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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年春節，大吉大利，辛苦了一年的人們
也該好好享受一番。春節是盛大而傳統的節
日，不隆重不熱烈就是傳承不到位，直接對
不起老祖宗們。過新年，穿新衣，首先要裡
裡外外打扮起來，穿出自信心，走路長帶
笑。再就是品嚐美味佳餚，吃出好心情，來
年好事多。
過年吃的飯必須是最上檔次的，招待親朋

好友的同時，也犒勞犒勞自家人的嘴巴。雞
鴨魚肉首當其衝，瓜果蔬菜充當配角，來一
個全面開吃。從雞鴨魚肉這幾個類別的排列
順序來看，雞的地位非同小可，那簡直是當
仁不讓打頭陣。若是在戰場上打頭陣，雞們
也會鬥志昂揚，威風凜凜（我小時候見過鬥
雞的場面很激烈）。可是，這是在餐桌上，
是要被捲入舌尖的，好可憐的雞喲！

雞，柔順乖巧，體態玲瓏，雍容嫻靜。該
產蛋的產蛋，該報曉的報曉，絕不偷懶，人
畜無害。按理說，人們應該善待雞，不去為
難牠們才對。可是，滾滾紅塵，諸多老饕，
卻對牠們毫不留情。若不是雞們繁殖速度夠
快，估計早就被趕盡殺絕。

雞為什麼被大量宰殺呢？人活一張嘴，雞
的味道美。竊以為，味美只是一個表面原
因，真正的原因是因為雞們弱小可欺。「手
無縛雞之力」，雖然說的是人連綑綁雞的力
氣都沒有，不也側面烘托出雞的力量更為薄
弱嗎？「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不正是說明
雞的卑微無助嗎？
如果不受外界侵害，讓雞們自然生長，據

科學研究，雞的壽命會高達二十年。現在人
為了口腹之慾，哪裡管雞的死活呢！讓雞們
實現高齡化注定是一個夢想。說起自然生
長，我猛然想起來一個雞報恩的故事。這個
故事爺爺給我講過，奶奶給我講過，可以算
作是爺爺奶奶講的故事系列之一。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愛養雞的老婆婆養了

好多隻雞，漫山遍野，數不勝數。為什麼陣
容如此強大呢？哦，那是因為老婆婆是個相
當善良的老人，從不殺生。雞生蛋，蛋生
雞，久而久之，老婆婆就成了當地的養雞專
業戶。她養雞，母雞專司下蛋咯咯咯，公雞
專司報曉喔喔喔。雞們平時沒啥事，就在山
上郎情妾意或者刨食昆蟲。在老婆婆的庇護
下，雞們活得悠遊自在，格外幸福。有人出
高價來買雞，老婆婆堅決不賣。不是不差

錢，而是把雞當寶貝啦。
話說有一天，正是麥收季節。老婆婆家的

小麥豐收了，黃澄澄的麥子曬了一院子。忽
然，附近山上的雞們蜂擁而至，都來啄食麥
粒吃。老婆婆拿起棍子過來趕，一時趕不
走，急了眼，只好招呼家裡人都來趕。當老
婆婆家裡人都跑進了院子裡的時候，只聽
「轟隆」一聲，房子倒塌。

看看，關鍵時刻，雞們知恩圖報吧！其
實，古人早就知道雞是良禽。據訓詁書《爾
雅翼》記載，說雞有五德︰「首戴冠者，文
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前敢鬥者，勇也；
得食相告者，仁也；鳴不失時者，信也。」
這是智慧的總結，英明的表彰，眾雞們的真
實寫照。
今年是雞年，辛苦了一年的雞們，也該過

個好年。為了不讓牠們提心吊膽，這個雞報
恩的故事，我準備四處散播一下，如果不能
有效阻止人們殺雞，那就退而求其次，希望
善良的你，今年少吃雞。倘若大家無動於
衷，我還有個雞報冤的故事進一步警醒世
人。雞報冤也是爺爺奶奶講的故事系列之
一，說白了，就是雞報恩故事延伸出來的另
一個版本。
話說，自從雞們拯救了老婆婆一家之後，

那真是聲名遠播，名聲大噪。有一個二混子
李四知道了老婆婆在山上養了一群雞，立刻
垂涎三丈。這傢伙，在別處偷雞摸狗久了，
經驗特別豐富。他先去人家麥地裡偷來麥
子，把麥粒混進二鍋頭裡，泡了一宿。隔
日，來到山上，撒了一地麥粒。這些散養的
雞們素無防人之心，有幾個不諳世事的新生
代童子雞吃了麥粒之後，猶如小憩一般醉臥
在那裡，紋絲不動。李四不費吹灰之力拿走
了雞。如此輕而易舉，李四上了癮。於是一
而再，再而三來偷雞。老婆婆也沒覺察出
來，可見她養的雞群體之龐大。
大約兩年之後，李四估計也吃了幾百隻

雞。這天，李四走在大街上。有個人吃驚地
叫起來：「我說李四，你是咋了。臉上怎麼
全是雞毛？」李四哭喪着臉，低下頭。這
下，脖子露出來了，烏泱泱一片雞毛。李四
瘙癢無比，四處求醫無果，死得相當憋屈。
人們知道了，都說這是遭了報應。
或許有人會問，雞不是有五德嗎，應該以

德報怨才對呀？兔子急了還咬人呢，雞急

了，賞偷雞賊全身雞毛，難道過分嗎？不管
是雞報恩，還是雞報冤，都是故事裡的事。
故事勸人向善，正能量多多，主旨是好的。
藉着雞年，講這兩個故事，讓雞們揚眉吐
氣，得意一把，不是很應景嗎？

不妨再說一個應景的事。前幾天，有個文
友和我微信交流，她說準備寫一篇關於雞的
文章。她去年寫了一篇猴的文章，前年寫了
篇羊的文章。雖然沒發表在紙媒，在論壇
上，卻收穫了一批粉絲狂頂。今年，想讓我
指點下，也來個雞年說雞。說實話，我這點
水平，屬於對文字一知半解那個範疇。又不
好駁人家面子，只好說，你寫好我幫你把把
關吧。她一高興，把她的素材洩露給了我。
古時候，有個官員很會斷案。有一天，他

的衙門前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隻老母
雞，說是他家的。女的伸手來搶，非說是她
家的。這個官員問女的，既然你說是你家
的，那請問你來之前，給雞吃什麼了？女的
說剛餵完小米。官員又問男的，你呢？男的
說餵大豆了。
文友講到這裡打住了。她問我，你說這位

官員將會怎樣斷案？我不假思索回答，要是
現在發生這樣的事，可以抱着老母雞去醫院
做個B超。在古代嘛，只能找個觸覺很靈敏
的人，伸手摸摸雞嗉囊，要是鼓鼓楞楞，凹
凸有致，就說明吃了大豆。感覺顆粒不明
顯，平平展展，就是吃了小米嘍！
我以為這回答夠機智的，沒想到官員更

絕。文友公佈的答案是：這個官員找來手
下，拿來一把刀把雞宰了。剖腹仔細驗看，
確定雞吃的是小米，就把雞給了那女的。我
一聽就笑了，案子斷了，雞遭殃了。這無異
於殺雞取卵，應該是下下之策。可是文友告
訴我，這個故事有據可查，出自一本叫《智
囊》的書。
說實話，我不認

為這位官員是智慧
的。他無視雞的生
命，斷案速度再
快，我也不給他點
讚。站在雞的角
度，如果發生「雞
案」那一年恰是雞
年，那他更應該受
到輿論譴責。

功課繁重誰之過？

白宮的非常時刻
一月二十日是美
國新總統特朗普首

次走進白宮的時刻，而這一天在原
總統奧巴馬一家乘車去參加新總統
就職典禮前，作為總統官邸的白宮
什麼東西都不能動。
再要接着說，當特朗普真的走進
白宮以後，他的西裝會掛在他的衣
櫥裡，他個人的照片會擺放在收拾
妥當的桌子上，他的牙刷會與洗手
間裡他最喜歡的牙膏放在一起；與
此同時，奧巴馬曾經非常喜歡的邊
緣印有美國多位前總統名言的地氈
已經不見了。在那地方重新鋪就
的，是特朗普所喜歡的一張邊緣以
線條裝飾的金色地氈。實際上，不
僅是這個地方的一條地氈，整個這
個橢圓形的總統辦公室，特朗普都
用自己最喜歡的金色換下了奧巴馬
所喜歡的棕紅色，這裡的主色調已
然頗具特朗普色彩了。
小狸注意到這一點時，剛上任的
新總統特朗普已經把剛卸任的奧巴
馬執念的全民醫保法案、TPP什麼
的都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反轉，震
驚世界，以至於地球人似乎都在說
這兩位美國大佬是如何如何的不
同，等等。但小狸卻從這兩位美國
大佬上述於「白宮的非常時刻」所
進行的無縫交接中感慨良多。
上述的完美交接僅僅用了六個小
時。早在一月十六日，白宮前大總
管斯蒂芬·羅尚就向「鐵打的」白宮
常駐人員說過：「整個白宮必須是
新來的家庭要求的樣子。」但他也
同時向他的下屬們明確表示，儘管
奧巴馬一家顯然都明白這是他們在
白宮生活的最後一天，但要特別小
心，確保第一家庭仍有在家的感

覺。羅尚說，誰也不想讓離任總統
「感覺自己是被趕出去的」。
小狸對這位羅尚先生的此言此行

實感敬佩，並進一步注意到，這位
退役的海軍少將從二零零七年到二
零一一年時也負責管理這座總統官
邸，其中包括二零一一年一月喬治
布殊（小布什）與奧巴馬兩位總統的
交接——羅尚對那一次「白宮的非
常時刻」記憶猶新：「老實說，這
是一個淚崩時刻，因為就像失去朋
友一樣，不僅僅是僱員和僱主。」
這位周到又人道的羅尚先生真是

一位稱職又出色的白宮總管。實際
上，像這樣的白宮總管在美國歷史
上還有很多，例如︰一九三一年至
一九五三年擔任白宮總管的阿朗
佐·菲爾茨曾經說過，「從一位總統
到下一位總統的過渡就像死亡一樣
突然，我們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
好一切有關兩位總統、兩個家庭的
全部交接工作。」
小狸由此更加感覺，這些白宮總

管們雖然不是美國大佬，卻可以稱
之為白宮大佬。而在白宮的非常時
刻，有這樣的大佬在，相信任何美
國大佬都不能把白宮怎麼樣。因
此，人們還是應該對底蘊深厚的白
宮抱有深切的希望。

20172017年年22月月6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采  風A23 ■責任編輯：葉衛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反對派」組織
一批家長與小學生

到立法會大吐苦水，強調學生一天
到晚要做大量的家課，然後要求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為許多學生自殺而
引咎辭職。學生每天要交給學校老
師的家課超逾十種以上，因而沒有
足夠時間休息和玩遊戲，算是「教
育制度」出了毛病，算是「家課殺
學生」，於是要問責官員「落台」
以平息「民憤」。
好了！今天砍了一個吳克儉，會

不會還有千千萬萬個「吳克儉」？某
家「名牌小學」安排學生每天交十
種不同的家課，都是「教育制度」
規定的嗎？都是「吳克儉」責成學
校的校長和教師遵從嗎？今天換了
一個教育局局長，明天全港學生就
不必每天交十種以上的家課嗎？
說穿了，小學生家課超負荷，主

要原因是學校當局有這個要求，這
裡講的當局是指管理學校的辦學團
體、校董會，以及直接負責日常教
學運作的校長和教師。
「名校」家課多而「不名校」家

課少，這在香港是眾所周知。小學
生家課多到令人發瘋，則「半由家
長半由師」。有個別家長百計千方
要讓子女入讀「名校」，你明知
「名校」的要求高，然後抱怨家課
多讓小孩吃不消，這該算是「明知
故犯」還是「不自量力」？至於有
家長向學校抱怨家課過少也大有其
人其事，問題出在哪裡？
至此可以筆鋒稍轉，再從另一個
角度探討學生自殺的其他原因。教
育當局因應學生自殺日多而成立了
些專家組織深入研究，以圖對症下
藥，有報告說學生自殺不全關教育

制度，然後就有家長學生到立法會
要吳局長下台的一幕。
實情是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調查

都必須從相同個案之中找出相同和
相異之處。幾十個學生自殺，半由
學業，這是同；有大學生、中學生
死於「功課」，也是同；哪家學校
的家課殺死學生，則是異！請注
意，學校的家課不是吳局長給的，
而是任教老師吩咐學生的。
有沒有誰按學校的級別（band-

ing，共三級）分類統計研究？有沒有
按學校本身為單位計算？再有沒有
按辦學團體計算？說到「教育制度」，
我們市民應當理解，現時有個別重要
的辦學團體從來都不大配合或「服
從」教育當局的指令。例如改革學
校管理委員會之類的新政策之類。
甚至出現過某個管理許多中小學的
辦學團體要挾要交還辦學權，作為
與教育當局討價還價的籌碼。
再說二零一四年的「非法佔中」

吧，有多少家學校的校長和教師，
以至多少個辦學團體有份直接或間
接參與其事？有多少家學校的師長
間接誘導、或直接帶領學生去示威、罷
課？筆者一介書生，沒有條件（無法審
查所有資料）也沒有時間去逐一分析
幾十個學生自殺個案。不過，如果
有心人可以排比一下，有沒有哪些
「名校」是學生自殺重災區，相信
對於公眾深一層了解學生自殺的主
要成因，或會有些啟發。
記憶中，九龍區某「名牌女校」

每隔幾年就有學生自殺，這會跟學
校給家課太多，對學生要求太苛有
沒有關係？
值得追查呀！

（香港教育沉疴之三）

見今天培僑畢業生升學榜，差不多大多數能
升入本港及內地以及台灣的大專院校。而香港

大學和中文大學醫學院，算是錄取新生要求較高的學系，也
有好幾位畢業同學被錄取。見學生學業成績優秀，老懷甚
慰。
憶當年港英統治時期，對愛國學校畢業生甚為歧視，明文

不作規定，但「左派」被視為洪水猛獸。大學雖然不屬教育
司規管，但即使成績優秀，也難以進入兩所大學，特別是香
港大學。我們雖然有不少早年的港大畢業生，但都是轉了幾
個彎，到其他英文書院修讀一二年，然後以他校畢業生身份
進入大專院校。像後來擔任過香港大學副校長的程介明，雖
然畢業於培僑，但卻再轉讀英文書院，並不是以培僑畢業生
進入港大的。
那時候，社會上都認為，愛國左派學校，升學只有進入內
地一途。也有不少有能力承擔出國留學費用的，轉去歐美留
學。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出了許多人才。有的在美國成為著
名的學者、專家，有的回到內地，學有所成而為中科院院
士、大學副校長等。人才是不能以政治標準來淹沒的，用政
治來打擊學術，注定要失敗的。
英國人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仍然用十八九世紀當上「日不

落國」時的那一套，也是用對亞非等殖民地區的統治的手
法。殊不知香港是中國人才匯集的地方，用老殖民主義的統
治方式，終於惹出一九六七年的抗暴事件。
「六七暴動」，香港愛國群眾有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左」
的影響的一面，領導上也犯了「左」的錯誤。但英國殖民主
義者同樣犯了老殖民主義的錯誤，中國在周恩來總理領導
下，扭轉乾坤，重申「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對港政策。
英國人也檢討了老殖民主義的錯誤，雙方都撤換了「老式

思維」的領導人，保持對雙方有利的正確政策，終於順利地
維持到一九九七年的和平回歸。
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旨哉斯言！

老懷甚慰

我經常聽人說：
「假如我沒這麼忙碌的

話……」、「假如我退休了……」、
「假如我發達了……」，人總有不少心
願，但常附帶客觀條件，至客觀條件
可行了，卻缺少了實行的毅力和計
劃，或花費時間在其他的事務上，
以至一個又一個理想落空，平凡地
過日子，空羡慕別人的成就。
法國里昂有一位神父名奈德，經
常聽教友辦告解，懺悔自己的罪
過；他也常為臨終者祝福，聽他們
總結自己一生的憾事。他最後一位
臨終教友向他懺悔：自小擁有卓越
的音樂天分，長大後卻沉迷賭博，
糜爛地過了一生，如果可以從頭
來，他一定努力成為出色的音樂
家。
神父過身後位於教堂的墓刻着他
的手迹：「假如時光可以倒流，世
界上有一半人可成為偉人！」
奈德神父最常聽到臨終者的後悔
是浪費時間在無謂或無意義的事務

上，或欠缺堅持的決心，以至把個
人的才華磨滅了，理想成泡影，平
凡地度過一生，追悔莫及。
有人空談目標，卻毫無任何計劃

和準備，至適合時間到來，便無從
開始；有些人捨不得物質生活，退
休後仍舊忙找工作賺錢；有足夠的
金錢仍想要更多；又或怕苦怕累；
捨不得為目標花費……總給自己無
窮的借口，但忘了達到自己的理想
只是對自己負責。好些人會評論別
人的成就是「幸運」，卻忽略了當
事人付出的努力、時間、金錢、犧
牲，以及對理想的熱愛，最重要是
那份鍥而不捨的精神。要達到個人
的理想，無論大小，都談何容易，
唾手可得的便非理想了。
有人批評別人是因為有天分所以

能成功，誰無天分？每個人都有過
人之處，自己最是清楚，分別在於
有否善用和珍惜上天給予的才能，
擁有和氏璧，也需要小心翼翼地打
磨，才能呈現耀目生輝的寶玉。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

根據中國人正統的農曆曆
法，二月三日晚上十一時三十

分才是正式踏入雞年，所以今日小臻仍可以向
讀者拜年，祝願大家身心健康！世界各國國泰
民安！
有幸在《文匯報》副刊寫文章絕不是為了稿
酬和佔地盤發放純個人情懷，而是希望透過這
小方塊表達一些個人對社會事件的看法，讓政
府官員了解民間觀點；宣揚一些正確的價值感
染年輕人，因為認識的都是一群發放正能量的
人，是目前社會最需要的。
在這幾天濃濃的新春氣氛體驗在互相拜年，

長輩上司派利是的時候，廿元一封利是（公
價）能令大家開開心心是值得的。不過倒發現
愈來愈多家長互相代子女收利是，原因是跟家
長去親友家拜年的後生仔愈來愈少，但長輩又
不好意思唔畀，結果新年出現除了互相交換禮
物外還互相交換利是的現象。長輩圍坐自然聊
天聊到後生仔的問題，大家都說現在年輕人不
會跟家長拜年，甚至陪他們飲茶也不願意，愈
來愈不懂孝順、尊師重道和人情世故為何物。
其實除了時代變遷外，身為家長老師是否也

有責任？有不少家長覺得「是但啦，家係咁
㗎啦」，結果愈來愈放任，變成常態；但亦有
大家族的人依舊緊守傳統家規的：守歲、團年
飯、開年飯要齊集家中，陪父母拜年逗利是；
其實家長重視，子女自然重視，培養子女身
教、家教很重要。
講到尊師重道和人情世故，現在的香港學生

和年輕人比內地的年輕人差。有在機構做主管
的朋友講，公司有來自內地和香港本土的後生
仔，他們雖然都差不多年齡，但做人處世方式
很不同，內地的年輕員工較積極進取，也懂得
人情世故，受到上司關懷賞識、嘉獎後會直接
講感激，或回敬一張感謝卡，節日會發短訊慰
問一下，祝福一下。本土出生的完全不會這樣
做，當沒事發生，恐怕講多聲感謝就被指「擦
鞋」。向老師拜年的學生更少，其實這絕對與
「擦鞋」無關，是做人應有的禮貌和常懷一顆
感恩的心。知遇之恩影響一生的，點可以不當
一回事呢。
近日剛巧睇到傳媒訪問正擔任哈佛大學Wil-

liam Caspar Graustein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教授，他講話坦白

很到肉，記得在這裡也講過，一個大學未畢業
的學生憑什麼資格選校長？當然現在由丘教授
講更有力！
丘教授直批：「一個剛中學畢業的學生，對

大學運作一無所知，學問未有基礎，何以會覺
得自己有資格選校長呢？」最看不過眼年輕人
動輒拿美國來相比，他在美國47年，從未聽聞
有一所大學可以讓學生加入遴選校長委員會，
事實上連教授也未能加入，自己作為哈佛教
授，僅獲校董會發電郵邀請表達意見，最終決
定權仍在校董會。
他又指出香港的大學生，議論政治太多，忘

卻學術本分，北大出名五四運動，但北大不是
因為五四而存在，是因為做學問而存在。哈佛
值得驕傲也是因為在文學、科學、政治及經濟
有成就，不是因為反越戰成功。離開了做學問
的精神，它再不是最高學府。香港年輕人怨缺
乏上流空間、以至買不到樓，歸咎於政府問題
都只是藉口，主因是缺乏追求崇高的理想的情
操。
希望所有香港有識之士讀懂這個有國際視野

學者的真心話。

尊師重道絕非「擦鞋」

雞年應景的事兒

當大家看着我這專欄
的時候，今天就是我的

生日。其實每年過生日也很開心，因
為得到很多聽眾朋友送給我的禮物。
當然不是因為收禮物而開心，而是

他們都刻意地記着我生日的日子，以
及花心思製作一些禮物送給我，這種
無形的支持對於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希望透過這裡衷心地多謝你們及每一
份生日禮物。
其實近年也沒有太大的意慾去慶祝

自己的生日，雖然身邊有很多朋友也
經常定期地為每一個月份生日的人慶
祝生日，但這些聚會我已經開始覺得
不想參與；不知道為什麼，但總覺得
要別人為自己抽空吃一餐晚飯來為我
慶祝生日，又要大費周章去購買蛋糕
給我，總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自從幾個月前開始，我已經沒

有再參與朋友的生日聚會，我不想因
為自己的原因而影響他們。就如之前
身邊的朋友說，要求我揀選一天跟我
吃飯慶祝生日，自己也婉拒了；其實
他們的心意都在心中，希望他們明白
我的想法，可能我是一個很怕麻煩別
人的人，而且年紀漸大，也覺得生日
沒有特別需要去慶祝。
不過童年的生日到今天仍然歷歷在

目，因為當時我的祖母不是跟我們一
起居住。但每年在農曆新年前後生日
的我，她總會記得，而且還會買一個

同樣的蛋糕為我慶祝，這個蛋糕是由
朱古力製作出來，而且可分成八份，
每一份上面也有一塊很大的朱古力擺
放着，所以到今天我仍然記得。我的
母親也曾經跟我說：「你知不知道你
的祖母其實最記得是你的生日，其他
你的兩位姊姊及弟弟，她也不一定會
記得什麼時候生日，可想而知你的祖
母是多麼的愛錫你，你要好好地孝順
她。」母親的說話我也記在心裡，到
今天我還記着，所以自從十一年前自
己的生日開始，已經不是太想特別慶
祝，因為祖母的離去，每逢自己的生
日也很掛念她，及為我特別購買的蛋
糕。
在這裡說一個秘密給你知，我有一

個習慣，當我看見一些舊式餅店的時
候，也會入內看看有沒有售賣祖母那
些年買給
我的同樣
的蛋糕，
當然我知
道這個可
能性會很
低，但總
想尋回那
些開心的
日子，及
保留着祖
母給我的
一點愛。

又到生日
潘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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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網上圖片

■特朗普與奧巴馬交談。 新華社

■大吉大利。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