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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勞動節快樂

港大為中國而立
香港大學近年

風波不斷，「學
生事件」層出不窮，港大人對港
大自然有情意結，不願改變或害
怕改變，但港大為誰而立？卻是
多年困擾港大人的問題。

作為當時東南亞唯一以華文為
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並由華裔
捐資建立的南洋大學創校宗旨是
「為馬來亞而立」，同樣位處東
南亞的港大當年創校卻開宗明義
「為中國而立」。這是時任港督
盧吉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
當年在港大奠基禮上說的。

這位香港第十四任總督來港履
新時，就明確提出香港需要建一
所大學的構想，並積極聯絡紳
商。總督明言「想通過這所大學
將偉大的帝國和殖民地連在一
起」，但他同時說：「我們一方
面竭力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好的教
育措施，同時也伸出友誼之手以
讓中國學子們無須遠渡重洋前往
歐美接受教育，免了去民族化的
風險。」

自稱曾為「大英帝國擴張的一
名小卒」盧吉還說，現在不再活
在戰爭的時代，而是一個發展的
時代，「和平取得的勝利不低於
戰爭。」他顯然是想以高明的
「軟實力」爭取民心，也表示了
他的文化自信。

當日，兩江總督張人駿和兩廣

總督袁樹勛雖因事忙未出席，但
派了代表魏瀚在會上致辭：「中
國向為好學之邦，當然，中國並
未亦步亦趨於西方所走的方向，
而是穩定緩慢地沿着中國傳統的
道路發展，努力達到中國價值觀
中最理想的目標。」

可見，港大「為中國而立」並
不是今日的政治要求，也非回歸
之後的「政治正確性」，而是早
在百年前創辦的宗旨。只是，百
年前的港大是一間位於香港的英
國大學（A British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or China），其目的
是向中國學生介紹英國文化，所
以，盧吉曾經極力反對用中文授
課。

那麼，在政權移交二十年後的
港大將如何「為中國而立」？這
是今日港大諸公要思考的。

而香港也沒有強勢者如李光
耀，正如王賡武所說，香港也不
需要李光耀。「香港不需要一位
國家領袖，這個開放城巿需要
的，是一些深愛及明白她的人，
令她成為中國更重要部分，叫內
地人欽佩與尊重。」

百年悠悠，如今香港已是中
國的香港，今日中國已不同往
日，而是走向全面的開放，「為
中國而立」顯然要賦予新意，在
西方文化和東方價值觀找尋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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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勞動人
民 都 高 興 的 日

子，5 月 1 日國際勞動節快將到
來。香港今年的勞動節加上周末
假期，以及相隔一天的佛誕節假
期，如果打工仔請假一天，便可
擁有一個不短的假期，可媲美內
地的五一勞動節黃金假期。

擁有四十一萬名會員的香港工
聯會，是會員人數最多的愛國愛
港團體。回歸以來，力挺中央
「一國兩制」和擁護香港特區政
府依基本法施政的中堅力量。

工聯會領導是一位女強人林淑
儀會長，她是工聯會資深領袖鄭
耀棠的得意門生，她的夫婿是立
法會議員、暱稱「象哥」的黃定
光，堪稱門當戶對的愛國家庭。
工聯會一眾領袖積極參政議政，
積極為工人謀福利，因而隊伍日
益壯大，甚獲勞動人民的支持。
勞動人民簡稱打工仔，其實打工
仔有男有女，有「白領」、有
「藍領」，還有專業人士例如會
計師、律師等等。

本港假期以學校假期為最多。
至於公眾假期（紅色假期）與勞
工假期卻有分別。公眾假期為17
日，而勞工假期相差 5 日。為
此，最近多個工會團體爭取當局
將勞工假期定為 17 日，「藍
領」、「白領」皆平等。工聯會
認為復活節、佛誕、聖誕節翌日
少了五天假期，認為對他們不公

平。另一方面，打工仔多了五天
假休息之餘，釋放消費力。問題
是在另一方面，資方可能認為增
加了營商成本。勞資雙方共坐一
條船，有關最低工資的提升或降
低，有關假期的多少，勞資雙方
相信會以平常心、公平態度取得
共識。

勞動人口有男有女，在香港受
教育、在職場就職講究平等。然
而，女性多以家庭為主，持家與
管教子女，要爭取在社會就職，
就必須解決家裡的問題。為此，
家務助理至為重要。現時，在香
港本地及外地的家務助理釋放了
很多女性勞動力，增加了社會生
產力。僱主特別愛請來自印尼或
菲律賓的傭工，不過，近年因勞
工短缺，僱主要求質素也提高
了，看來女性爭取在職場服務比
以前有困難。

最近，當局批准柬埔寨外傭來
港做家務助理，料要經過一段時
間培訓，學習廣東話及烹飪，否
則難與菲、印傭工分一杯羹。雖
然，長期以來香港僱主都積極爭
取內地傭工來港作業，可惜未有
圓夢，未知何因。

新一屆特區政府林鄭組班，當
有一番新人事調動。傳聞很熱，
羅致光將掌勞福局，空穴來風，
未必無因。

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人人快
樂！

最近，我趕着出版一本
書，現在是最後修改增刪

的階段。由於書中的內容涉及到新界歷
史、習俗文化和原居民的權益，因此我特
別的謹慎。翻閱檔案資料、參考相關書
籍；既要有胡適之先生所說：「有幾分證
據說幾分話」，也要大膽假設，小心求
證。所以寫書的過程異常艱辛，肩上的壓
力也特別大。

但是每當我一想起「十年辛苦不尋常，字
字看來皆是血」，立刻又有了力量，畢竟我
沒有曹雪芹般的辛苦。我佔用了家中大部
分的空間擺放這些「工具書」，尤其是這
段期間，我停下手邊所有的工作（所謂閉
關），專注於這一件事情。

當一個人全情投入某一件事情，其中既
有苦也有樂！人生何嘗又不是如此呢？關
鍵在於，你看事物的角度。因此我深信曹
雪芹在字字看來皆是血的十年寫作過程
中，也樂在其中。

原居民的丁權，儼然已成為我們嚴重的
社會問題。隨着香港的土地愈來愈少，人
口愈來愈多，原居民的丁權，成為香港所
有市民的眼中釘、心頭刺，以去之為一大
快！可以說，丁權成為了社會公敵。當全
城人都隨着梁特首四年前的口號「大家一
起找地！」社會普遍的聲音，是年輕人無
法上車，而原居民可以坐擁一間2,100呎
丁屋，實在讓人眼紅。

若干年前，我曾經到新界地政處辦事，
聽到某地政官員憤憤不平地說︰「為什麽
我沒有！原居民有？」由此可見，丁權問
題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了，從我寫的這本

書，可看到點端倪。
此話怎說呢？拙書寫的明明是原居民的

傳統文化，而社會關心的話題卻是丁權、
丁屋。我承認即使是歷史學者看問題，也
無法跳脫他自己的生長背景。舉一個簡單
的例子，單就香港史，內地學者、西方學
者或是本港學者，寫出來的觀點就有不
同。

作為一個長期關心新界的文化人來說，
我想表達的是「不知史，絕其智；不讀史，
無以言」，在我翻看陳舊的檔案資料裡面
發現，自從有了丁屋政策之後，香港社會
反對的聲音，可謂無日無之；而它為什麽
仍然存在着？從過去的殖民政府到現今的
特區政府，依然執行這個屬於新界原居民
才有的權益。簡單地說，就是因為歷史。

在此拙書出版前夕，望着案頭成山成海
的檔案和參考書籍，想起「風聲雨聲讀書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
心……」我想着，香港社會人才濟濟，可
不可以想出一個雙贏的方案，既可滿足香
港市民住屋需要，也可延續新界原居民的
丁屋政策。

畢竟安和樂利的社會，是我們所追求
的。

意大利一百一
十七歲人瑞艾瑪莫

拉諾，生前說她一生的飲食習慣
以多肉少菜為主，這話算不算石
破天驚 ?

可試猜度一下莫拉諾有多少影
響力？得調查一下全世界每個家
庭早前看過這則國際新聞之後，
晚餐會不會都比平日多添了大魚
大肉，還有為保健康的素食主義
者，會不會開始心思思打算改變
一下他的飲食計劃？

多肉少菜這個非主流說法，要
不是來自那個活生生的壽星樣板
親自面證，也不容易取信眾多飲
食衛生鐵粉；更可怕那個肉食革
命家還說她主菜裡頭包括生肉碎
呢，那不是比多吃肉更具高度危
險性？專家提議每星期吃三隻
蛋，她老人家每天已經吃了兩隻
熟蛋加一隻生蛋，算一算她一生
比平常人吃肉吃蛋食量多出的倍
數，一生食福數字便已超出二百
歲有奇了。

可是她再多說什麼驚人的飲食
習慣都不管用，誰沒有她的先天
免疫扺抗能力，要跟她吃上三五
年，相信輕則百病叢生，重則可
能已蒙主寵召了。

原來老人瑞得天獨厚先天基因
超人，家族中人亦多長壽前輩，
縱活不到人瑞壽數，平均等閒也
多活過九十多歲，誰有意接棒實

踐她的多肉少菜理論之前，還是
先行查查家中族譜，看看先祖父
輩出過多少壽星，否則多吃了
肉，還是先問自己，受得了還是
受不了，BMI有沒有超標，膽固
醇和血糖是否正常，血管心臟，
是否負荷得來，不然還是乖乖信
任醫生，健健康康開開心心過過
少吃多滋味的日子好了。

而且老人糊塗，說話不能作
實，腦慢口快是常有的事，多菜
少肉說錯多肉少菜也不出奇，而
且有些老人本性愛促狹，喜歡跟
大家開開玩笑，故意一本正經說
些有違常理的話取悅自己，你相
信她，她就暗裡偷笑。

不過與其相信多肉少菜的莫拉
諾，不如相信牙買加與她同年同
壽的布朗，她一生除了不吃豬和
雞肉，亦無偏食習慣，看樣子就
比莫拉諾健康踏實得多，是嗎 ?

少菜多肉的人瑞神話

這一陣子忙於自己編劇和製片
的電影後期剪輯，幾乎所有的社

會活動都被我拒之門外，但是接到朋友的電話邀
請，讓我參加他獨立製片和導演的公益紀錄片
《孤獨人生》的分享會，我卻不假思索地應了。

乍暖還寒的周末，一百多人擠在鹿丹村「深港
影視創意園」小小的放映廳裡，屏息靜氣地看完
了片子，現場一片沉默。我這才第一次聽聞了一
個關於自閉症群體的故事。之後又欣賞了由五位
自閉症男生組成的愛特樂團表演的電子琴合奏
《山歌好比春江水》。在台上演奏的時候，他們
是一群音樂的精靈。

分享會不過短短的兩個多小時，面對影片中主
人公貝貝的成長經歷，以及觀影後貝貝的父親和
各位嘉賓對自閉症的探討，我的眼眶始終是濕潤
的，不單單是因為眼前的感動和震撼，也是因為
他們給我帶來的一份遙遠的回憶。

很小的時候，我鄰居家有一個小女孩，不愛說
話，也不愛和人交往，並且不上學，唯一喜歡的
活動便是像雜技團的演員一樣下腰，把自己彎成
一道拱橋，讓她認為是朋友的幾個孩子在「拱
橋」下鑽來鑽去地玩。那時候大家都喊她「傻
子」，並未意識到那其實就是自閉症。當然，不
管她是不是「傻子」，我們幾個能夠有資格鑽
「拱橋」的小朋友都很喜歡她，並且特別羨慕

她，因為不是人人都能夠下腰，能夠把自己彎成
一道拱橋的。

到了今天，科技進步了，資訊發達了，自閉症
才逐漸地為人所知。自閉症也被稱為孤獨症，它
是廣泛性發育障礙的一種亞型，主要表現為不同
程度的言語發育障礙、人際交往障礙、興趣狹窄
和行為方式刻板，起始於嬰幼兒階段，以男性居
多。如果沒有特意聲明的話，愛特樂團的五位男
生與尋常孩子無異，他們都容貌清秀，面帶笑
容，舉止得體，就連所謂的常人覺得最難的群體
配合也都輕而易舉地完成了。看上去有所區別的
是導演爆料所說的，有的孩子喜歡坐電梯，一層
一層毫不厭倦地坐，有的孩子認為電子琴有電，
開始的時候根本不敢去摸電子琴。如此看來，這
也不失為一種天真。有的人在生活中為了讓自己
顯得可愛，努力地扮天真，而這些孩子卻是生來
天真，並受上天的眷顧，永遠保有他們的天真。

其實天真和天賦在這些孩子身上是並存的。帥
哥湯告魯斯主演的電影《雨人》中的哥哥雷蒙·
巴比特就是一個自閉症患者，他同時也是一個有
着超強記憶力的天才。畫家梵高也是眾所周知的
孤獨症患者。或許我們不該稱他們為「患者」，
他們只是自閉者和孤獨者，他們自有一個屬於自
己的純粹的簡單的世界，他們滿足於自己的世
界，而不屑於和塵世間的俗人交流。

我的朋友正是導演李海藝，他用了整整四年時
間去拍攝這部紀錄片，在沒有多少社會投資的情
況下，持之以恒地記錄拍攝了一群自閉者的成
長、生活過程，以及他們在父母的幫助、帶領下
戰勝自己的內心所參與的公益音樂會……作為一
個拍攝者，李海藝從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善良
是生命的本質，而不是一種選擇」。

其實對於所謂的正常人而言，我們絕沒有理由
去居高臨下地看待這些自閉的孩子，在今天的日
常生活中，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的現象卻是這樣
的：地鐵上，公車上，每個人都抱着一部手機低
着頭專心致志地看着，機械地重複着手指滑動屏
幕的動作；甚至在家裡，至親至愛的人也早已失
去了彼此間的交流，各自癡癡地盯着手中的手
機，成了真正的自閉症患者。我的電影裡也有這
麼一段低頭族的場景，我寫了一段旁白：手機牢
牢地綁架了他們，他們冷漠地緊靠在一起，彼此
之間是無法丈量的疏離。

在我看來這些活得很純粹的孩子，他們猶如天
上的星星降落凡間，一人一個世界，獨自在塵世
閃爍，所以他們應該是「星星的孩子」。由於他
們的簡單和純粹，他們也能發揮自己的能量組成
星河。

自詡為正常人的我們，卻是孤獨地聚在一起，
彼此間比星星們還要疏離。

星星的孩子

赤膊物語

香港人假期外遊的同時，外地遊客紛至
香港，以前來港的遊客多集中市區購物和

美食，近年則多了來港行山遠足。
假期到「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走了其中一截，只是

西貢火山岩園區的萬宜地質道，近距離觀看八角形岩柱斷
層、彎曲岩柱和近距離觀看海蝕洞等自然奇觀。因為是家
庭遊，所以採取易達法，先在鑽石山地鐵站的商場午膳，
然後在地鐵站旁乘搭巴士，在北潭涌下車，轉乘綠的進入
萬宜水塘的東壩。山徑沿途行山客，有浩浩蕩蕩的內地制
服隊伍，孭着背包步行。我們安坐的士去行山，實在有點
慚愧。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地質公園，由西貢火山岩
園區和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組成，兩個園區內分別展示了
「火山岩」和「沉積岩」兩個地質學的重要主題，對熱愛
自然景觀的朋友實是吸引，難怪也吸引了大批內地遠足人
士。內地人喜歡到香港旅行遠足，因由有多種。首先，香
港的遠足路徑設計完善，包括港島的「港島徑」、縱貫港
島九龍新界的「衛奕信徑」、新界的「麥理浩徑」及大嶼
山的「鳳凰徑」，都吸引不少內地遠足人士。當然，香港
東部的「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更是焦點。

第二，香港的遠足徑安全，路標明確，包括方向、目的
地、距離和行程所需時間、求救報警系統，在行山徑都有
標示。而且，亦有郊野管理員和警員巡邏。

第三，香港遠足徑的地圖詳細，地政總署測繪處出版的
郊區地圖，彩色印製精美兼防水，還有車船等交通資料，
只要對地理地圖稍有知識，一圖在手，便可以縱走幾大遠
足徑了。

第四，海灘及郊野公園都有指定露營點和燒烤場地，海
灘還有沖身設備，內地客可以紮營，省卻昂貴酒店開支，
行走行山徑和郊野公園不需費用，不似內地一些沙灘需付
入場費。

香港的寶物不少，有些港人天天喊「本土」，但他們對
本土的認識又有多少？

內地行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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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書前夕的日與夜》

赤膊這個詞實在是欠雅，它總讓人想到赤膊
上陣，大打出手；總讓人想到俗不可耐。可赤
膊這一生活現象，在我們這一帶，卻是夏日常
見的一道風景，並是男性的專利。
我國有三大火爐「熱譽」的城市，分別是重

慶、武漢、南京。我們揚州與南京，僅一江之
隔。在盛夏，論酷熱的程度，不亞於南京，只
是城市知名度的差異而已。盛夏時節，強烈的
陽光照得人兩眼都睜不開，火辣辣的光束照在
身上，跟灼燒的一樣。時間一長，皮膚還有點
隱隱灼痛的感覺。此時的氣溫，室內能達到
38℃，甚至還高一點。桌椅傢具的表面溫度，
比人的體溫還高，熱得有點燙人。室外的氣溫
更是攀高不下，能達到40多度，將近50度。
那熾熱的陽光能把人曬得脫水，曬得中暑。
此時此刻，知了在枝頭使勁地鼓噪，狗在牆

角拚命地吐着舌頭。這時的柏油路全都融化
了，就像融化的狗皮膏藥一樣。遠遠看去，整
個路面，騰起一陣陣的熱氣，是朦朧的白，還
有點幽幽的藍，嫋嫋騰騰的，跟煙跟霧一樣。
走在這樣的路面，稍稍大意，鞋子會被黏住。
搞不好還能鬧出笑話。我有個嬌小的同事，她
的鞋就曾被黏過，拽了半天，後跟都拽掉了。

這樣的天氣，讓人熱得煩躁不安，六神無
主。此時男性最好的、最傳統的納涼方式，就
是赤膊。大白天，放眼望去，牆旮旯、樹蔭
下，只要稍為陰涼點，通風點的地方，到處都
是赤膊的男人。不僅老的赤膊，少的也這樣。
有的躺椅上一仰，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似夢
非夢，快活極了；有的圈椅上一倚，吮吸着紫
砂壺裡的香茶，不時悠閒地抽着捲煙，這個日
子真跟小神仙一樣；有的四個人朝下一坐，甩
場80分；還有的兩人打對面，來盤象棋。

居家處室，一般的男子都是赤膊的，方便，
痛快啊。要是碰到做飯炒菜、拖地板等家務
活，個個忙的是大汗淋漓，整個人就像蒸過桑
拿一樣。赤膊的好處，身上一旦有汗，可隨手
拽塊毛巾，隨時揩擦，方便。我有個熟人，還
是市裡某個部門的頭面人物，別看他外出總是
衣冠楚楚，風光無限。其實在家，他還是赤膊

一族，還廬山本來的面目。至於平民百姓，基
本上還是保持內外一致的。在我們這裡，赤膊
者還有道別樣的風景，他們的肩上都要擔塊毛
巾，半潮不乾的。一出汗，隨時一扽，臉上揩
揩，身上擦擦。碰到水龍頭，還可隨時沖洗。
還有一種人，專門把毛巾順長疊成兩道或四
道，朝手腕上一繞，跟體操運動員的護腕一
樣，也是隨時揩擦的。這種做派，姿勢足點，
講究點。最有趣的是一些「小把戲」，也學着
大人的模樣，肩上也擔塊毛巾，假模假樣。走
起路來是搖搖的，一派老資格的模樣。
到了夜晚，也該涼快些了。如若有風，還不

錯，通常仍是悶熱難當。有句成語叫做吳牛喘
月。我們江蘇，春秋時期屬吳國，「吳」的大
概念是指江南一帶。這個成語的意思是說，吳
國等地太熱，以至到了夜晚，炎熱不減。那些
水牛雖已浸泡在水塘，看見月亮，仍是「心有
餘熱」，還在不停地喘息。
在這樣的夜晚，吃了晚飯，洗完澡，好多人

赤着膊，蒲扇一抓，板凳一搬，朝自家門前的
空地一坐，三五個人談古說今。一直說到瞌睡
蟲直爬，眼皮千斤重為止。還有一些赤膊一
族，乾脆夾張涼席，哪裡風涼，就往哪裡跑。
大凡花園、操場、橋頭、路邊、甚至是房頂，
凡是空曠點的地方，通風點的地方，全是人。
只見他們橫躺的，豎臥的，鼾聲一片，美夢遍
地。其實世上任何生活習慣都與觀念相關，並
受其左右。我們這裡有句俗語，叫做「着急人
受傷，淌汗爛衣裳」。過去人們錢又少，加之
什麼物資都緊張。衣物不僅要錢買，加之洗起
來又要肥皂，又要水，既麻煩，又要出汗。省
錢省布的良方就是赤膊，既痛快又省事，這是
一舉兩得的好事。其實赤膊也是一種傳承。

北京人喜歡把赤膊者叫做膀爺，這話好聽
些。至少是中義詞，還有點褒義。但隨其稱呼
怎麼改變，其內涵是永恒的，是不變的。盛夏
時節，這些膀爺遍及北京的大街小巷。看來追
求舒適是人的本性，哪裡都一樣。前些年，北
京有人將神態各異的「膀爺」形象拍攝下來，
還在媒體曝光。我覺得有點上綱上線了，有點

小題大做了，大可不必。還是不要亂扣帽子，
亂打棍子為好。關於赤膊，記憶最為深刻的
是，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時值炎炎的盛
夏，各種比賽的看台上，盡是赤膊的男性看
客，這也成了雅典的一道特殊景觀。大庭廣
眾，正在電視直播。那些看客，神態自若，旁
若無人。其中雖是希臘人居多，肯定也不乏其
他一些國度的看客。由此看來，赤膊也是一種
國際現象，它不分種族，不論膚色。人們追求
舒適、痛快的本能是一致的，是沒有國界的。
我看雅典對赤膊這一生活現象，要比我們寬鬆
得許多。既沒人過問，更沒人指手畫腳。
赤膊有時還可成為做騷的手段。有一年香港

某歌星在成都演出，為煽情，這位老兄一時興
起，隨手脫去衣衫，赤裸着上身，邊唱邊舞。
惹得現場的觀眾是一陣陣地狂呼亂喊，尤其是
女性觀眾更是亢奮地尖叫。赤膊有時還帶有宣
洩的作用。過去看「德甲」、「英超」、「意
甲」的球賽，包括世界盃。每當進球，那些功
臣便立馬脫去球衣，赤裸着上身，一路奔跑，
一路狂呼。這時整個球場都沸騰了，觀眾對其
壯舉，更是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和吶喊。赤膊
概念外延的拓展，這大概也是一種與時俱進的
表現。說到赤膊，不由想到魏晉時期的劉伶。
這位老兄也太過分，狂飲濫喝，醉後竟在家

中赤身裸體，一絲不掛。他還宣稱以天地為
房，以屋舍為衣，這位老兄真逗。不過這是各
人的自由，只要不犯法，誰也不好橫加干涉。
但他這舉動，用今天的話來說，污染了人們的
目光，尤其是女性的目光，在精神文明上欠缺
了許多。他的舉止用那個時代的話來說，叫做
任誕，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叫做任性、狂放。劉
伶的出格舉動，千古少有，還是不要模仿的為
好。他畢竟是狂生，狂士。

說實話，我是崇尚自然，熱愛自由的人，也
是赤膊主義者，不過內外還是有別的。每當外
出作客，衣着還是鮮亮整齊的，尤其到社交場
合，更是要注意形象的。這是對別人的尊重，
也是對自己的尊重。愚以為，做任何事情都要
講究個場合，講究個尺度，不要逾越的為好。

■新界鄉議局舉辦捍衛原居民合法傳
統權益聲討大會。 作者提供

■多吃菜對身體好，是嗎？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