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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得緊，院子裡少有行人。我坐在室內
調試電腦程序，相隔一間屋加一個樓道外的
李主任敞開嗓門喊我。這女聲十分響亮，雖
稱不上尖銳，卻大得像放炮一樣，比X射線
更具穿透力，衝開近半米厚鋼筋水泥牆的堅
硬阻擋，轟響入耳。
坐在緊閉門窗的室內，我清楚聽到了她大

嗓門的呼喊。聽她一驚一乍慣了，我並沒覺
得有什麼特別不妥。慢步走到門口，敞開門
尋找聲音來源。樓道裡空蕩得很，似乎根本
沒被聲音穿行過。我走過隔壁的門，走過樓
梯口，徑直去往李主任那科。
沒人，折返出門時看到迎面的窗外圍了幾

個同事。他們在圍着我的車看，還有近旁李
主任的車。怎麼了？我納悶。走到人群旁，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李主任的聲音又從人群
裡笑中夾雜着苦楚擠出來，「不好意思啊，
我把你的車刮了一道。」我湊過去，見車尾
燈處多了道深深黑黑的劃痕，長約五厘米。
尾燈上方，還有一道劃破了車漆表層的淺黑
色痕跡。
「不好意思，我給你錢。」聽李主任這麼

說，我沒說話，心裡還是挺鬱悶的，像是也
被車劃傷了一道。突然想到「躺槍」一詞。
我的車停在那裡，與她的車並排排列，中間
有充足的空間，怎麼就劃拉到一塊去了呢？
何況還下着雨，又不到下班時間，動車幹
嘛？李主任說小阮要出去，她的車在後面堵
着，就被告知先調調。小阮走後她想把車再
倒回原來的位置，一個沒注意，就親到我的
車屁股上。
孫國梁走過來說他在自己車旁，正洗車

呢，聽到「砰」地一聲，轉過頭來看，李主
任的車就結結實實撞我車上了。小孫的車只
距我的車十幾米，自然聽得真切。怪不得我
敞開門去李主任科路遇他時，見我一臉輕
鬆，他微笑說恐怕一會兒我就笑不起來了
呢，原來是先我一步知道了這事。
我這輛車從買來到現在，已跨過三個年頭

了，共劃傷了五次。第一次是在回村路上的
一個上坡處。村裡的路本來就窄，那個地方
停了一輛高欄貨車，車頭斜在路上。我掛着
二擋上坡速度雖然不快，到跟前時意識到直
行過不去，只得急打方向盤。北汽轎車的車
頭比一般車長些，當我急打方向時，根本沒
看到路邊被臨近一戶人家砌上的那一排用於
雨天擋水的空心磚。剎車晚了點，前保險槓
刺啦啦衝過去，折斷一根螺絲後緊緊卡在磚
上，進退不得。

路邊不停車，或路邊不被亂砌那道空心
磚，我不會劃傷車。或者我車技高些，在處
理這種情況時足夠冷靜，或許也不會劃傷車
體。問題是那時我的車買來不足兩個月，還
沒出磨合期，跟開別人的車差不多。路窄，
又是一段近四十五度的上坡，離合、腳剎、
油門都還不夠默契的我，偏偏又沒看到那兒
有排空心磚。車有全險，可一道不是特別嚴
重的劃痕，實在沒必要走保險理賠程序，我
自己掏錢去維修、烤漆了事。
第二次劃傷車體，還是在回老家那段路

上。在另一個上坡路段，遇上一輛停在路邊
噴灑農藥的三輪車。我在三輪車旁停下，讓
鄰村那位老鄉把車挪動一下位置。因為他正
在噴灑農藥挪車不方便，就想讓我通行試
試，他說幫我看着點，過去沒問題。

路邊被三輪車一佔，剩下的那點寬度，勉
強可供轎車通過。上坡路控制車子不容易，
南邊又有花椒樹枝伸到路上。車速和方向盤
的操控沒拿捏好，車體一偏，刺啦一聲剮蹭
到三輪車的車幫上。右側反光鏡被撞折過
來，刮掉不少車漆。若不是剎車及時，車體
也會遭殃。看到剮蹭到一起了，那位老鄉急
忙爬上三輪車，停了噴藥的機子，把車開到
一邊的一個略微開闊的地方。雖然不熟，但
彼此認識，上下莊的人，我好意思跟他計較
麼！見他面露難色，我重新啟動車子，自認
倒霉開車離開。一年到頭，抬頭不見低頭見
的，像這種情況，就算他硬塞錢給我，我也
不會拿的。見過太多秀車技出事的司機，我
考出駕證後，一直不敢太大意。爭分奪秒開
車不是我的習慣和擅長。不管去哪裡，我總
會給自己留足行車時間。行車時也規規矩矩
的，畢竟，一年只有十二分可扣而已。雖然
偶爾也去陌生的城市，這兩年，每年卻都是
零扣分。
不過，自己注意了，未必就一定能保證不

出意外。我居住的小巷，把車開進來容易，
卻沒調頭的地方，出去只能靠倒車。巷子雖
然只有三四十米長，雖然筆直，寬度也足夠
轎車輕易通行，總是一次次倒車，怎麼都不
是個事。單位離家一百多米遠，與其把車停
在家門口，不如停在單位的院子裡省事。
單位院子東側，外來車輛少，一般都是職

工在停車。院內安裝了幾個攝像頭，我把車
停在那裡，找的地方略偏，算很安全。齊會
計買了新車後，一次把車停在我家車對面。
他倒車時，車屁股蹭到我家的車上，劃了兩
道淺痕。他停下車去科裡找我，到車旁看了

下劃痕，我告訴他沒啥事。推讓半天，堅持
沒要他的錢。過了沒多久，小齊的車又在縣
城裡跟路邊的花壇吻了一次，前保險槓撞得
不輕。知道他剛買車，車技也還牽強。我再
停車時，有意識盡量離他的車遠一點。
第四次剮蹭，又是和小齊的車。我的車停

在院子東側靠北的位置，小齊來的晚，又一
次把車停在我的車旁邊。我平時不常開車，
停得久。一天早晨，小齊很不好意思地找到
我，滿臉歉意告訴我又把我的車刮了。這次
剮蹭的比第一次厲害，看上去很刺眼。他掏
出錢硬塞給我，推讓十幾次，看得出他是誠
心誠意要給我維修費，我依然沒要。一個單
位的同事，怎麼可能為了區區二三百塊錢的
小事，彼此計較。
這一次是第五次剮蹭，也是第三次「躺

槍」。每一次剮蹭，自己剮蹭，或者是被別
人剮蹭，心裡都難免鬱悶！不是維修不維修
花錢不花錢的問題，而是心裡頭疙疙瘩瘩
的，總感覺不舒服！因為不管是整形、烤漆
還是噴漆，維修過的車體，總比不上原車。

然而，只要行車上路，這樣那樣的小剮蹭
就難以完全避免。作為司機，能做的就是小
心駕駛，規範駕駛，按交通規則駕駛。萬一
出現剮蹭，也沒必要太過沮喪，整形烤漆便
是。就像我的車，兩次自己剮蹭，三次「躺
槍」，若想不開，鬱悶幾天又能如何！
個多月前，我刮鬍鬚時，順便把下巴處一

個色素痣上的鬍鬚也刮了。過了半天，那個
色素痣處便有點兒癢。這種情況，以前也出
現過。看了些關於「痣」的相書，迷信點
說，出現的位置還算不錯。可按照皮膚科知
識判斷，像這種偶有瘙癢的痣，留着未必是
好事。兩者結合，我決定偏向科學，便做了
次徹底的激光祛除術，把臉上的另兩個痣也
一起去掉。
車體剮蹭，先不理論對錯，若不注意，終

究會影響觀感；痣留在身上，相學分好壞，
皮膚科卻無「好」一說。如此，很多事物的
出不出現，有時是不由人，但注不注意、彌
不彌補、如何實施，卻是可以自己說了算
的。

自由競爭、能者優先

致敬，橙色書包
最近，小狸的「朋
友圈」裡不斷有橙色

書包湧現，甚至還有些影視明星或網
絡大V在熱情刷屏，例如陳小春九月
十七日17:21發微博有言：「開車的
朋友們，如果在行駛的途中看到背橙
色書包的小朋友，請放慢車速，因為
他們是有聽力障礙的小朋友。請幫忙
轉一下。」很快，該日18:41，舒淇
也作為大V在網絡上「接力」了……
而且，後來小狸發現，自覺又及時
的「接力」者，不僅有這般名流大腕
兒，也有很多最普普通通的尋常百
姓，例如一位環衛工人說︰「我在彎
腰清掃路面的時候，需要醒目的橙色
衣服來保護我的安全。同樣道理，有
聽障的小朋友過馬路時，也需要被發
現。我願意為他們所需要的橙色書包
代言。我支持橙色書包！」
就這樣，無論是網上還是線下，小
狸最近感覺有一股橙色的浪潮洶湧而
至。追根溯源，小狸又發現原來有一
個可敬的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是
這股橙色力量的堅韌推動者。
據悉，該會是從二零一六年四月開
始下發橙色書包的，目前已經公益發
放了一萬零一百一十個。而每個橙色
書包的綜合成本是一百二十元，可想
而知，他們已經付出了多少公益成
本。而這些橙色書包的發放成本又全
部來自社會捐贈，這又進一步可想而
知，他們已經花費了多少公益心血。
更難能可貴的是，小狸發現這個基
金會還有如下一些特點頗值得人們注
意、支持與學習：
例如選項準確。他們做公益決不是
無的放矢，而是深知目前中國零至十

四歲的聽障兒童總數超過四百六十
萬，而這些孩子的交通安全問題暗藏
巨大隱患，是頭等大事。
再如實施縝密。他們發放每一個聽

障兒童的橙色書包裡，其實還有水粉
顏料、畫筆、調色盤、油畫棒、水粉
紙等很多的美術用品。為什麼會有這
些東西呢？因為他們深知聽障兒童的
聽力損失以後，孩子們的色彩感知與
表達能力反而會比一般人更強一些，
這是在暗示、引領他們認知「上帝在
給你關上一扇門的時候，一定會又給
你開啟一扇窗——一扇更美麗的
窗」。這份用心，讓人肅然起敬。
還有如發放橙色書包的選擇時機也

是耐人尋味的。九月，正是孩子們開
學的日子，也正是城市裡交通更加
「危險」的時候，當然，這也是整個
社會特別是家長們最開心也最關心的
非常時刻……橙色書包，不僅是聽障
兒童們的交通保護神，也不僅是一股
橙色力量的公益弘揚，它還是那個鮮
為人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
的匠心之作。
致敬。深深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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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年以來，常有談
論香港教育，每有千

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之嘆。筆者做
過學生，經歷香港公開考試競爭最激
烈的歲月；短暫當過小教員，又經常
留意課程的不斷變更。不在其位，沒
有利益衝突。
香港的小孩讀書如此的苦，有歷史

文化因素在內，中國經歷千年科舉
史，向來有優禮讀書人的傳統。「萬
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深受中國
文化影響的鄰邦如日本、韓國的社會
風氣都是要小孩讀好書、考上好的學
校，壓力自此而來。
在大學學額稀少的日子，老香港沒
有見識到今天品學俱劣的大學生，對
不認識的大學生多會另眼相看，對大
學教師則一律敬稱「學者」。經歷數
年前的「非法佔中」，我們不得不承
認，我們的教育事業有一天一天爛下
去的隱憂。許多牽涉教育產業中人道
德的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
作為本文的一個小結，最後還是談
談政府可以盡快改善的範疇，就是中
小學派位辦法。
大部分家長為什麼這樣着緊子女上
什麼名牌中學？因為他們認為入了名
牌中學就更容易升讀大學。為什麼買
豪宅亦要選「名校」多的地區居住？
因為他們認為入了名牌小學就更容易
上名牌中學。然後爭位遊戲再提前到
幼稚園、幼兒班。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其實在於不公

平、不公正、不公開的中小學派位制
度！牽一髮便動全身！
筆者是經歷升中試的一代，直到小

五才開始準備應付升中試，小一到小
四都在「愉快學習」。那個年頭是香

港經濟仍在起飛的日子，社會大眾感
到有公平競爭是一種幸福。大家都不
必鑽名校，升中試是考試成績跟人，
你出身寒微也有機會入名校。有沒有
「走後門」？當然有，但是大部分人
都可以參與相對公平的競爭。後來，
有些教育界權貴自稱不想給孩子學習
壓力而改了遊戲規則，小孩在黑箱作
業之下不知自己的成績便被編派中學
學籍。然後就是更多的走後門，升中
走後門，然後升小走後門，再到破壞
幼稚園教育。
「教師工會」領袖表面上愛心爆炸

而骨子裡熱衷政治多過教育，最喜歡
用一句說話反對公平公正公開的考
試，就是虛構的「一試定終生！」香
港社會的發展已經容許我們的年輕人
「人人有書讀」，一試的成敗又如何可
以定終生？還有更喪心病狂的所謂
「教師」胡說在小學升中的公開試考
核英文科對清貧子弟不利！這是什麼
鬼話？歷史告訴我們，公平公正公開
的考試，經常是社會低下階層上流的
重要梯階！
中國內地高考就是讓出身偏遠農村

的窮家小孩升學的重要途徑。他們不
必鑽重點小學，不必鑽重點中學，只
要成績優異，就可以優先入讀全國各
地的名牌大學。
香港過去是一個崇尚自由競爭的社

會。雖然過去的競爭未必是百分之百
公平，但是有競爭才有進步，只要是
良性競爭，就是整個社會得益。重設
升中試，讓成績直接跟學生不會產生
「一試定終生」的惡果，只是重建香
港精神，讓有能者優先選擇而已。這
樣才可以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
（再談香港教育沉疴．之五．完）

啟功又名啟元白，著名書法家，他是清朝王室
遺老，與末代清帝溥儀有很近的血緣關係。多年

前曾來港訪問，當年老伴仍在出版界工作，因擅講普通話和上海
話，常擔任北方來客的招待員，並得名家贈以字畫。我今仍在客
廳掛有啟功題贈唐詩一首的字幅。睹物思人，既欣賞啟功書法，
也感懷老伴在世的日子。
啟功自學成才，對古典文學有很高的造詣，也是一位著名的書

法家和鑑賞家。
我對書畫的欣賞能力不高，但也喜歡一些中國書畫。西洋畫在

世界書畫市場上價更高，比如畢加索的畫，價值連城。
我擁有幾張中國畫家的名畫，如謝稚柳的，據說價值都在近百

萬之數。又如黃冑畫的驢子，每隻都以十萬計，還有關山月的畫
作等等，這些雖然是我的私藏，但我並不想作為私產，身後如果
加以拍賣，也作為吳康民教育基金的一份，以造福莘莘學子。
近年來暴富的人多起來了，而附庸風雅的人也多起來了。這不

是欣賞書畫藝術的人多了，而是不少暴富者以收藏書畫以保值。
所以中國書畫，特別是名家的，價值不斷飆升，以至達到天文數
字。
多年前，畫家黎雄才曾造訪我所服務的學校，他曾是全國政協

委員，與我在北京人大政協會議中結識。來訪我校時說要贈以一
幅大畫，結果果然並不食言，贈以一幅長約一丈、高五呎的巨
畫，現藏我所服務學校的圖書館。
早年我所服務的學校興建新校舍籌款，曾得黃苗子大畫家支

持，在北京兩會期間，邀約全國若干書畫名家餐敍，並承惠贈書
畫以作拍賣籌款之用。當年籌得款項不少，得以興建今天堂皇的
培僑新校舍。其中黃苗子兄與黎雄才前輩出力最多。他們的義
舉，永遠值得培僑師生懷念。
回歸以後，學校進入政府津貼學校行列，經費不缺。回首當年
籌款的艱辛，亦懷念支持學校的先輩友人，感恩難忘。

書畫籌款

最近身邊接二連三
有朋友得悉患癌，或

是癌病復發。我替他們難過痛心的時
候，卻聽到他們的笑聲，分別對我
說：「心情平靜、坦然面對、心懷感
恩！」讓我破啼為笑，擁抱着這群熱
愛生命的朋友！
一位好友淋巴癌復發之時，丈夫卻

突發性心臟病送院，幸搶救及時，在
鬼門關前止步。她對我說：「感謝上
天留下丈夫給我，在我最需要人照顧
的時候，他能繼續給我悉心照料。這
樣幸運，我還有什麼可抱怨？」她還
說：「由於患病，我認識了一班病
友，互相鼓勵和支持，跟他們去學攝
影，也學畫畫，學懂欣賞世界的美
麗。因為生病，兒子盡顯孝心。我只
感覺因病而獲得了許多許多珍貴的
愛，所以患病以來，我一直懷着平靜
和感恩的心情！」「甭擔心我啊！真
的，嘻嘻！」她反過來安慰我。
另一位好友剛驗出患上膀肛癌，需
面對化療和電療的痛苦過程，他卻
說：「我對整個治療都很樂觀，抱着
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怨天尤人沒

用，倒不如開心地去面對……最重要
是有信心，態度積極，沒有解決不了
的問題！」對着他，又怎忍心流淚？
一位我看着她長大的親戚患了乳

癌，為免親人擔心，瞞着我們，幸好
經已痊癒，她憶述當時的心情，笑着
說：「我一直都好樂觀，從未擔憂，
就這樣好好去醫治！」或許因為她從
事保險業，且是虔誠信徒，心有依
靠。
他們真的較我想像中堅強得多，相

信他們往後的日子都會健康快樂，因
為樂觀、開朗、信心都是靈丹妙藥，
能打倒病魔。希望所有患病者都堅持
以這些武器作戰！

歡笑的癌患者

北京第六中學，是一座老
校，有人傳說是當年吳三桂的

馬房，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從來沒人考證過。
老校是三進院落的平房，最前面是操場，中間
是有籃框沒籃網的泥地籃球場，上體育課的時
候，我們就繞着圈子跑。當然我最喜歡的，還
是籃球課。
這操場，也是全校集會的地方。大家列隊，

一排排地站在那裡，聽書記訓話。有一次動員
去迎賓，好像是去天安門附近，迎接緬甸總理
吳努，書記講話時說，外國人都說中國人就像
熱水瓶一樣，外冷內熱，那句話我印象很深。
她好像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就參加革命，文革
中一度被揪出，罪名是「反黨小集團」的頭
目，結局如何，就不清楚了。
除操場外，木工房也在操場旁邊，上勞動課

時，我們被分配去磨煙斗，煙斗都已成形，只
是還沒磨光，但我哪裡會？也就跟在別的同學
後邊學着磨，印象中總是不合格。看着有的北

京同學磨得又光又亮，我慚愧得無地自容。
有一次，勞動課潘姓香港同學請假，被一個

姓高的班主任缺席批評，說他在資本主義社會
生活慣了，所以懶散。記得這位高老師藍色中
山裝胸前總是別着一枚團徽，講起話來，抑揚
頓挫。他住在二進右手邊的教職工單身宿舍
裡，我懷疑他不是北京人，在北京沒有家。
二進有許多教室，中間是校長和書記室，還

有禮堂和圖書館。儲藏室也在那裡，存放着我
們這些歸僑學生們的皮箱衣物。課間休息時，
我們就在旁邊站着聊天。有一次剛上完三角
課，阿潘便模仿四川籍三角老師的川音，
「三……角！」煞有介事聲情並茂地說，你們
知道嗎？他為什麼一隻眼有毛病？那是他當年
做地下工作偵察時，不小心給敵人的子彈打
的！說得我們全都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但
終於也沒辦法證實。後來我想，大概是他的創
作慾太強，隨口編出的故事吧？因為他自稱小
腦發達，後來也果真給他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

演系。
我們被分配住進三進最尾端的集體宿舍裡住

宿，一間大房，住着十二個海外歸來讀書的男
生。中間是一張長方桌，入冬時，便有燒煤球
的火爐供暖。那時，宿舍常常是我們講笑的地
方，不分輕重。有一天，電報急傳，陳的祖母
去世，本來應該氣氛沉重，但大家對此事沒什
麼感覺，和陳交情甚佳的L更朗讀契訶夫小說
的課文：「別里科夫靜靜地躺在那裡……」惹
得陳笑罵了一聲，「去去去！」其他人也都哄
堂大笑，並沒有人有悲傷表現，嘻嘻哈哈也就
過去了。
不料過了兩天，加急電報又再飛來，我們以

為是家裡人催促趕回去辦喪事，也不以為意。
不料一拆開電文，陳突然嚎啕大哭，大家都嚇
了一跳，L湊上前去一看，臉色立刻變了，急
忙扶着陳，安慰幾句。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母
親也跟隨祖母大去了。如此戲劇性，讓我們發
呆，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

校園生活點滴

劃痕

不知道大家有沒
有發現，當生活上

每天幹着同樣事情，如果有一天改
變了這個習慣，原來我們下意識還
是會做同一樣事情。自己經常也出
現這種情況，有時也覺得很好笑，
原來人真的有某種記憶力去記下經
常會做的事情及每一個步驟及次
序。
就好像自己習慣每天戴帽子出

外，因為如果當天不需要做些拍攝
或司儀工作，通常也只帶着帽子比
較方便，因為不用弄頭髮。但我試
過很多次，沒有戴帽子的日子，回
到家裡之後，我的手竟然習慣地想
把帽子除下，才發現今天沒有戴。
又例如每次出門的時候，自己便

會從背包拿出車匙放在褲袋內，到
達停車場的時候便可以很快開動汽
車，但近期發現，就算我不開車，
只是走路到附近買點東西，吃個下
午茶或晚飯，回家時候才發現，我
的褲袋內已經放着車匙，我自己也
忍不住笑了出來。
說到開車，原來自己開車也有同

樣的習慣，如果次序有點變動，就
發現有點手足無措，要再想一想才
可以啟動。因為通常我開車的習慣
是，先坐在司機位置，會先扣上安

全帶，然後啟動汽車，再把一個按
鈕關除，再放下鎖車掣。但如果有
一天，我先啟動汽車，然後扣上安
全帶，其他步驟我便要想一想才可
以繼續，其實有時自己也有點害
怕，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不是
記憶力衰退，有時我也會跟身邊的
朋友說︰「可能我很快便會患上腦
退化症，如果到時候認不到你們，
請不要見怪。」而且又會擔心自
己，當遇上一些跟生活習慣不一樣
的情況時，可能要用多一點時間才
可以適應，又或者如果不是正常的
生活程序，可能就會引發出一些危
險，不過可能自己想得太多，不知
道你們會不會有着我這種情況出
現？
當然我沒有害怕轉變，變幻才是
永恒，歌詞裡面也曾經這樣說，所
以就算生活上有任何轉變也很好，
一成不變，才令人感到疲累及沒有
新鮮感，動力可能也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人的習慣很奇怪，按

部就班就是我們由細到大所認識到
的知識，如果做一些事情太急進的
話，可能便會弄巧反拙，如何生活
就讓自己慢慢去感受，不需要設定
什麼，隨心出發，過着自己喜歡的
人生。

奇怪的生活習慣
潘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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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樂天的心情對抗逆境定能海
闊天空。 作者提供

■橙色書包不
僅是聽障兒童
們的交通保護
神，也是一股
橙色公益的力
量。網上圖片

■愛車人士視車為命根。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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