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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是個超級大Party，每個人都要跟着
瞎折騰一番，在N種折騰中我們不知不覺蛻
去一層皮，又長大了一歲，然後整裝待
發，繼續趕路。

日前，知名導演陳可辛手機拍攝的短片
《三分鐘》引發無數網友的情感共鳴，用
鏡頭記錄了一位春節堅守在崗位上的母親
與孩子團聚的感人時刻，將「團圓」、
「分別」、「親情」串聯起來，觸動人們
心底最柔軟的部分……「有錢沒錢，回家
過年。」年是回家的召喚，年是文化的沉
澱，年還是親情的釀造，一年一回，酸甜
苦辣，翻動雜糅，如一碗老酒，醉了心
房，濕了眼簾。

過去，進了臘月，人們就開啟忙年模
式，掃除、擦玻璃、買年貨、剁肉餡、蒸
年糕、炸藕合，有些老濟南的大戶人家，
還會灌香腸、打酥鍋、煮牛肉、做年糕
等。反正是一天一天安排得緊湊滿格，每
天都有儀式感，沒有人會喊累，也沒有人
嫌麻煩。近幾年，伴隨物質生活的充裕，
忙年模式刪繁就簡，衛生掃除請家政，購
買年貨在網上，年夜飯選擇去飯店，就是
在家吃，也不用勞心費力。有兩種選擇：
一是購買半成品的食材，簡單加工就可
以；二是提前預約，請廚師上門私人定製
做飯，釋放出來的時間可多陪陪家人。
我最懷念上小學放寒假，跟着母親採購

年貨。早上還沒睡醒，我就被母親喊起來
去趕集。走很遠的路，迎着嗖嗖的北風，
集市上人聲鼎沸，我在曲曲彎彎的車流中
趔趄穿梭。兩把青蒜，三塊藕，二斤韮
菜，三斤瓜子……不一會兒，袋子裡就裝
滿了，我拎在手裡，勒出兩道血印。其
實，買年貨花不了多少時間，選好、稱
重，主要是遇見熟人或同事，聊得熱火朝
天，本來湊熱鬧的人就多，更加擁堵不
堪，「前面的，讓一讓！」「老師兒，你
買完了嗎，我排在你後面。」這樣的採
購，一次是完不成的，還要來第二次、第
三次。母親給我買了塊葱花油餅，我舉着
吃起來，也不顧寒風裹挾，邊吃邊觀察趕
集的人：那個老頭戴的皮帽子很怪，遠處
有個賣甘蔗的殘疾人，還有個老人帶着兩
個孩子來買年貨，另一個男孩非要買摔

炮，不買就在地上打滾，臉蛋上掛着兩條
鼻涕蟲，一抽一動。有時候也有意外收
穫，比如，撿錢，有一年我就撿了5塊錢，
問了一圈沒人要，回來路上我從商店裡買
了一盒大大卷（泡泡糖），回去和小夥伴
們分了，用舌頭舔着吃，一人分一塊，心
裡也甜甜的。
當然，雪後去農村趕大集也是蠻有意思

的。父親帶着我去南部山區仲宮買過年
貨，他在南部山區幹活，騎着嘉陵摩托車
帶着我和表弟，那感覺就像衝浪，很快整
個身子就凍透了。大集上煞是熱鬧，小販
叫賣聲、討價還價聲、汽車鳴笛聲、家禽
叫喊聲、北風呼嘯聲，雜糅交織，氤氳着
濃濃的年味。來一串糖葫蘆，買一個布老
虎，應接不暇的山貨，更是叫人垂涎欲
滴，我是看着啥都想買，滿心滿眼的歡
喜。表弟在家是搗蛋鬼，出來卻變得很
乖，他吧唧吧唧吃得很香，還嚷嚷着要買
金魚，不得不滿足他。就這樣，父親在前
面推着車開路，我抓着表弟的手，另一隻
手拎着裝有金魚的袋子，在後面走走停
停，一晃眼就到了晌午，冬陽懶洋洋地迎
頭兜灑，暖烘烘的，泛着陽光的馨香。
隨着時代的進步，過年的方式也變得多

元起來。早在一個多月前，女友桃子就訂
好了去雲南的往返機票，製作好旅遊路線
圖，在網上給家裡買好了年貨，把泰迪犬
寄養到寵物醫院，做好春節出遊的準備。
「以前我會提前約好當地同學、朋友，這
次就是想一個人，過個沒有人打擾的清靜
春節，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為自己做次
主，有些小激動。」桃子緩緩地說道。她
的家族很大，老奶奶年過九旬，每年春
節，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從四面八方聚到一
起，各種繁瑣而講究的儀式。她雖然已經
畢業工作，仍像個洋娃娃被寵着，什麼事
都是大人說了算。伴隨年齡的增長，她愈
來愈牴觸這種盛大場面，甚至在日記中寫
下：「我有說『不』的權利。我要走遍天
涯海角。」於是，今年春節她終於下定決
心，享受一個人的春節。
在年貨、年夜飯、拜年、聚餐之外，過

年的方式還有很多。朋友阿朵就是其中一
例，她在朋友圈提前發佈過年宣言：不拜

年，平日裡說得夠多了；不回老家，不想
擠成紙片，給中國式遷徙減少點壓力；不
瘦身，每逢佳節胖三斤，吃好喝好不憋
屈；不參加同學會，避開那些浮華和庸
俗；不發紅包，紅包讓情感變得廉價。她
和老公結婚三年，至今沒要娃，這個春節
兩人決定去非洲做義工，為那裡的自閉症
兒童做心理輔導，順便旅旅遊逛一圈，回
來把這幾年的遊記結集出版，算是完成當
年大學讀研時兩個文青的未竟心願。看到
這裡，我心裡一動：「你爸媽、你公婆真
是太開明了！」阿朵笑說：「幸福不只
有一種模樣啊，這個春節他們也不在家，
公婆回南方探親，爸媽報了旅行團去香
港，每種選擇都應該尊重呀。」

桃子、阿朵的選擇並非什麼大逆不道，
而是多元世界中的一種生活態度。就像71
年前的那個大年初三，張愛玲天不亮就動
身，把頭包得嚴嚴實實的，隻身前往溫州
尋找胡蘭成，等來的是一句冷冷的話，
「誰叫你來的？」雖然滿面傷感，但是誰
能說這種「特立獨行」時沒有滿足感呢？
就像我，平日裡各種瑣事纏身，最期待的
就是趁過年給心靈放個假。記得前年大年
初一，我白天拜年累得四腳朝天，嗓子冒
煙，到了晚上竟打起精神，伴着隔壁鄰居
家電視機的歡歌笑語聲，我守在電腦旁開
始整理書稿，一連七天，好不充實。待新
書帶着墨香出了印刷廠的時候，我突然想
掉淚，那個春節，我真是終生難忘。
儘管梁實秋筆下那種「家中大小，進進

出出，如中風魔」一般的採購年貨的場景
已經不再，儘管花式盤問、人情負擔、
「過年N怕」、城鄉差異等問題依然會舊調
重彈成為熱點，在輿論池塘中砸出一圈圈
漣漪，但是，年依然是中國人心底不變的
情感歸依。台灣作家簡媜說過：「我承認
自己喜歡以最傳統的方式迎接春節，我當
它是個溯游之旅，在鞭炮與鑼鼓聲中，像
孩子一樣回到誕生之地。」父母在，就是
我的誕生之地，有書在，就是我的絢爛煙
花。作為單身汪，狗年春節我要繼續不走
尋常路，關掉電視，關上網絡，轉身走進
書籍的世界中，去完成新的作品以回饋廣
大讀者。

我不會、也沒聽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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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改變春運
「每逢佳節倍思
親」，但自唐朝詩人

王維寫下這首名詩的一千多年以來，
中國人因「倍思親」而回家過節——
無論是重陽節還是春節，卻從來都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據有心人發現，著
名作家沈從文離開老家湘西十年後，
只返回過鳳凰一次，路上用了近三個
月，其中光在船上就度過了四十天，
以致他在途中竟能斷續地寫完了一部
遊記類的散文集。
可以說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的春運大抵如此。實際上，在
此之前，中國人根本就沒有春運這
一說。常識告訴我們，中國的春運
大約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是隨
着大批農民工外出打工而「回家過
年」才產生的，與之相伴的清晰記
憶還有「一票難求」、「暴風雪」
等等千辛萬苦。
但這些艱辛的春運歷史早已隨着中
國的改革開放，隨着中國人為過上更
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而變成老黃曆
了。僅以高鐵來說，僅僅十年前，在
中國的春運史上，還不知高鐵為何
物。但是今天，高鐵已經成了中國春
運最主要、最給力的交通工具。
據大數據估算，在傳統的二月一日
至三月十二日的四十天春運期間，今
年將有近三十億人次的中國人口大流
動，春運最高峰時，一天的客運量即
超過一億人次。具體到鐵路運輸，春
運客流將近四億人次——其中高鐵和
城際等快速列車所佔總比重高達百分
之六十。又據統計所知，截至去年
底，中國內地鐵路的營業里程已達十
二點七萬公里，其中高鐵為二點五萬

公里，佔全世界高鐵總量的百分之六
十六點三，鐵路電氣化率和複線率分
居全球第一位和第二位。中國，真的
今非昔比。高鐵，今日已成中國春運
的赫赫頭牌。
今年，截至目前為止，根據國內外

種種報道和形形色色的口耳相傳，我
們有理由相信，高鐵正在進一步深刻
地、強有力地改變着中國春運。例如：
「刷臉」進站、人像識別警務眼鏡、
虛擬實境（VR）全景導航、智能機器
人引路等，這些集中在本次高鐵「春
運」亮相的高科技，讓歷來以大量人
口流動而聞名的中國春運頗顯科技範
兒。再如今年春運的鐵路網購車票及
手機購票的比重已達百分之八十，較
去年再增加了十個百分點。廣大旅客
購票的「幸福感」愈來愈強了。
另外，今年春運的高鐵餐食也有了

更多的「幸福感」。以「北京局」的
供應為例，不但餐飲品種增至十八個
套餐，而且價格分為六檔，足以滿足
各種不同人群所需。其中十五元一款
套餐又分為辣子肉丁套餐、肉燒海帶
套餐以及素三鮮餡餅和麵條等，真正
比過去豐富多了。正是：高鐵改變春
運。而春運也正在改變着我們中國人
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我們中國人感
覺最準確的「舌尖兒」……

今年是西元二零一
八年，對應中國干支

紀年為戊戌年。每年臨近夏曆新春，
社會上總有不少預測來年運程的花邊
新聞流播。有小朋友囑我用立春一刻
的四柱八字來談一談香港在戊戌年的
運勢，笑而婉拒之。立春八字算流年
是新事物，若在一二十年前，此間術
家只以流年干支戊戌來講故事。
但是這樣太粗疏，一九五八年、一
八九八年都是戊戌，時代不同，世局
有異。上一次戊戌，遇上中國逐漸走
進經濟困局；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
則是清室在中日甲午之戰敗後的一次
不成功的變法。今天中國卻處於數百
年來未見的上升軌道之中，前景甚為
樂觀。
忽然又想起「我的朋友查良鏞」的
武俠小說，有時一句對故事發展無關
痛癢的閒話，也可以給讀者很大的啟
發。《倚天屠龍記》第三回〈寶刀百
煉生玄光〉寫俞岱巖重傷之後，武當
諸俠談到那二十四字歌謠：「武林至
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
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殷梨亭
隨口說這話「傳了幾百年」，師父張
三豐即時糾正之，言道：「不是幾百
年，最多不過七八十年，當我年輕之
時，就沒聽過這幾句話。」
小朋友問為什麼不能以立春八字來
預測一年吉凶？
第一個理由，就是「當我年輕之
時，就沒有聽過」。不單止我沒有聽
過，自清初到今的名家都沒有人用過
這個「立春八字測一年」的新辦法。
清代的陳素庵大學士、沈孝瞻進士，
以至功名不遂的任鐵樵等大師沒有提

過；民初名家袁樹珊、徐樂吾和韋千
里都著作等身，也是沒有片言隻字談
及這門新技術。韋大師與香港淵源甚
深，晚年在此度過。
不妨再舉金庸小說的妙語，話說

《鹿鼎記》的主角韋小寶在柳州的賭
場與一眾武林高手聚賭推牌九，此事
發生在第三十三回〈誰無癇疾難相
笑、各有風流兩不如〉。瘦頭陀在故
事中是個諧角，這個角色很有趣，原
本又高又瘦，因吃藥出了毛病，變得
又矮又胖。這人脾氣很壞，又因武功
高，處事很橫蠻霸道。他臨場改規
矩，讓十點比九點還大。同枱那假扮
老叫化的吳六奇說道：「不押，蹩十贏
蹩九，這樣的牌九我可不會。」瘦頭
陀怒道：「你說我不對？」吳六奇道：
「我說自己不會，可沒說你不對。」
潘某人就借這對白：「我說自己不

會，可沒說你不對。」
除了不會，潘某人還覺得這樣實在

有點太過僭越了！近年，常發現香港
有許多小朋友太過抬舉了自己的地
方，甚至於有點以為香港就是宇宙的
中心似的！相信立春算香港流年的小
朋友，好像忘記了二十四節氣也好、
陰陽五行也好、各種有「幾千年歷
史」的術數也好，一談到國運地運，
都是從整個中國出發。假設立春八字
真的能夠反映一年的運勢，也只能是
反映中國的運勢。香港的幅員，頂多
等於漢一大郡；過去的經濟實力雄
厚，亦不過清代一兩行省而已。
在港英殖民時代，香港的發展機遇

和經濟順逆，經常與中國內地背馳。
現在時移勢易，早已離不開中國內地
的影響。 （戊戌流年前瞻．一）

我在大學學的是化學工程，一心想以科
技報國。大學時期曾赴順德糖廠實習兩

周，因為製糖工業的工藝，是化學工程中最為齊全的。從
壓榨、蒸餾、結晶等工序都有。
可惜當年並沒有化學工業的招聘技術員，終於又是「淪

為」教書匠。說「淪為」，不是輕視了教師這一行，而是
學非所用。讀了四年工程學，還經實習運用，結果棄在一
旁。命運如此，夫復何言！
如此這般，幹了一生一世，也不能不說沒有收穫。學生

弟子成千上萬，叫了一聲老師、校長，也覺得心頭甜滋滋
的！
況且學生們有成就的多的是，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有的

是。特別有一批校友遠渡重洋，到美加、歐洲以至東南亞
各地創業，成就輝煌。也有的成為中科院院士，有若干學
成後在香港各大專院校任教。總之，俗語說，家中子弟不
辱家門，同樣，母校校友也不辱校門。作為一位長期服務
於斯，「弟子」成千上萬的校長，的確是老懷甚慰了。
由於校友們的成就，學校也就頗有名氣。過去在港英統

治時期，對我們這些標籤為「左派」學校的加以孤立、打
擊、封鎖等等，今天已不再存在了。我們還在首任行政長
官董建華的「多辦幾間」的鼓勵下，創建了培僑書院（英
語教學），發展了獨立的培僑小學，興建了幾座新校舍，
成為一個「品種齊全」的教育集團了。
培育人才，百年大計。教育下一代，影響深遠。香港的

愛國學校，並未完成歷史任務，而是任重道遠，為香港長
期的思想建設和人才培養，擔當先鋒作用！
往事並不如烟，愛國教育和愛國學校，往年和今天都會

發揮其重要作用，忽視人才培養，不僅是目光短視，還可
能鑄下大錯！

記往事(下)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喜歡看電影及電視
劇的原因有很多，一

般可能就是當作一種娛樂，但對於我自
己來說，除了娛樂，可以放鬆心情之
外，最重要是我會揀選一些看過之後也
可以得到一點領悟的內容。
近期看了一部外語電影，裡面其中

一些說話令我深刻難忘：「失戀就好像
喝酒一樣，睡醒頭痛迷惘，但一天一天
過去便酒醒」，這幾句說話你覺得是不
是很棒。
曾經談過戀愛的人，總會有失戀的

經驗，相信也很少人可以在第一段戀情
便可以開花結果，所以這些經驗就算我
們不想面對，但總會走在自己身邊，而
且對於每一段情的期望，也希望可以天
長地久；但談何容易，兩個人的關係無
論是愛情、友情及親情也好，偶爾失
手，很多問題便會產生。話雖如此，就
算經過多次的失戀經驗，也不應該就此
放棄，人總是有很多的希望才可以活下
去。
曾幾何時有一位朋友跟我說，與多
年拍拖的男友分開，當時也覺得很突
然，但我這個人的思想很奇怪，總會覺
得任何事情也會發生，所以後來也不覺
得出奇，當然我也會嘗試用盡辦法安慰
這位朋友，畢竟他們的戀情已有多年時
間，而且在過往的日子，看見他們的相

處，也很努力地維繫彼此間的感情，雖
然當中有什麼事情發生令到他們分開我
也不想理會，因為這是他們的關係，做
朋友的，只可以關心對方多一些。但我
這位朋友說：「這段感情的結束，好像
天也塌下來了，已沒有再對另一段感情
的期盼。」
如果我早一點看到這部外國電影，

裡面這一番說話我便可以送給她，因
為誰都會遇到挫折，只要能夠再次站
起來，世界是多麼的美好，機會還是
在我們眼前，只要下次好好把握，便
不會後悔。
雖然我不是一個喝酒的人，甚至乎

從來不懂得享受，但也會明白得到，當
一些人喝了酒之後，也會出現一些醉意
的反應；有時候也會想，為什麼身邊的
朋友這麼愛喝酒，喝了又令自己這麼辛
苦，為何呢？但我亦明白得到，有時候
可以放鬆心情享受生活也是不錯的，這
是他們的選擇。
話說回來，電影裡面所說的，喝酒
太多頭會痛，甚至第二天也可能仍帶着
一點醉意，但一天一天的過去，這些醉
意總會過去，我希望可以把這些說話送
給每一位讀者，當你在未來的日子遇到
挫折的時候，也憑着自己的努力好好面
對每一個機會，明天一定會更好，共勉
之。

失戀的理論
商台DJ 余宜發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在家旁體育館休憩
草地一胖婆婆坐於石

上，見我路經，問：「荃灣怎樣
去？」我說：「很遠啊，這裡是粉
嶺，要乘搭巴士。」見她一臉迷茫，
問：「去荃灣何處？」答：「不
知！」「為何去荃灣？」「我住在那
裡。」「妳幾歲？」「六十多！」她
沒手機，連家裡或家人電話也說不
出，如何到這裡也不知。
為了幫她，我請她給我看隨身證件，
原來她實際年齡是七十八歲。兩個大袋
裡只有十多包薯片。她只記得丈夫和兒
子名字，說丈夫去了照顧孫子，自己是
上海人。我惟有報警求救。
警員到來細心搜索她的袋子，竟找
出一張我所住屋苑的電子門卡，聽到
屋苑的名字，婆婆才如夢初醒般說：
「是，我住在這裡！」我們即時帶她
到管理處，有職員認出她住第七座，
但婆婆不知自己住哪樓層，警員替她
再尋找，我也離去了。
婆婆那迷惘的眼神一直留在我腦
際。她的記憶仍停留在自己六十多

歲？可能當時她住在荃灣，她外出買
了薯片便不懂回家，也忘了自己住在
哪裡，是突然間腦子的記憶一下子清
空了？只留着舊時的殘餘片段？想來
實在有點可怕！人愈來愈長壽，但失
智的人也愈來愈多。我那九十三歲的
奶奶記憶只約兩分鐘，常重複發問同
樣的問題。所以，家裡若有老人，必
須給他們一個簡單操作的電話，方便
你找他們和在有需要時幫忙的人可找
着你。也要把住址和家人的電話寫下
來，和他們的證件放在一起以防萬
一。
自己年紀愈大，也體驗到何謂記憶

力愈來愈差，從沙發起來準備取點東
西，站着，就忘了要取什麼，怎樣也
記不起來。「懵懂」已成了我們這輩
聚會時的黑色幽默和自嘲了。
除了多做運動，多做訓練腦袋的玩

兒，還要珍惜和家人朋友們的相處，
多和家人拍照，拍錄像，留下美好的
時光。待有天腦袋的記憶無故消失
了，也讓自己知道曾經和現在擁有着
什麼。

消失的記憶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小芹，聽起來是女孩子的名
字，其實不然。當時上課，教

到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裡面的女主人公
叫小芹，剛好郭芹納的名字有個芹字，於是同
學們也不管是男性女性了，乾脆就以「小芹」
稱呼他了。
小芹來自西安，常常健身，是北師大武術隊
成員，照理應該健壯才是，但好像胃不大好。
有時看到他在操場雄赳赳的樣子，便有反差的
感覺。有一個時期，學生們大串聯去了，學校
較亂不知誰先發現的，說，中南樓女生宿舍那
裡有空房。於是我和曹惠民、郭芹納就捲起鋪
蓋，一起從我們所住的西北樓跑去，佔底層的
一間房，三人同居；而先到的陳治政和賈耕生
早就在我們樓上搶佔了一間，樓上樓下不必會
面，從窗口伸頭一喊就行，彼此溝通好方便。
那時候，我們相處愉快，其樂融融。有時會
有些同學，跑過來聊天，吃朱古力。可是，有
一天，年少氣盛的曹惠民和郭芹納，不知為什
麼小事爭論，似乎小芹說不過，一氣之下，捲

起鋪蓋就回西北樓老巢去了。多年後重逢，胡
聊時提起，他茫然，有這事嗎？
一九八六年，香港——西安首航線開通時，

我被派去參團採訪，先住西安賓館，後轉到唐
城賓館，有機會約見小芹。他來到唐城賓館看
我，後來還陪我去鼓樓轉轉。路過新華書店
時，看到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剛給我出版的散文
集《回音壁》，特別開心，當即買了幾本，因
為當時我還沒有收到出版社的樣書。那時交通
極為不便，公共汽車很早收車，晚飯後他要搭
尾班車，趕回地處近郊吳家墳的西安陝西師範
大學，雖然依依不捨，也只好在街邊送他上
車，揮手而別。
畢業分配時，他被分到陝西一個小縣城，說

是照顧了。可是他並不甘心命運的安排，正好
高校恢復招研究生，他便去報名，結果考上
了，他一向喜歡古漢語，也頗有研究，後來成
為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以至中文系系主
任。十多年前的二零零五年九月，他曾把他所
著、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詩律》和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訓詁學》寄贈，讓我獲益
良多。他古代漢語的成就不俗，曾多次為公祭
黃帝陵撰寫祭文，廣獲好評。當年的香港教育
學院在內地招標，選拔在校大學三年級學生去
內地沉浸古代詩詞，他也中標成為導師。
他曾兩次到香港，一次是他在香港的女兒出

嫁，我應邀參加在九龍都會海逸酒店他們的婚
禮，和他及他太太歡聚過。去年初他來港，我
們又相約見面，老朋友間，幾乎無所不談。他
腸胃欠佳，脊骨似乎有些不利索。走了半天，
終於在佐敦的一家素菜館就座，那時，春節剛
過不久，我們座位旁邊，花盆裡插滿了粉紅色
鮮花，倍增喜氣洋洋的氣息。有此美景，更多
的是多年情誼，不免請侍應幫我們拍照留念。
但是，快樂的時間總是短暫的，別離的時刻
終於來到，他堅持送我到佐敦港鐵站口，說，
我就住在這附近，都很熟了，沒幾步路，你放
心！再推託，我知道誰都走不成了，緊握了他
溫暖的手，我離去。回頭只見站口人流不息，
冬夜漸漸深沉了。

小芹

過年，幸福不只有一種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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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已經成為了中國春運最主
要的交通工具。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