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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2015年春天，我在郵箱裡收到一篇
署名李廣美的散文，從字裡行間感覺她是一
位有一定潛力的作者，聯繫她預留的手機電
話，加了她的微信，有空就聊幾句天。通過
進一步了解，知道她熱愛文學好多年了，是
位起步較早的作者，只是由於身居縣城，沒
人予以指導，雖然寫了一些散文，但是沒有
找到方向，無處發表，我當即表示，以後她
有稿件可轉發給我，以便有機會給她推薦發
表，並把那篇文章推薦發表在《蒙陰作家》
文學雜誌創刊號上，以便交流傳閱。

這年秋天，出於對文學的熱忱，她在網上
約請出版文集的作者把書送到她那裡，她有
一個步陽門業連鎖店，二層樓，樓下是接待
室加辦公室，樓上空着，正好為作家們擺放
圖書，並且有心幫助作家出售。這樣做的出
發點不為個人利益，只為她對文學、書籍的
熱愛，以及對家鄉作家的尊重。她在動員別
人的同時也給我發來了同樣的信息，並且試
探地讓我把近年出版的文集給她，由她代理
出售。作為文學愛好者，我知道自費出書的
確不好銷售，如果有個賓客雲集的地方代
賣，無疑是一種最好的營銷方式。這令我非
常感動。我告訴她，我的書不是自費出版，
而是由出版社統一上架進行分銷，賣書的事
不用我管，我只收到部分樣書和稿酬。
說這話的時候，我和她還沒有見過面，等

到2016年春天，她再次向我提出想為作家
賣書，好替大家分擔出書之憂時，我又一次
給她電話，問她，作家們放在她那裡的書賣
得怎麼樣？她說不好，沒有替他們賣出幾
本。她有點難為情地說，原本是想通過這件
事為蒙陰作家們做一點好事，卻沒幫上什麼
忙。她讓我幫她想辦法，實現她愛書、藏書
的理想。正好，我收到一本北京寄來的《農
家書屋》雜誌樣刊，上面發表了我的一篇散
文《走進篁嶺》。想到以前曾參觀過的一些
書屋，我靈機一動，高興地和她說，不如把
你的二樓騰出來辦一個「作家書屋」，以收
集收藏本縣作家出版和發表的作品為主，這
樣你喜歡書的理想不變，為作家們宣傳的初
衷不變，還能為全縣文學藝術愛好者提供作
品收藏和創作的場所，讓你的二樓充滿書香
墨香，可謂一舉兩得，她爽快地答應了。
一天，廣美約我去她的小樓看看，同時也

想和我認識一下，那時我們除了微信和電話

聯繫，還沒有見過面。儘管有約在先，但因
我三次去外地采風，之前的約定還是沒有成
行。秋天，有一次我們在崮文化網辦公室小
聚，她聽說我去，也匆忙趕過去了。我發
現，她也是一個不太愛說話的人，性格好，
很樸實。見了面，她再次相邀去她的店裡看
看，她對我說，已經準備佈置二樓的書房
了，按我說的方法去佈置的。

又過了幾天，我去參加縣裡舉辦的一個畫
展，在那裡遇見她，在她的盛情邀請下，第
二天，我終於擺脫了各種瑣事，登上她家的
二樓，發現她已經把書櫥做好了，地面也已
經打掃好，只等粉刷房間了。
有一天，她突然打來電話，問我有沒有時

間，有時間的話接我去她的二樓看看，當我
邁上粉刷一新的二樓時，原先擺放紛亂的傢
具如今已重新佈置一新，所有的設施都整理
得井井有條。她還購置了書案、茶具、茶
桌，兩大組書櫥安放整齊，書也分門別類依
次擺好，幾位本地作家的作品赫然在目。經
過一年的醞釀，半年的準備，2017年3月8
日這天「蒙陰作家」書屋第一次向節日裡的
女作家們開放，於此「蒙陰書屋」宣佈成
立。初期收藏和擺放的有類延成、公丕成、
曲德恆、王相理、言語、尚紅雲、蔡世國、
石運堂等十幾位本土作家、書法家、攝影家
的作品，不久，又相繼收藏了國內外文學名
家的作品集，書屋的作品收藏及文化內涵正
在一天天逐漸豐富。
現實生活中的快節奏使人心變得浮躁，每

天為這樣那樣的事情繁忙奔波，剩下僅有的
時間也交給了手中的手機，很難靜下心來看
那些可以修身養性的書籍，甚至有些作品完
全不適合成長期中的青少年，蒙陰作家書屋
的成立，不僅給青少年讀者和文學愛好者帶
來舒心的閱讀體驗，還能為本縣作家收集一
些珍貴的歷史資料，打造一個綠色的閱讀、
創作、交流的平台，意義非常深遠。

近年來，通過各種渠道結識並發現了一些
年輕的文學愛好者，他們都和當年的我一
樣，對文學默默喜歡並創作着，尤其是那些
心思敏捷文筆細膩的女作者。2015年我建
立了一個微信群，利用網絡的優勢把本地文
學愛好者聯繫起來，在一起切磋文學創作，
文學創作氛圍空前高漲。經過不斷的學習交
流，大家的文學創作水平不斷提高，先後有

上百篇散文、小說、詩歌在省級以上報刊發
表。去年11月份，中國散文學會組織為貧
困地區小學捐書，書屋作者們積極響應，有
的捐出自己的書籍，有的直接在網上購書捐
贈，先後捐出兩百餘本。

在作家書屋中，最為顯眼的是女作家的文
集，這些文章的創作和彙集，不知道流淌了
她們多少的汗水。她們一方面做着家務，一
方面堅持寫作，每個章節都記錄着她們的心
路歷程。和大多數女作家一樣，我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開始讀書寫作，堅持三十多個春秋
筆耕不輟，如今我仍然相信那句話：對於
書，不同的女人會有不同的品味，不同的品
味會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選擇肯定會得到
不同的效果，因而演繹出一道女人與書的風
景線。作為女性，我深信愛書的女人是美麗
的，尤其是那些手捧書籍安靜讀書的女人
們。再美的妝都只在臉色，而通過讀書獲得
的修養之美卻是一種內在美，是從心靈深處
散發出來的美。

山東蒙陰坐落在巍巍蒙山腳下，是個鍾靈
毓秀之地，凝聚了天地間的靈氣，孕育着優
秀的人物。歷史上出過蒙恬、劉洪、公鼐等
文化名人，離縣城35公里處有座古寺叫中
山寺，古寺山道崎嶇，松柏蔽日，周圍群山
環繞，鳥語花香。據記載，當年古寺佛事盛
大，鼎盛時期有僧人五百餘人，前來觀光遊
覽的人自是絡繹不絕，唐朝詩人白居易和宋
朝文學家蘇軾曾到此遊覽。寺裡有數座千年
碑刻，上面就有白居易、蘇軾等文人墨客留
下的不朽詩句。

和閱讀可以說是人類文明傳承的主要載
體，全民閱讀活動是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
辦和新聞出版總署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關於
建設學習型社會要求的一項重要舉措。當圖
書館服務、閱讀服務具有區域分佈不平衡的
時候，書屋無疑成了提供附近市民閱讀的良
好平台。鄉村建設和發展離不開書香和文
化，有着神奇獨特的「岱崮地貌」美麗家鄉
的離不開書香，「崮秀天下，世外桃源」的
稱號更需要經濟和文化的支撐，作為本縣作
家能夠立足生活，盡己所能為各種文化宣傳
和媒介的引進當好「東道主」，為沂蒙山區
的生態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文學事業的
繁榮出一分力盡一分心，肩負作家的使命，
心懷鄉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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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人」現形記
一個網名為「潔
潔良」的姑娘最近突

然躥紅，但她的故事和以往的網紅
都不一樣。
故事要層層推進才有趣。
話說這位網友潔潔良，真實姓名
田佳良，為廈門大學研究生。她同
時還是一個漫威迷妹，某日參加漫
威在上海舉辦的活動後，被散場後
滿地的垃圾氣着了。作為一名主修
「環境與生態」的高學歷專業人
士，誰都以為她發出個「學術範
兒」的批評才符合她的人設，但沒
承想，姑娘一張嘴（微博發文）驚
歪了所有人——「惡臭你支！」
翻譯，翻譯呢？翻譯過來就是站
在當年侵華日軍的立場上蔑稱中國
人為支那人，然而形容為「惡
臭」，然後是「你、你們的」和
「我」不是一族的。
由於這四個字過於驚世駭俗，立
馬引來了網友們的圍攻，但潔潔良
一副橫刀立馬的女土匪樣，又接連
發出「粉 紅 豚」 ，真的 低智到我
無語……又慫又蠢，語言都表達不
清楚，支之所以為支，他們有很大
功勞，「傻×國人」，「廢話，不
侮辱，我說幹嘛」等等，而她所謂
的「粉紅豚」即指當下網絡上的愛
國人士。
如果潔潔良只是個不學無術、成
日蒲網吧的殺馬特，那這件事肯定
稱不上新聞。戲劇性的地方就在
於，人肉之後，潔潔良的真實身份
讓所有人大跌眼鏡——潔潔良，即

真實生活中的田佳良，「成績優
異，本科就讀於遼寧師範大學，中
共黨員、院學生會副主席、學院內
第一批發展入黨，大連市三好學
生。曾獲國家獎學金、校級獎學金
共15項，榮譽稱號共計12項。因學
術表現優異，本科畢業後被遼寧師
範大學保送至廈門大學進修，並在
廈門大學擔任2015級碩士生第三黨
支部書記。其後，再被廈門大學保
送攻讀博士課程。」
一口一個「支那」辱華的瘋狂級

「精日分子」，竟是學霸、保送對象、
獎學金獲得者和黨內重點培養的青
年幹部，這個雙面人可算偽裝得成
功，這個利己者可算精緻到極點。
第三波高潮出現在潔潔良被爆論

文為抄襲，且涉及篇目達6篇之多。
至此，此前唯一服人的「學霸」點
坍塌，剩下的只有網友們對「違心
的入黨申請，靠關係的獎學金，抄
襲的畢業論文，以及因此而搶走的
真正努力者的獎學金，擠掉的真正
有信仰者的入黨名額」的憤怒。
目前，潔潔良事件已經引起了《人
民日報》、央視等主流媒體和共青
團、公安部等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涉事單位廈門大學和遼寧師大校方也
分別都對田佳良作出了相應的處分決
定，而網上的討論熱度一直未減。
是該好好說道說道，除了令人驚

愕的雙面人潔潔良們，還有能讓潔
潔良們一路暢通無阻、順利達成各
種目的的高校，後者比前者更令人
恐懼。

武林小說入面的
「丐幫」都經過小

說家藝術加工，大幅美化。
舊社會的「丐幫」，其實是一夥

向良民強索硬要的流氓，清末民初
人徐珂（1869-1928）的《清稗類鈔
．乞丐類．丐頭》有詳細描寫：
「各縣有管理乞丐之人，曰丐頭，
非公役而頗類似之，本地之丐，外
來之丐，皆為所管理，出一葫蘆式
之紙給商店，使揭於門，曰『罩
門』。罩門所在，群丐不至……丐
頭之收入有二。一，商店所給諸丐
之錢，可提若干。二，年節之賞，
慶弔之賞，無論商店、人家均有
之。」按書中描述，丐頭不務正
業，向商戶收「保護費」，商戶會
發葫蘆狀的紙，表明已交「保護
費」，縣內所有乞丐不能再強索。
此外商店民家如有喜慶出喪，「丐
幫」亦會登門討賞。
談到香港的大學學生會與丐幫，
便想起飯店東主、人稱「深水埗明
哥」的陳灼明先生。明哥向區內貧
苦大眾慷慨施食，人出了名，就有
大學的學生會覬覦！陸續有學生會
如惡丐索賞，要求明哥贊助他們課
外活動的小食，這活脫是廣府話俗
語中的「乞兒兜搶飯食」！明哥出
於善心，幫助區內有需要的弱勢社
群，你大學生參加學生會的課外活
動，原本有校方發的經費，而且大
學生的零用錢應該自己想辦法呀！
再退一萬步，活動的茶點豐儉由
人，每人一包飲品、幾塊餅乾也可
以呀！明哥讀書不多、不善辭令，
不會拒絕這些大學生的貪婪苛索，
有求必應。後來傳媒廣泛報道，這
些「乞兒大學生」才絕跡！大學生

都是二十歲上下的讀書人，當知明
哥請你們豪吃一份下午茶套餐，就
等於佔了一個給街坊果腹的飯盒！
學生會的活動竟然帶出大學生沾

染淫邪、貪婪、癡愚和瞋怒等惡習
的風險，怪不得愈來愈多香港家長
未雨綢繆，安排讓子女離開香港升
讀大學了！
學生會的會長幹事有多癡愚？前

文提過的「丐幫傀儡幫主」公開肆
口狂言，說道：「大學內沒有什麼
地方是同學不能進入的！」神經
病！起碼男生不能入女廁，舍堂宿
生或訪客踏入異性同學居住的樓層
都有時限，晚上夠鐘時，男生要離
開女生樓層，女生亦然，這是基本
常識。然而，大學再有地方需按一
般物業管理設限，凡有危險的地方
不能任人自出自入。如高壓電錶
房、化學品危險倉、儲存大量放射
性物質的實驗室、醫學院的停屍間
等等都不能變成「無掩雞籠」！
今年就發生另一間大學的學生會

頭領霸佔教職員辦公室多個小時的
醜聞，其間還有男生向女老師罵髒
話和出言恐嚇！現時，學生會用廣
府話粗口辱罵本校或他校校長的
事，層出疊見。源頭當然是二零一
三年小學教員林慧思以中英雙語粗
口辱罵執法警長一事，事後「爛口
林」還得到所屬宗教團體極高層的
傳教人員，以及勢力最大的「教師
公會」包庇！當時沒有任何一位大
學校長站出來直斥其非，幾年下
來，許多校長給學生「問候」娘
親，真是天理循環！
香港教育質素持續爛下去，也是

我們小市民非常無可奈何的事。
（香港教育大危機之三）

我所服務的「培僑中學」，今年七十二
周年校慶，校刊要我題詞，於是揮筆立

就。詞曰︰「培僑七十二，我生九十二，人生有極限，學海
卻無邊」。
想不到一生服務就是一個單位。當然，形式上我是從一而
終，大學畢業的二十一歲小伙子，就在這個學校服務終生。
我的工作崗位就在培僑中學，但是工作範圍寛闊得多。政
治活動不用說了，這個回歸前的港英當局一清二楚，我是他
們追蹤的政治人物。幾度必須潛入地下，港英特務的追捕誤
中副車，這些往事，了解香港「現代史」的都知道。回歸之
時，特區政府第一批頒發我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有的人認
為何以我這個「小人物」能得這個「最高榮譽」？當然，我
自認對此不敢當，但當年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卻是堅持不
變。與當年的特區政府第二號人物爭論不休，此是往事，不
說也罷。
老香港，老政治人物，我是一個。我服務於教育界，又是
半個作家，歷年寫作不輟，已輯成書的逾三十種。今天人老
心不老，還在寫專欄文字。寫作界、政治界、教育界，都有
我的一份兒。生平興趣多端，原本在大學學的是化學工程，
畢業後卻未在本行幹過一天。如果說有，只是在順德糖廠實
習兩個星期。此後未離開教育界，也未離開政治活動。我是
香港當過全國人大代表最長的一位，從第四屆到第十屆，也
是最資深的教育界元老，至於在寫作界，也可說是一位老
「作家」吧。
我自小就是一個興趣多多的人物，正因為興趣太多，因而

不能成為一個「專家」，這是很可惜的。如果當年能專於一
門，今天的成就可能是更大一點吧。人生本來就是多姿多
彩，魯迅學醫，但卻成為一位大作家，世界上學非所用而成
名的多的是。世界變化無窮，人的興趣也是這樣，只要認定
了，堅持下去，總會有所成就的。

學海無邊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一年一度的「五．
一」國際勞動節又到

了。各地打工仔打工女紛紛投入慶祝
活動，無論內地也好，香港也好，勞
動節都是假期。特別是內地，十分隆
重慶祝，被稱為小黃金假期，全國各
地市民大多舉家到各地旅遊，散心度
假。愛民如子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特
別呼籲市民度假最緊要是注意安全。
我認為幸福的假期，以安全為基石，
安全第一最重要。近日，世界各地不
幸都有不少交通大事故引致傷亡，愉
快假期危及生命安全，實在不值得。
國際勞動節顧名思義是勞動人民的

節日。記得勞動節的起源是美國工人
團體爭取權益而發起罷工遊行的鬥
爭。時至今日，「勞動者」廣闊地包
括工人、知識分子、學者等等受薪階
級。各領域的勞動者紛紛組織起來，
由工會領導，向資方爭取權益。工會
與資方談判商討，希望勞資雙方本着
互讓互利，以大局為重，免釀成罷工
悲劇傷和氣。平情而論，香港的勞資
關係尚算和諧，其中有官方介入，資
方代表和本港歷史悠久的工會聯合
會。如有勞資糾紛時，各方可從中斡
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得以穩定和
諧，相信是各界努力的好結果，誠好
事也。事實上，香港繁榮令全民就
業，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香港某些

行業，特別是厭惡性的行業，經常缺
人。可惜礙於條例，未能輕易申請外
勞進入本港職場。加上香港婦幼託兒
服務不足，不少婦女要在家全職當主
婦。所以，有關當局如能積極投入婦
幼託兒服務，便能大量釋放勞動力，
讓婦女能重回職場。
隨着醫學發達，人民生活質素提升，

愈來愈多的人的生命也旺盛長壽。而
不少機構甚至有關當局的退休年齡是
建立在60歲，即是說60歲便要退休
了。其實古語雖有云：「人生70古來
稀」，但今時今日可謂「人生70正開
始」。所謂銀髮勞動人口趨升，不是
說笑話，人生70是創業時。很多銀髮
長者，樂於投入社會，或做義工，或
創業做生意，這是新時代的新局面。
其實，現代長者不認老，自稱是

「少老」，只要有人願意聘請，便願
意投入職場工作。特別是有知識和專
業經驗的學者專家老友記，可受歡
迎。雖然，現代科技進步神速，但這
些長者不怕艱辛，與時俱進，勉勵自
己終身學習，投入創新科技行列，與
後生仔女爭一日之長短，不少長者也
希望政府能設年齡歧視法，保障長者
在工時工薪方面，都有保障。我們為
了保障長者權益，要教育社會注意長
者工業安全，令社會處處和諧安全，
幸福滿滿。

「五．一」勞動節

我們年輕時的年
代，大多數人都會寫

日記，除把日常生活和自己的感受
包括心內的秘密記下來留待日後回
憶，也作為練習文筆之用，故此，
日記最具私隱，至死前也不能公
開。
新的一代人絕少有寫日記的能耐，
年紀小小在家長的指導下還會練習一
下，當他們成長至以社交媒體作為媒
介與友儕交流時，日記便成為電子
化、圖像化、記錄化，而且是公開地
給所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
有一位中年朋友，光棍一名，也
沒有家人為他燒飯問暖。不知何時
開始，他每天傍晚在快餐店或餐廳
用膳時，總先拍下食物的照片，然
後傳到友儕間的群組去，每天都說
一句「開飯啦！」雖然許多人都覺
得他很無聊，但日子久了大家們都
見怪不怪。這個群組便是他記錄晚
餐的日記！
又有一個群組的一位成員，每天
大清早總找一張優美的照片傳給大
家，然後說一句「早晨」，這群組

是她記錄每早心情的日記！
還有許許多多人，愛把日常生活

的大小細節，無論是家裡的花貓小
狗子女的活動、買了的新衣服、覺
得漂亮的飾物、與任何人的相聚、
吃了些什麼，或無甚原因的自拍或
錄影等等，一一都貼文到社交媒體
去和他們數以千計相熟或不太熟的
友人分享，成了他們的生活日誌。
最多人貼文的是旅遊的照片，數

十張照片攻陷你的時間，為的是要
人看他的遊記。亦有不少人，在心
情不佳時在社交媒體上留下幾個唏
噓的字，又或心情惡劣時以文字罵
人，縱使大家不一定明白他們在說
什麼，相信他們寫了自我感覺會好
一點，但被公開責罵的人，就名譽
受影響了。這是他們的心情記錄。
公開的「日記」與私下保密的日

記明顯地分別很大。公開個人的感
受，一時之快可能惹下彌天大禍。
只要有人看到了，就算刪除了還可
能是別人的攻擊對象。和朋友分享
自己的生活感受是美妙的事，但太
濫的話，則成了累贅！

現代日記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去過天津幾次，每次都會見
到同學王國光。他本是天津

人，從天津考上北師大中國語言文學系。他是
我們班的學習委員。但我不記得有其他關於學
習的事跟他有關，但他當上學習委員，肯定上
面欣賞他在功課方面的成就吧。
那時上現代文學課，《阿Q正傳》是必讀
的，於是裡面的「王鬍」變成了他的綽號。其
實他並不長鬍子，他善辯，於是我又稱他為
「天津青皮」，極言其講話了得。他似乎什麼
都不大在乎，動作也奇特，講着講着，他會雙
拳齊出，連同頭顱撞向對方，只是裝模作樣開
玩笑，並不認真。我戲稱之為「雙龍出海」，
不過還多了個頭顱。應該是三龍出海吧，比雙
龍更勝一籌，就差一點沒練成金庸筆下的蛤蟆
功了！他打籃球也橫衝直撞，不減「賴」的本
色。
有一次，我從北京到天津，晚上與王鬍、啟

智、全林在津同學歡聚，飯後意猶未盡，跑到
酒店外神聊，夜已深，海河的夜風拂來，我們

望着天邊的幾點寒星，他提起戴安全的兒子跑
到天津找工作，他盡力幫忙的事。我感到他還
是依舊的熱心，一如大學時期。
還有一次，我們幾個在北京的同學，由趙繼
剛借了一輛麵包車，開往天津，去見天津三同
學，走到他家樓下，我不幸踩了一腳狗屎，狼
狽不堪。上樓就躲到洗手間去清洗。他笑道，
好運不斷來呀！他在天津第二中學任教，是語
文特級教師，端的厲害！
他似乎工作很忙，當然啦，以他的本事，加

上天津是他熟習的地盤，理應如魚得水。何況
他又是「王鬍」呀。
二零零八年八月見他，陳啟智也在。剛巧趙

繼剛也正在天津遊玩，於是我們相約相聚，去
逛「津門故里」，那裡抬頭都見到啟智所題的
商號，主人家似乎與啟智相熟，見到他，都紛
紛邀他進去坐。我們四人在他所題的「喬香
閣」牌匾前合影，留下那可紀念的瞬間。等到
安靜下來，要去吃狗不理包子餐，才坐了下
來，排排坐，來一次規整的合影。而在逛商場

的時候，王鬍和啟智帶我在天津小吃檔口流
連，天津小吃那麼多，除了狗不理，還有桂發
祥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小寶栗子、煎餅
粿子等，我又不是食家，哪能遍嚐？到此一
遊，雖然王鬍力勸，我淺嚐即止可也。
王鬍在說笑之間透露，他女兒移民加拿大，

他可能也要過去。他說得輕鬆，我卻心裡一
沉。心想，雖然現在也分隔兩地，但香港－天
津不算太遠，相見總是有期，一旦他移去加
國，那可是山高水遠時差日夜顛倒，相會不知
何日了。但當時並非別離時刻，不宜過早傷
別，說說笑笑也就過去了。
那一回，啟智似乎有事先離去，王鬍帶我和
繼剛去天津的小劇場看相聲表演，我們去遲
了，被迫分開坐，但那節目讓我回想頗多。分
手時，街邊的行道樹青青，只見王鬍大步流星
地走去，剩下我和繼剛，去尋找他住宿的酒
店。今天寫他，不知他從加拿大回天津了沒
有？我期待着，有那麼一天，讓他帶我再去逛
勸業場，閒話再說當年情。

王 鬍

應是書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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