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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女人的性態度
提到法國，不能

不提法國女人。這是
一個值得咀嚼的族群，她們個性張
揚、形象優雅，是追求自我又善與
人同的典範。以近期鬧得熱哄哄的
「性侵」運動來說，法國女人就表
現出跟英美女人主流思潮不一樣的
「性態度」。
當美國《時代》雜誌以「打破沉
默者」為題，選了具象徵性的受侵
女性當「年度風雲人物」而令運動
升溫時，由包括老牌女星嘉芙蓮丹
露在內的逾百名法國女作家、演員
及學者則在法國大報《世界報》發
表公開信，批評來勢洶洶的「性
侵」浪潮妨礙男人「調情的性自
由」，會演變為對男性及情慾的仇
恨甚至獵巫。
當然，這封公開信也具爭議性，
尤其有聯署者在其個人臉書上或接
受電視訪問時，聲稱「女性可以從
強暴中獲得身體歡愉」等言論，惹
來「給性侵受害者傷口灑鹽」的批
評。嘉芙蓮丹露隨後解釋，她們並
非寬恕性侵行為，只是擔心該運動
出現過火現象。
法國女人有這樣的想法並不奇
怪。法國的女權主義者和美國的女
權主義者一個很大的區別是，她們
在追求個性解放、女性權利的同
時，並沒有忘記女人的性別特徵，
比如女性的柔軟身段、女人的愛美
天性；「一代女神」嘉芙蓮丹露就

是典型代表，她是法國著名女權主
義作家西蒙波娃的「粉絲」，曾以
《第二性》成名的西蒙波娃承認男
女身體結構不同，男女地位不平等
乃社會文化造成，她鼓勵女人爭取
平等，更要追求自由自我自主，但
她的平等主張並不排斥男人，反而
可以因應特長，與男人和平共處，
各取所需。
西蒙波娃本人就是其女權理論的

實踐者，她和伴侶薩特的「關係」
就是包括性愛平等在內的「兩性平
等」，不但男方可以另找性伴，女
方亦然。所以，法國女人在追求個
性解放中，也追求身體解放、性愛
自由。
比西蒙波娃更早體現這種自由的

是眾所周知的時尚女王可可．香奈
兒。她的時裝設計就是一部「女性
解放宣言」，她的一生雖然終身未
婚，卻有多段刻骨銘心的愛情，而
且愛得勇敢和破格，並在愛的激情
下催生了許多帶有時代烙印的作
品，影響深遠。
早在半個多世紀前，香奈兒就說

過，在法國，四十五歲的女人隨時
比十五歲的女孩具吸引力。所以，
在這個盛產香水、時裝和藝術家的
國度，女人對美、對愛乃至對性的
追求並不因年齡而變。以致國寶級
的嘉芙蓮丹露在七十四之齡還出來
發聲，以防「性侵」運動可能出現
矯枉過正的危險。

大寒雖屆，香港
投資市場卻熱烘

烘，令投資好友雀躍萬分。雖然財
政司司長老在公開場合勸導投資
者，要十分謹慎，量力而為，切勿
借錢投資，不過財政司司長也接着
說，香港股市並未出現泡沫。
執筆之時，港股已連升五天，單
日升幅最高逾500點，恒生指數接近
33,000點之高。市場有人揚言：「恒
生指數4萬點，將不是夢」。思旋聽
後不禁唯唯諾諾。所謂到4萬點，什
麼時候？是本月份？還是本年中？
抑或是2018年末呢？然而，更甚者
有人興奮地說「4萬點？咁少？」竟
有人說會到5萬點哩！
其實，估恒生指數幾多點，可能

都是夢話。因為股市升幾多，未必
人人能贏錢。事關時至今日，仍有
不少人在「坐艇」，亦有不少股票
資金在數年前大時代被困至今。
事實上，這次升市，有老行尊笑
言不知是牛市一期還是二期呢？是
慢牛還是快牛呢？最關鍵的是你手
中的股票是否升了？顯然，近期升
市全賴數十隻股票所帶動，例如騰
訊（700）、港交所（388）、平保
（2318）等等，以及一些內房股、
內銀股、內需股及澳門賭業股，這
些都是令好友得益的股票。問題儘
管這些股票大升了，至緊要你手中
有否持有？否則得個桔。在投資市
場打滾，進退維艱，忐忑不安的心
態是常態。甚至有人拿捏不準，高

追買，低趕沽。如果大做孖展，做
大槓桿，就算去到5萬點也可能會輸
全副身家，全無獲利。
因此，在大時代中如何投資，如

何理財，必須要做好功課，接受好
教育。現時市場中有人眼見股市又
創新高，膽小得很，早早沽貨套
現，結果股市升了又升，為錯失發
達機會懊惱不已。其實，永無久升
的市場，必有一天調整鞏固的時
候。只要手中揸現金，伺低入市，
一定會有機會贏錢的。
前一陣子，投資市場充斥虛擬貨

幣買賣投資，大批資金流向此。最
近，各地當局大聲疾呼要加強監管
虛擬金融服務，導致虛擬貨幣大起
大落炒賣，令人觸目驚心。不少投
資者醒悟了，紛紛退出炒作，持盈
保泰為上，因此，近日不少資金轉
投股市。事實上，美元轉弱，美股
升幅已屆高危點。況且，美國政府
關閘冇糧出，令投資者膽怯。西邊
不亮東邊亮，各地投資者把目光聚
焦在中國內地及香港兩大市場。觀
看氣氛，這邊風景獨好，利好消息
一浪接一浪，造就了股票上升的機
遇。例如騰訊最近如入無人之境，
愈升愈有。
執筆之時，香港恒生指數升537
點，成交近2,000億之巨。香港金融
當局因應市場發展作出改善，引入
「同股同權」。當然，全賴祖國中
央的支持，才有此條件，成為無敵
的市場。

寒冷的冬天，天寒地凍，人們用各種方式取暖，有用暖氣
的，有用空調的，也有用書香的。用書香暖冬，就連古人都

說：「冬讀書，年去忙，翻古典，細思量。掛角負薪稱李密，囊螢映雪有孫
康。圍爐向火好勤讀，踏雪尋梅莫亂逛。丈夫欲遂平生志，一載寒窗一舉
湯。」冬天讀書，浮躁的心很容易靜下來，寒冷的冬天也會多了一份溫馨。
冬天讀書，頭腦清靜，利於冷靜思考，適合讀一些具有人文內涵的書。寒
夜斜倚床頭，盡心地品味周作人的清淡平和，魯迅的諷刺簡練，梁實秋的細
膩親切，張愛玲的典雅飄逸，賈平凹的隨意與匠心，余秋雨的博世與天然，
還可以感受海明威的冷峻，伏爾泰的詠歎……由文字帶來的煦暖氣息穿透力
很強，足以抵擋鼻息之間空氣的寒涼。讀這些書猶如喝一口濃濃的熱咖啡，
很苦，卻溫暖了心田。
冬天讀書，是一種美麗的意境，更是一種難得的心情。冬天，人的氣色更

旺，正是抓緊讀書的好時候。作家葉靈鳳在《書齋趣味》中說：「在這冬季
的深夜，放下了窗簾，封了爐火，在沉靜的燈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買
來的新書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為自己搜尋着新的伴侶。」
冬天讀書，讓單調的季節變得有滋有味。坐在溫暖的屋子裡，沉醉在書中
描繪的世界裡。此時讀周作人、林語堂的美食文字，不亞於品嚐了一頓美食
所帶來的滿足，更可算為一種精神的會餐。作家錢歌川在《冬天的情調》中
說，大雪天到外面去看過一回雪景，回家來掃清身上的積雪，吃過晚飯，關
起門從容地來讀禁書，這是金聖歎所讚美的人生一樂。儲蓄冬天，閱讀心靈
會讓人更加自信。面對冬天的寒冷，讀書讓文字溫暖人心。
冬天讀書，是一種心曠神怡的美好景致。讀書的時候，常有雪花飄落，讓
人覺得妙不可言。那些梨花般的雪花，在窗外製造着春天的假象，而手中的
一本書，卻讓我體驗了，這世上沒有什麼事比閱讀更舒恬、更真實、更愜
意……倘若，再有一兩片雪花，從窗縫裡擠進來，剛想逮它，卻化掉了，如
蝴蝶的隱身。把書本輕輕合上，雙目微閉，一絲倦意襲來，再看兩頁吧，待
我未把那兩頁看完，書卻「啪嗒」掉在地上……呼呼睡去，多美的滋味！冬
天有書香為伴，讓我的心裡充滿陽光和溫暖。有書讀的冬天，真好！

書香暖冬經歷東鐵線故障感言七嘴七嘴
八八舌舌

揭後語「幡杆燈
籠 海心燈塔」都有

同一意義，謎底就是「照遠不照
近」，比如說，有人家人吃不飽，
朋友賭輸了錢卻馬上「義」不容辭
送錢給他「翻本」之類，這些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聽過不少，助人
為快樂之本，本來不應非議，可是
那些燈籠燈塔的「義氣」，不過是
他為自己而定的「榮譽」的標準裝
飾，只要一朝成為朋友心目中的
「大哥」，他就歃血為盟，赴湯蹈
火，甚至不在乎「殺妾饗三軍」。
很少人性格那麼強烈，可是行動
意識上，也不自覺是個隱形燈塔，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很多時碰見九
龍的朋友過香港看醫生；鰂魚涌的
朋友喘着氣來尖沙咀求診症，就不
相信他家住的地區沒有好醫生。
「物離鄉貴」心理也十分普遍，
香港人北上尋美食，內地人來港自
由行也忘不了蛋撻魚蛋，有人平日
外出吃頓晚飯，也要過海光顧固定
食肆。
再引一例，廣東話「隔籬婆仔飯
焦香」也是燈塔心態，初戀男生年
宵不回家團年，便可能是覺得女朋
友媽媽的飯比自己媽媽做得香；食
家吃盡珍饈，說最懷念的還是媽媽
的鹹魚青菜，可是媽媽生前為這孝
順仔悉心烹調的餸菜，他十次裡頭
就有九次皺過眉頭。

移民心態也不外基於「東山望見
西山好」；擇偶亦如是，有些適婚
男士說香港女生難纏，千里外到內
地找對象，殊不知道很多外地男生也為
了要結識香港女生專程來香港。
話說回頭就笑自己了，好幾年早

餐的方包，便買定一家離自己居處
五個地鐵站遠的A店，一天買不到那
家的方包，幾乎連早餐都乏味，自
從有天八號風球不便多行幾步，住
處樓下麵包B店還開着，勉為其難買
了她的方包，竟然意外驚喜，包香
撲鼻，不油不膩，A店就給比下去；
這老街坊麵包店至少開了十年，總
嫌她門面不顯眼，從來不曾光顧過
的。老話說珍惜眼前人，其實眼前
很多好東西也要留意呢！

總是遠來香

在我居住的梧桐山村裡，住
着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藝術

家，阿申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多年前，年輕的阿申和大多數的年輕人

一樣南下尋夢。畢業於美術學院的阿申最初是
做平面設計的。因為覺得做設計過於單一，他
在工作之餘玩起了搖滾，作為樂隊的主唱和主
音結他手，阿申還創作了大量的歌詞，和樂隊
一起四處演出，他的樂隊有一個特點，那就是
沒有排練，所有的演出都是即興演出。阿申把
這個樂隊當作是自己的一種生活狀態。
阿申的繪畫也和音樂一樣即興，他會不時地

把腦海中湧現的旋律用繪畫的形式表現出來，
把他的音樂和他的畫融合在一起。而音樂和繪
畫又成就了他的設計。二千年左右，阿申設計
了大量的知名酒吧空間，由於喜歡音樂和酒吧
文化，後來，阿申乾脆自己開了一間酒吧。有了自
己的空間之後，阿申接觸到了更多搞藝術的朋
友，這些朋友到他的酒吧交流，讓他開闊了視
野，而朋友們也從他的酒吧得到許多創作靈感。同
時音樂也給了阿申其他愛好很大的靈感。
除了繪畫，阿申還玩起了裝置藝術和行為藝
術，在阿申看來，任何物體都可以變成藝術的
載體，可以通過它們來表現和傳達自己的藝術
理念。一個偶然的機會，阿申接觸到了古琴，
他喜歡上古琴的音色，又由於機緣巧合，他拜

師成為廣陵派傳人，在學古琴的過程中他又嘗
試把古琴和電子音樂融合在一起。
2009年的阿申，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在現代藝

術和傳統藝術間遊刃有餘的跨界藝術家。他將
古琴與二胡等傳統音樂元素和電子音樂成功結
合，成為內地最早將民族樂器與最先鋒的實驗
音樂融合的人物。除此之外，他的繪畫藝術也
進入了他藝術生命的第三個階段：對現代藝術
和傳統藝術的思考。
阿申選擇在這時住進梧桐山。處在城市邊緣
的梧桐山，是一個「可進可出」的位置，對阿
申來說，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也是一個可以安靜思考的好位置。阿申認為，
人生到了一定的階段就會開始捨棄，而藝術最
講究的是純粹，太多太雜的愛好也會給自己帶
來一定的干擾。住進山裡以後，他甚至遠離了
設計，一度只以音樂為主。他在梧桐山成立了
琴社，重拾古人的「雅集」，聚集了一批有共
同愛好的琴友，每周日在他的小院聚會交流，
於山水間品茗、談笑、撫琴，已成了他生活中
的一大樂事。
「雅」至古琴，「俗」到鍋碗，阿申讓音樂
實實在在地和生活相融合。他曾經嘗試用高壓
鍋的汽笛聲和炒菜的聲音做成音樂，讓它們成
為一種藝術。從喜愛音樂，到自己動手製作樂
器，阿申不斷地在「破」，在「創新」。他四下收集

百年以上的古木自己製作古琴，迄今為止，他已經
成功地做出了四張古琴。而對阿申來說，親手
做出來的琴不一定是用來彈奏的。前不久朋友
請他去演出，到了台上，他坐在古琴前撫而不
彈良久，引發了觀眾熱烈的掌聲。對於懂音樂
的人來說，在一定的境界即是「大音稀聲」。
山水之間，亂石之上，茅棚之下，長髮白鬚
的古人隨性席地撫琴。這是在未進入梧桐山之
前阿申所畫的《山居圖》。它的基調是黑、
白、灰，很濃重的墨色，有對山居的嚮往，有
對城市生活的無奈。
離梧桐山距離只有幾十米的阿申家裡，院中

充滿野趣的魚塘、木籬、竹簾、花草，古琴在
桌上靜候着知音，巨大的木茶几在茶香的縈繞
下淡淡地散發着幾分野性，一切都與大自然無
限接近，如同他們的主人，時時想把自己融入
山野之中，置身塵世之外。
對於阿申來說，這就是他的藝術、他的生命

無法擺脫的矛盾。正如他目前的狀態：走進山
林想靜心回歸傳統藝術，卻又努力在堅持當代
藝術，就像他給自己在藝術上的評價：分裂。
而「分裂」也正是阿申一直堅持的「突破」。
其實這也是當下許多藝術家的一種生存狀態。
用阿申自己的話來說，藝術不僅需要深度，

也需要寬度，更需要跨界的融合。這種融合，
是不是正好能消除他所有的矛盾呢？

邊緣藝術家

業餘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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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遠不照近的燈籠與燈塔（網上合
成圖片）。 作者提供

「專業人士」，一聽就很高大上。
身為業餘作家、業餘畫家的人，身高1.63

米，在女性之中算中等高度，然而走出去總
覺得自己長得太矮，尤其遇到那些專業作
家、畫家，都得仰頭昂望。不是自卑，也不
是自視過低，總之不屬於掌握權勢的執政
黨，在野黨的你說話沒人注意，提到地位，
更不用說，誰都知道業餘和在野黨不管去哪
兒，排位子的時候永遠輪不到坐主桌。
有人自願當在野黨嗎？偶爾想起這問題，

答案是無奈。難道業餘人士不想成為專業人
士嗎？絕不是，只不過專業人士要有專業文
憑。歸咎於命運。這個聽起來很不負責任的
理由叫人難以接受，更叫人誤會是悅耳動聽
的藉口。怨天尤人從來不是為人處世風格，尤其
討厭一種窮酸說法叫做「懷才不遇」。如果
真有才，最後終有遇。我比較相信這句，正
面積極，充滿希望，有所期待，帶着「只要
努力，就有成績」的美好盼頭，踏實做事，
穩當向前，卻一直是文學藝術的業餘人士。
在海外，喜歡中文寫作，沒中文語境，喜

歡中國水墨，沒文房四寶，雖然有人海茫
茫，無所適從的彷徨，仍然堅持不懈。寫作
繪畫都找不到指導老師，也找不到參考書。
現在大家手機帶身邊拎手上，遇到難題或者
想知道什麼，即時立馬上網搜索。那個無手
機沒網絡年代，最不喜歡說命運的人，也不
得不屈服。往往是看你遇到什麼書，看到什
麼畫，你便成為那樣的人，完全缺乏選擇的
機會。書和畫的數量之少，尋覓之難，有個
成語叫「屈指可數」可借來形容。
哪似今天的眼花繚亂，買書竟達到如此這

般隨心所欲的程度，實在無法想像。
尤其在多元文化的國家出生長大。本來佔

有多元的選擇優勢，卻一心一意愛上中華文
化，大環境不供給，唯一方法是自己努力創
造中文語境，堅持以中文寫作，這說的是文
學創作。至於中國畫，在南洋地沒多少人聽
過，加上嚴重缺乏文房四寶。毛筆，只能找
到三毛錢一支的大小楷毛筆。進入水墨畫之
後才聽說什麼羊毫狼毫豹毫等各種動物的毛
毫製筆，還有大中小的分別，至於那些四

寸、六寸還有更長尺寸的毛的筆，只能看着
雜誌或書冊嚮往。墨就小小圓罐的一種，供
小學生課業時學習書法用的。宣紙和硯都是
學畫之後才「初次見面，請多指教」。每次
有機會到中國，即時變成我的現實淘寶行為
的體現。毛筆、宣紙、顏料和各種中國畫用
具，明明需要花錢卻像不必花錢似地拚命
買。把自己當勞動工人一樣，不理多重也誓
言非買不可，並終於真正地扛回家。
那些又沉又重且容易打破的陶瓷調色盤等

用具，要託運擔心敲破，終於明白了不辭勞
苦是怎麼一回事。想要找個比較好的水墨畫
老師，不算難如登天，卻也得具有攀登高峰
的決心。一直住在小城小鎮，不是老師不
來，而是沒有足夠的學生。搬家九次，每搬
一次，都得自己成立水墨畫班，先找地點，
再找老師，然後還得幫忙湊齊十位數的學
生，太想學畫的人，把兩個女兒也拉來當同
學一起上課。結果是好的，兩個女兒都受過
水墨畫的熏陶，對中華文化多了一點認識。
老師不來的時候，自己埋頭讀書看畫冊，

眼拙手拙，腦子亦笨拙，畫來畫去，前途看
似無望，彷彿日日在冬季，不可能畫出什麼
春天。無朋無黨，勢孤力單，總是一個人，
有時候覺得自己是在荒島上畫畫。時不時提
醒鼓勵自己：現實已經如此，無法改變，那
就接受、面對，更加要堅強努力。
沒老師，無電腦網絡可搜索，四處找水墨

畫圖書，未到淘寶時代，華文書店沒幾家，
書畫店根本沒有。新的一年來臨，看見印刷
中國畫的日曆，多少錢不計，先買下再說，
回家一看當成至寶，一年過完了，十二張畫
曆皆捨不得丟掉，當珍藏品。是珍藏，數十
年來九次搬家也緊隨身邊，至今猶在。偶然
雜誌上看見中國畫片，剪下收藏參考，當樣
板，對着臨摹。因為毛筆和水墨，需要很小
心拉線條，筆一落下，再沒修改機會。
宣紙如此難得，不容許畫錯，這份壓力也

堪比扛陶瓷畫具上飛機，夠沉重的。因為材
料用具的方便，也畫油畫，油畫可一層層上
色，色彩一疊再疊，主題一改再改都不是問
題。對着油畫布，一開始想畫屋子大樹和風

景，最後畫出幾個女人在跳舞，也沒有所謂
畫錯的。水墨卻是一筆成形，若不行，那就
揉皺了丟擲字紙簍去，這姿態乾淨利落豪邁
氣勢很好看，心裡卻警告自己，每一張宣紙
都是汗水，不許浪費，一邊想像扛着一刀宣
紙上飛機的狼狽相。依依不捨又自字紙簍挖
出來，拉平了，練書法用。
業餘的意思是自由。你愛文的或武的，隨

個人興趣，有人去跑步，有人愛打麻將，有
人打羽毛球，有人唱卡拉OK，我去畫畫，既
是休閒，還可娛樂自己，日久培養成嗜好。
從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變畫家。果然有因愛

才成家這回事。每天早上，在桌上鋪開一張
空白的宣紙，愛花的人，把自己今天想畫的
花畫了出來，放下毛筆仔細看，構圖色彩造
型都喜歡，便開心極，最得意的是，有我自
己在裡邊呢！於是獲得快樂的一天。
可以在業餘的時候，過自己想過的日子，

人生還有更好的事嗎？南北朝時，本來是皇
室「侍讀」的陶弘景，一心嚮往大自然的隱
居生活，自覺不是「富貴中人」，辭官歸
隱。隱居山中後，梁武帝登基後，親自下詔
書，請他出山。陶弘景再三推辭。梁武帝有
一次寫信時問「山中何所有？」
陶弘景的回答是一首詩，《詔問『山中何

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
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山峰上很
多白雲，我自己看着快活，卻無法拿過去送
給你。分明就是：我的快樂只有我和我的心
知道呀！未曾立志當畫家，只是每天畫，持
之以恒，日積月累，突然有人來買畫，有人
邀請去辦展，有人為我的圖畫作品寫評論，
然後出畫冊。愛因斯坦說：「人的差異在於
業餘時間。業餘時間做不一樣的事，決定了
最後取得不同的成就。」本來以為業餘時間
是玩玩的，畫畫也因為好玩。沒有想到業餘
生活竟成就了一個畫家。
縱然沒有機會系統性讀書、畫畫，沒有機

會到專科學院訓練，沒有專業文憑證書，不
能成為專業人士，走到外頭姿態沒法高大
上，但那些已經不是我今天的追求了。世界
上還有什麼比內心的快樂更重要的呢？

大地大地
遊遊走走
艾里香

2018年1月11
日上午，港鐵東

鐵線的火車信號發生故障，造
成全線停運，長達數小時之
久，給上班市民造成極大不便。
當日大家可能從媒體上睇到許
多乘客的埋怨和投訴批評港鐵
的聲音，但其實港鐵員工、到
場維持秩序的警員乘客都有可
敬的一面。筆者親身經歷了這
次事件，有很深的感受。
當日9時許，正是上班高峰期，

車廂內滿是擁擠站立的乘客。我
乘坐的班車在大埔和大學站中
間停下來，10分鐘、30分鐘過去
了……列車仍沒能恢復如常。每
隔數分鐘，廣播傳來因信號故
障，火車延誤，專業人員正在
搶修的解釋聲音。少數乘客低
聲打電話給公司或客戶，報告
遲到或抱歉，個別乘客小聲鼓
譟，表情流露出無奈，有的不時
舒展着疲憊的雙腿……車廂內
無出現大聲謾駡喧嘩的聲音和
四圍依靠不雅的站姿。
大約45分鐘，列車啟動，緩

緩滑進大學站月台，所有乘客
被引導到大學站出入口處。因

為港鐵免費轉乘接駁車不能及
時趕到，大多數乘客不知如何
選轉乘交通，一時間開闊地處
擁滿了人群，場面頗為壯觀。
穿着制服的港鐵工作人員和警
員耐心地解答每一位乘客的提
問，對個別情緒激動、言語過
激的乘客也沒顯示出不耐煩。
短時間出現場面無序後，大多
數乘客有序地排着隊等待着巴
士、小巴及港鐵的換乘巴士。
當我隨着公車轉乘馬鐵前往

大圍站時，月台和車廂內隨處
聽得到清晰的指引，指引乘客
換乘往不同車站的方式。12時
許，當我來到大圍站火車站周
邊時，我看到排不同線路巴士
和火車的人群被不同顏色的帶
子有序地分成不同隊形，港鐵工
作人員、警員清晰地指示乘客搭
乘轉換交通，還為老弱者準備座
椅，直到完全疏散，恢復正常運
作。經歷這一事件，我感受到
香港公共服務機構協同運營高
效率，應對突發事件快速反應
能力，也感受到香港廣大市民
在意外事件發生時，能夠表現
出相當高的社會公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