的名相壯
舉，憧憬清正廉明的和諧社會，更呼喚「篤
素」之風能夠全面回歸！

大學生自戕主因何在？

當務之急
跨年時期的北京霧
霾，着實讓人心有餘

悸。一月五日人民日報的「七問霧
霾：什麼時候才能呼吸到潔淨空氣」
聲猶在耳，一月十六日新加坡的聯合
早報更進一步主張：「需要重視給民
眾提供霧霾防護，而不是只專注於
『治霾』。」
小狸認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民日報的聲音，是廣大霧霾中人的
錐心之問，必須予以正視，必須予以
最負責的回答。同樣地，聯合早報旁
觀者清，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地強調「當務之急」，更是屬於急公
好義，宛若雪裡送炭。
甚至，聯合早報還為我們總結了一
個「當務之急」的最新範例：在這個
冬季裡，民間輿論的最大勝利是家長
們爭取到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點頭，中
小學和幼兒園開展安裝空氣淨化設備
的試點工作，費用由市政府補貼。
小狸認為此例意義確實重大。因為
北京市教委的最新態度與舉措說明政
府意識到除了治霾，政府也有義務對
在霧霾下生活的民眾提供防護，尤其
要對兒童等免疫力較弱的群體給予防
護。實際上，霧霾的治理需要時間，
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霧霾的防護
卻是金錢能夠解決的，是可以立竿見
影的，為什麼不呢？這件事說小不
小，但其「範例」的意義確實很大。
據小狸所知，過去，不僅在北京，
在內地有霧霾的幾乎所有地方，霧霾

的防護主要是個人行為，人們都是按
照各自的經濟能力和對健康問題的重
視程度，決定家中是否要添置一部空
氣淨化器；而現在，隨着人們更強烈
地意識到霧霾對健康的傷害，社會輿
論也開始出現要求政府和企業承擔防
護責任的呼聲。
小狸認為，對這種輿論傾向絕不可

小覷，一定要對其所代表的民意進行
充分的危機管理。同時，這也是促使
我們標本兼治，進一步應對霧霾肆虐
的萬全契機，為什麼不呢？沒有什麼
比人民的健康更重要的了。在健康面
前，金錢應該俯首稱臣。
據小狸所知，目前北京市及內地許

多地方教委為中小學及幼兒園安裝空
氣淨化器或新風系統的工作正在積極
籌辦或順利推展中，真是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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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未分析過去一年
多觸發學生自殺成風的

近因，先點明反對派將教育局局長說
成是「殺人兇手」的荒謬。這個認識
很重要，無知令人耳聾，仇恨令人目
盲。此下略為談談過去一年多四十五
名香港自殺學生的資料。
有人統計了香港自二零一五年九月
新學年開始到二零一六年底，香港學
生自殺的數據，共有一名小學生、二
十三名中學生和二十一名大學生（包
括非大學本科的專上學生，下文統稱
「大學生」）。因學業壓力自殺的佔
二十六人，不足六成，其餘死者則為
情自殺有之；無法處理人際關係有
之；受不了師長責備亦有之；可以合
併為「非學業原因」。二十三名中學
生之中，十七人因學業自殺，六人屬
非學業問題；二十一名大學生之中，
九人因學業，十二人因非學業問題；
至於那名小學生也是為「家庭問題」
而選擇結束自己的寶貴生命。簡單算
一算賬，就知道將學生自殺說成都是
「死於教育制度」不能成立，然後要
教育局局長一人承擔，亦是將複雜問
題簡單化。
從以上數字，顯示自殺的大學生與
中學生人數相近，說明我們的大學生
太過脆弱！這就涉及他們的人生觀和
價值觀。在此筆者不得不老氣橫秋一
點，想一想當年。我們在八十年代上
大學的一代，只聞大學生為情自殺；
或因重病而逝，倒沒有聽見過有人為
了學業壓力而死！若說教育制度出了
大毛病，則中學以下的學業壓力容或
相關，大學以上則難說得很。畢竟專
上教育對於學生的學業水平有相對合
理的標準，有這麼多學生追不上學業

進度，則顯然跟「濫收」有關！
幾十年前大學學額不足，許多有能

力接受大學教育的年輕人，因為在競
爭激烈的大學入學試中未達較佳水平
而不能升讀大學。那個年頭，大學是
前門窄（難考上）而後門寬（易畢
業）。今天大學擴充過快，變成入學
頗容易，但是稍為對學生有要求，便
有一大票人吃不消。
教育這一回事，原該是學校教育與

家庭教育並重，當然現代資訊發達，又
多了社會教育的影響。二十一個大學生
自殺，過半的主要死因無關學業本身，
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大學生因為
家務事而死，若要深入探討，還得要多
了解每一個案的細節。但是肯定不能怪
罪到教育局局長的頭上去！
大學生應付學業無力無方，成因很

多，可以歸咎到「教育制度」，不過
主要原因當在學校而不是當局。筆者
認為現時是中學的平均教學成效過
低，向大學輸出品質欠佳未達標的
「半製成品」。
香港的大學學制三改四之後，中學

生要修的科目數量大減，必修科則增
加到中、英、數、通識四科，餘下可
以選擇不同術科的「空間」就減少
了。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曾經強
調，物理、化學和生物都是非常重要
的基礎學科，理科生應要全選。我們
的年代，所有理科生都要三科全修，
這個年頭的香港大學生有多少人是三
科全修？
大學生的學業壓力，根源是我們的

制度在入學前對他們的要求稍為太低
了些！換個教育局局長又有何用？
此下再談中學生、小學生的學業壓

力。 （香港教育沉疴之二）

整理書桌檔案，忽見一張舊名片，是原公開
大學校長譚尚渭的。上面寫道︰「康民兄︰祝八

十壽辰快樂 譚尚渭敬賀。」我今年九十有一，這張名片，是
十一年前譚尚渭教授賀壽的，但已記不得他送我什麼賀壽禮
物。
當年我與大學好幾位校長都是好朋友，曾陪同十間香港大

專院校校長前往北京訪問。我在他們的眼中是一個「開明左
派」，既是「左派」，便與北京有關方面有所聯繫；又是「開
明」，則不是「左腔左調」，比較了解高校知識分子的心態，談
論問題較為投機。當年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對內地改革開放之
初的國情並不十分了解，有賴我這類「中間人」做些工作；我
於是義不容辭，承擔這個聯繫高級知識分子的責任。
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內地對香港知識分子所做的工作

不少；直接交往甚多，也不必我這類「中間人」做工作了。當
年我曾為做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成立了一家「教科文
顧問公司」作為聯繫機構。這家中介機構，已結束多年了。
回顧多年在香港教育界的工作，可說頗為盡心盡力；並不

以主持一家愛國中學的工作為滿足，總想多做點有益國家的
事，因此也受了不少委屈。其中酸甜苦辣，不能盡錄。比如
幾家愛國中學，原是愛國工作基地，因港英當局的孤立壓
迫，經濟上曾一度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但有些領導人卻並
未諒解，直斥因經濟困難而向愛國經濟機構「伸手」、「不如
不辦」，這話當年曾傷透了我們的心。
我心想我在大學學的是化學工程，算是有一門「手藝」，當

年香港天廚味精廠和國光漆廠，都有我的老同學和好朋友，
要轉業並不是十分困難。加上當年年富力強，正是五十歲左
右的壯年；只是不想離開經營多年的學校，離開多年共處的
同事，離開年輕可愛的青少年學生，方才忍辱負重。回首往
事，不禁唏噓之至。
往事已經如煙，今天我已進入風燭殘年。老人喜歡憶往，

想起令人嘆息的往事，並非發發牢騷，正是「無才可去補蒼
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往事並不如煙

我認識的年輕朋友
中，有不少是新興的

「斜號上班族」。
這名稱的英文是Slash，即是符號

「/」，是指沒有固定長工而是做很多
份散工，他們的職位介紹是多個名稱
中間以「/」分間。這群自由工作人士
的特點是雖沒有固定收入但快樂！
別小覷打散工的人數，根據香港統
計處的資料，在香港的三百九十一萬
勞動人口中，佔了五十二萬是彈性工
作人員，人數超乎想像之巨。令人詫
異的是當中不少是青年人。
近年很多年輕朋友告訴我他是「模
特兒/瑜伽教師」、「兒童畫教師/人體
模特兒/手工藝導師」、「黃金海岸市
集手工麵包花檔主/幼稚兒代課老師/
形象顧問/英文補習老師」、「健身教
練/攝影師/西餐侍應」、「平面設計
師/宴會司儀/臨時演員」、「程式設計
師/傢具代理」、「網頁設計師/酒吧調
酒員/送貨員」、「雜誌攝影師、繪畫模
特兒、繪本教師」、「西廚/泰拳教練/
撰稿員/產品推銷員」……組合千奇百
怪，但共通點是以個人興趣和專長為
主，再配以可賺錢的工作。
在傳統觀念年輕人畢業後便找份安

穩的工作，賺取安穩的收入、享受良
好的福利和平穩的晉升機會。不過世
易時移，香港好些工作環境都令從校
門出來滿懷抱負的新一代氣餒，普見
如工時長沒了個人生活；工作壓力大
使人透不過氣；人事複雜處處表現不
公平；欠缺體諒和親切文化；上司冷
漠過於實際；薪金太低和工作量不相
符；成了勞動機器看不見前景。
有很多人會為生活選擇啞忍，認識

不少人因為長期處於工作壓力中而患
上抑鬱症，更有人因為不滿意上司的
行徑而在公司跳樓以表不滿，這都是
極端的行為，不懂得為自己抽離。
新一代能勇敢地追尋自己的生活方

式和快樂，擺脫「沉淪」的環境，創造
自我的新天地，理應鼓勵和支持。

斜號上班族

近期接連有大快人心的事，
政府在人大法規支持下硬起來

了，食環署取消「青年新政」及「民族黨」在
維園年宵攤檔的經營資格。他們批評署方是政
治打壓，聲稱未決定會售賣什麼貨品，這種大
話誰信？他們又說考慮提司法覆核，更會去信
美國總統特朗普。哈哈！真的當了美國是奶
娘，事無大小都向她求救，那就試試吧，看特
朗普有冇時間睬你們啦！
另一是遭政府入稟司法覆核議員席位的羅冠聰、

劉小麗及姚松炎的法援申請不獲批，三人厚顏表
示會提出上訴。這班尊貴議員都是專業人士，身
家豐厚，仍好意思申請法援，如果法律援助署都
批准他們那就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法援不是只應
協助支援那些非刻意犯罪和無故捲入官司，又沒
有能力請律師申冤的嫌疑人嗎？過去的不少明知
故犯的政治官司都容許法援已經很荒謬，而且都
是泛民的律師接手，政府畀錢助人打官司，律師
輸贏都有錢袋，所以無論點他們都是贏家。正如
游蕙禎及梁頌恆的司法覆核案他們一直敗訴，依
然要同政府打官司，如果批法援給他們，那他們
累計已逾千萬元負債豈不是要政府畀？政府如今

終於都醒悟了，不再隨便將納稅人的血汗錢貼人。
而且有心搞事的人一定想好後路的。事實上在外
國，有納稅的人是比沒納稅的人有Say的，作為
納稅人一分子強烈要求法援署找數對這類案件要
嚴格把關。
而且不光是錢的問題，而是縱容了一班搞事

的人有恃無恐，犯法可輕判，打官司又不用花
錢，玩下政府官員玩下警察又何妨？外國搞政
治抗爭的人預計了有危險，甚至是預備了為理
想坐監的，香港搞政治抗爭的人就非常輕鬆。
令思想未成熟的年輕人輕易加入行列。非法
「佔中」期間，香港有不少家長都很擔心子女
犯法影響前途的。
政壇小學雞上訴至終院申請被拒，應該玩夠了，

場大龍鳳落幕了；又輪到「大學雞」登場，鄭松
泰早前趁建制派議員發動流會，離開會議廳時，
將建制派座位上的五星紅旗及區旗倒轉，被議員
謝偉俊動議譴責，若成功鄭將失去議員資格。按
《議事規則》，調查委員會需要有正、副主席及
五名委員，合共七人，泛民揚言杯葛一個都冇加
入調查委員會，結果五名委員全屬建制派議員，
民建聯劉國勳就提名民主黨的黃碧雲(一嚿雲)做，

她不服氣反提名民建聯的蔣麗芸及謝偉俊加入，
惟兩人分別是聯署人及議案動議人，不能加入委
員，連這些都唔知，難怪被嘲笑︰「真係一嚿雲」
與「小學雞」要提名未夠年齡的朱凱廸做立法會
主席一樣低B。他們根本是只愛搞事無心做好議員
本分，所以陳淑莊發爛渣鬧政府，鬧西九管理局
在建故宮文化博物館事件上刻意繞過立法會。將
立法會變成怪獸。誰叫你們如此低質素，而且樣
樣等你們審議，都不知十年或廿年才建成了，免
得就免啦！
最氣人是這班立法會議員還好意思要求加人

工及福利，政府提出問責官員已十二年都沒加
過人工，希望加薪吸引人才，議員即反對自己
卻群起要求增加議員酬金及津貼。真是嚴人寬
己，雙重標準。「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今屆
議員月薪有9.5萬多港元，每年的辦事處營運
開支則超過261萬港元，還有酬酢及交通開支
共接近20.9萬港元。仍嫌不足，說是津貼不足
導致議員助理人工微薄。普通文職1.2萬至1.4
萬港元都叫薪酬微薄？而且你若因自己身兼幾
職，搞生意、接官司，需要請大堆自己人(職
員)幫手，就自然分薄晒，加多多都未夠啦！

法援署總算醒覺了

六尺巷裡思「篤素」

還記得自己童年的
時候到外國求學，思

鄉病總會有，特別在一些大時大節的
日子，總希望可以透過家裡的裝飾或
者是一些食物，能夠在這個外國人的
地方也增添一些中國人過節的氣氛。
還記得從多倫多的小鎮搬到大城市

生活的第一年，在當時的農曆新年日
子，自己很想尋回以前跟家人一起慶
祝的方式，其實我們過農曆新年最基
本就是枱上放滿很多很有意思的食
物，什麼橫財就手丶大吉大利，仲可
以憑着食物帶出這些吉利的說話。
當時在年三十晚的那一天，如常自

己一個人在家裡，雖然還需要上學，
但因為很想嘗試烹調一些賀年菜式，
所以打了長途電話到美國居住的母親
請教她怎樣煮一些賀年菜式，而放學
後便到唐人街購買材料，例如：蠔豉
丶冬菇丶生菜及一些調味料等等，因
為自己從來沒有太多經驗煮食物，可
能跟一般人一樣，只懂煮一些即食麵
或煲湯，所以要煮一個髮菜丶冬菇丶
蠔豉丶生菜的餸菜，完全想像不到可
以怎樣完成，但經過母親的教導，總
算成功把這個賀年菜式弄了出來。
而且因為童年時候過年，最開心除

了可以放肆地跟家人一起打麻將之
外，最喜歡就是打開全盒吃裡面的糖
果，再者，傳統的中國人社會裡，全
盒代表闔家平安丶齊齊整整的意思，
所以我也在唐人街買了一個全盒回

家，當然也購買了一些賀年糖果放進
裡面，可能你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
外國仍要傳承這個傳統？但因為我覺
得雖然身處在外國，思想也比較西
化，但也不應該忘記傳統中國人每年
過農曆新年的習慣。
說到全盒裡面的糖果，可能你會想

像到我應該購買很多西方的糖果，但
其實因為可能以前童年的時候，母親
也會買一些較傳統的糖果放進全盒裡
面，包括：糖椰絲丶糖蓮藕丶糖蓮子
及糖冬瓜，當然還有紅色及黑色的瓜
子，所以我也希望尋回這些舊有的傳
統，也在唐人街買了這些東西慶祝農
曆新年。
當我把這些食物放進全盒裡面，看

着自己的房間，因為以前只租住一間
房屋裡面的一個房間，有着這些傳統
的物件，總算是增添了一些節日氣
氛，可能我這個動機的最大原因，希
望不會因為身處外國過着農曆新年而
感到寂寞，所以回想起以前曾在外國
過新年的日子。其實都很有趣，而這
個傳統由我十幾歲到外國求學至今，
仍然保存下來，
所以我每年在香
港過農曆新年的
時候，仍然會循
着這個傳統過新
年。
祝大家雞年進

步，身體健康！

如何在外國過農曆新年
潘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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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糖果盒。
網上圖片

■空氣淨化器。 網上圖片

■符號「/」，是指沒有固定
長工而是做很多份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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