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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前後
不論自大無比
的網民如何揶揄乃

至謾罵香港大台的電視劇，但人
們還是忍不住扭開電視機，邊看
邊談邊罵，這也是網絡時代的
「新常態」。
正在上映的《BB來了》卻有意
外之喜，不但因為題材貼近生
活，幾位主要演員也表現出色，
令在一片低壓和抑悶的島城空氣
中，平添了一點喜感。
這是一部輕喜劇，難免有誇張

的情節、表情、動作，以及人
物，比如劇中兩位上一輩母親陳
秀珠和盧宛茵飾演的外母和家婆
之間的鬥氣，以及象徵兩代文化
隔閡的婆媳關係等，而對盧宛茵
角色的性格描寫更有歧視「寡
母」成分，充滿偏見。然而，作
為一件文化產品，以幽默手法折
射現實的該劇不失為一個亮點，
也捕捉到年輕父母的心態。
尤其是李佳芯的演出，將一位

新婚不久的事業女性從意外懷
孕、將為人母那種從錯愕、猶豫
到面對的矛盾心情，初為人母那
種緊張、擔憂，以及對孩子牽掛
的表情等等，都拿捏得恰到好
處。男女主角的身份和性格塑造
顯然也迎合了今日的市場需要和
觀眾口味，所以，甫播出即成熱
話並刺激收視率，乃預料之中。

雖然每個初為人母者的經歷和
感受都不同，但李佳芯的角色設
定基本上體現了一位新媽媽的處
境。在空間和金錢雙重壓力下的
大都市小夫妻，養育一個孩子絕
對不容易，但大部分夫妻都希望
有自己的孩子，那是人性使然。
孩子是夫妻愛情的結晶，也是

父母之間的紐帶，一個新生命的
到來，予人希望，也賦人負擔。
嬰孩那粉紅幼嫩的肌膚，得意趣
致的表情，的確可喚起正常女人
的母性，所以，生育前事業心強
的李佳芯決定辭職而專心照顧孩
子，有相當代表性。
不過，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面

對的問題，卻是很多夫妻想像不
到的──無論你之前如何計劃周
詳、準備充分。對於女人來說，
當上了媽媽，也不僅僅是母性本
能，而是一輩子的牽掛。因為BB
在母體孕育十月以及由臍帶象徵
那種血脈相連的感覺是作為父親
的男人無法體會的，所以，女人
當媽媽的心理壓力遠較父親大。
我雖然不是每集都追看，但也

大意感受到一個小生命的來臨給
一家人，尤其是一對小夫妻那既
喜又驚的衝擊。作為一位媽媽過
來人，我的女兒已出社會工作，
但看了這齣溫馨的電視劇卻勾起
我的回憶和共鳴。

國家主席習近
平曾嚴正指出：

「老祖宗留下來的領土，一寸也
不能丟。」此話令炎黃子孫十分
擁護，堅決反對「台獨」、「港
獨」。最近，習主席在北京會見台灣
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一行，強調四
個堅定不移，指出國家對當前兩
岸關係的指導思想。主席說四個
堅定不移，第一是堅定不移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第二，堅定不移深化兩岸交流合
作。第三，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
謀福祉。第四，堅定不移團結兩
岸同胞，共同致力民族復興。
充滿民族和文化自信的習主席
引用金句：「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緣身在最高層。」細心領悟習
主席的重要講話，深有體會。大
道之行，人心所向，勢不可擋。
國家有充分信心及足夠能力牢牢
地走正確方向，堅定不移地為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和平統一
進程。這番話相當有力，炎黃子
孫都同意。正如習主席所指，炎
黃子孫為兩岸同胞和平統一，共
同努力，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要堅決反對「台
獨」，在新時代兩岸同胞共同攜
手，同心協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譜寫新篇章。國民黨前主席
連戰在會上提出，一個中國，兩
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四
點主張。連戰說，兩岸本是一家
人，不應繼續內耗，應當追求兩
岸和平共榮獻謀獻計，共建和平
的海峽，繁榮的兩岸。連戰同時

表示，兩岸應在「九二共識」基
礎上，鞏固政治互信，重啟對
話，循序漸進解決歷史所遺留的
政治分歧。連戰也同時認為，兩
岸經貿合作、文化交流、民間往
來不斷擴大，互利兩岸人民同
胞，增進兄弟情深。
回頭談談香港近況。眾所周

知，香港同樣是不容分裂國家，
不容「港獨」囂張。最近，特區
政府保安局李家超局長公開嚴正
指出，維護國家安全需要，引用
《社團條例》第八條，禁止煽動
「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
作。李局長指出，此行動乃強調
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全，
公共秩序及保護他人的權力和自
由的需要。特首林鄭月娥也回應
表示，在「一國兩制」下，要尊
重國家主權及國家利益，如果有
人觸及紅線及底線，特區政府絕
對不會容忍。
禁「香港民族黨」運作，在法律

上十分符合依據，為了香港安全，
遏止「港獨」是十分重要的。特區
政府根據《社團條例》第八條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有理有據，無
關結社自由、言論自由，亦符合人
權公約。希望盡快完成程序，禁絕
「港獨」政團。正如中聯辦法律部
部長王振民日前指出，除了基本
法修改及取代的部分外，國家憲
法的全部規定均適用於香港，香
港的憲制在回歸後是以國家憲法
為架構而組織起來，基本法來自
中國憲法，是先有憲法，後有基
本法的。

人和人之間能否成為
朋友講緣分，正所謂

「曹操都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
人」。一班人同時相遇，總有人做到好
友，有人依舊陌生如路人甲。人同地方
也講緣，有些地方雖然很先進，很繁華
但未必令人喜歡。落後山村會因它的純
樸討人喜愛。
每當見到回鄉證上補發記錄，就想到

廿年前回鄉在深圳火車站被偷銀包的慘
況，當時身無分文幸好手上有張回鄉的車
飛，搭到鄉下才找親人來打救，幸運是當
時有公司替自己做證明，否則不知滯留多
久了。
最可惡是幾天後有人來電說，拾獲證

件叫人到深圳某個地方取回，試問誰敢
去取？他是好心人定是偷走銀包的賊人
呢？加上不時聽人講在近羅湖關口被搶
東西，對深圳有份莫名的恐懼。小偷不
是這裡獨有，只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就陰
影特別重。
如今許多內地精英都在深圳創出自己

的一片天地！當地人消費能力已經追上，
甚至超越了港澳同胞。不過，發財立品是
中華民族的人生格言，可惜總有人做不
到。立品是對不同階層的人都應有的禮貌
及尊重，對社會有需要的人施援手，做些
回饋社會的事。
記得未實施限制一簽多行前，特多水

貨客，羅湖過關很擠迫。有天上深圳過關
期間有位拖着買菜車、時尚打扮的女士，

過關時有位香港海關人員要求她要按規矩
做，肯定關員沒有粗聲粗氣，卻聽到那女
士大聲反駁︰「咁多聲氣，冇我們來（香
港）你們食×啦！」
聽到都覺得很無品，關員一定更激

氣，香港海關人員的EQ是一流的。拜
託！不可能單靠你們來港買些貨就養活香
港人吧？未免太自大了。
最可怕還是十多日前又遭遇到蠻不講

理的人。與一班朋友從珠三角內地回港，
途經深圳，在福田區食飯之後步行到口岸
準備過關返港，在近關口天橋邊的一個路
口，正在等過馬路之際，有人從後面撞到
身上背包，本能反應往後望一眼，見到一
個年輕男人抱着大概歲幾的小孩，原來他
要打尖行先，他卻惡人先告狀，責怪人阻
住他。受害人反駁他一句：前面的人怎看
到後面的人情況呢？如何阻礙你行？他竟
然以一副兇惡相兼挑釁語氣再鬧，旁邊朋
友忍不住叫他不要再鬧了。
對方竟然來一句是否想打架呀？然後

要將小孩交同行的人狀要出手，朋友當然
不退避，此刻惟有立即拉開他。但那一刻
真的很憤怒，說大不了報警處理！卻聽到
對方有人講：報警？你死梗！這是什麼的
世道？不想阻礙同行的朋友回家，只好忍
住怒火走入關口。
心情極受影響，回家腦海仍在想如果
真打成，累了朋友怎過意得去。如果當天
是一個人該怎辦？真希望內地所有地方裝
上天眼，當有爭執都有片為證。

當遇上蠻不講理者
小臻

七嘴七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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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乘搭的士，無可避免和司機搭
訕，的士司機開車工作比較乏味，一旦遇上

有點談興的乘客，自然大發議論。可能整天在車廂內焗聽電
台新聞，他們對政治民生總是說得一套套的。
通常遇上這些「的士論壇」，我總是聆聽居多，少有發表

己見，交通安全至為重要，司機說得一旦興奮，開車就舞龍
了；遇上激進的司機，更加不想他受刺激，行車安全，後果
自負。我們生活在固有的群體，有時候和社會不同人等交
流，也不失為好事。這天帶着幼兒乘搭的士，開車的年輕司
機頗為時尚，談吐亦溫文，在短短15分鐘一段車程，也有
一不慍不火的辯論。
從政府重判Uber司機新聞開始，司機總是認為政府「做

戲咁做」，只不過回應的士行業的不滿。我倒奇怪，現在的
年輕人，對什麼事都是陰謀論的，政府不做事又鬧，做了又
有鬧的理由？如果凡事都有「陰謀論」，對人對事都不會信
任和客觀，生活又怎會開心？
司機一下子扯到「九七前我們有言論自由，但今天政府已

收緊言論自由，出招禁制政黨活動……」年輕人也說不出被
禁制政黨的名字，顯然是人云亦云。
本來有不參與「的士論壇」的原則，這下子也忍不住回應。
怎麼沒言論自由？「港獨」人士天天講都沒人干預，否則也不
會「講」出個政黨來？言論不是太自由麼？但現在「港獨」不
是在講，而是在做，做又怎能不禁制呢？總不能說，我們九七
前有做什麼都可以的自由吧？司機想不到這位帶着幼兒的長者
會有如此回應，一時語塞：「哦，你認為他們已在做了？那就
無話可說。」是講還是做，事實擺在眼前。
司機話題一轉，「其實『港獨』也是政府逼出來的，現在

的香港民不聊生，只求溫飽而已，樓買不起，車位買不起，
生活得不好，都係賴政府啦。」他終於點到問題核心，「賴
政府」可以把不合法變成「合法」，也是今天部分年輕人推
卸責任的藉口。

的士論壇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新學期教科書售
價又升百分之二至

四巴仙，個別中一全部新書，有
人計算過，至少三千五百元，看
到書單，家長能不頭痛？
日前收拾舊物，剛好碰到取自
鄰居剛讀完初三小弟的兩本中國
語文，這兩大冊課本好不壯觀：
十六開本，重磅粉紙七彩精印，
捧在手中，質感等同捧着兩大瓷
磚，很多可供日久保存的辭典之
類工具書，也不比只供這半年使
用的課本來得瑰麗。
好奇試測一下重量：上冊一磅十
安士，下冊差一點兒也有磅半，加
以每天還得揹上幾本其他同重量的
課本，剛發育的初中生，行軍一樣
上課，幾年下來脊骨可健康嗎？也
別說中學生，看到小學生書包超乎
體能負擔的沉重，已禁不住心底暗
呼一聲「救救孩子！」也不禁想問
一句，豪華課本會給新一代中小學
生比上世紀學生更多得益嗎？敢說
一句，豪華課本肯定絕對壞處多過
好處。
首先從對環保角度看，

很多中小學生，看慣課本
裡頭太多的空白，對環保
的認識淡薄了，經常大大

一張白紙，開頭寫錯一個字，即
時就搓作一團丟去，養成這種習
慣，便洗手後拉出幾尺抹手紙都
不覺得有問題了。所以豪華課本
潛伏的無形教育真的不可忽視。
就圖中兩本教科書來說，欄目

也多到近乎臃腫：什麼單元前哨
站、文化瞭望台、課前準備、內
容理解、能力學習、進階訓練、
略讀、自讀、閱讀推介……好好
一篇古文，太多機械性的解剖，
令到學生感性空間窒息，失去學
習興趣，功課壓力就大了；就算
老師面對這堆欄目，也怕要深鎖
眉頭，雖然明知編書者別有好
意，但效果的確適得其反。
教科書樸素一點，紙張輕薄

些，字體不必用到老人書那麼大
號，兩磅減到七八両，同學老師
輕鬆，家長經濟少些負擔，豈不
皆大歡喜？再說，環保訊息首先
由學校傳達，比「大嘥鬼」的宣
傳更能無聲無息救地球呀。

接近兩磅重的課本

國學在中國的冷與熱始終是交
替着的。從大熱再到大冷只有一

百年，這一百年，大家忙於變法、改良、改革，
自然無須經典。那時候，無論什麼手段都勝過書
生的手段。再從大冷到大熱，只用了十幾年。就
是當下的十幾年。但這回，「國學熱」的參與者
隊伍之龐雜、身份之多樣，實在超過前朝。一些
飽學之士意料之中地憂心忡忡憂慮國學的前路，
一些文革被耽誤的人對國學充滿着好奇與飢渴，
一些富人腰包充盈後覺得有填充書房的需要，一
些商人敏銳地發現了誘人的商機。所以，這些人
在同一時間從不同的方向出發，推動着國學向不
同的方向升溫。這就是國學熱的現狀和真相。
撥開一層層面紗，我們清楚地看到有幾股潛藏

的力道正作用於國學熱，他們都像多情的追求者
各施奇招，讓國學像個半老徐娘迎來遲到的誘
惑。在這種種可疑的力量中，至少有三種應該引
起我們大大的警惕。
第一種警惕：國學熱不等於復古。
從多年前的APEC會議起，唐裝走俏，帶動整
個中裝的興起，這本不是壞事。中國人穿中國
裝，多一種選擇。世界上的幾大民族，最不知道
該穿什麼的就是我們了。可是問題在於，今天應
該穿什麼樣的中裝？是漢服，是唐裝，是宋明襦
衣，還是清朝滿服？當下盛行的各種「大典」，
從三皇五帝到小土地神，都有人穿着不知哪朝的

「古裝」大興祭拜。最讓人捧腹的是，規模盛大
的祭孔大典，一群穿着清朝馬蹄袖、裝個假辮子
的人在忙前忙後。
國學熱帶動的這股「復古」風到底能延續多

久，姑且不論，單就趨勢推斷便已不妙，因為一
種文化的形成自有其軌跡和慣性，無論誰都難以
用外力人為改變文化的軌跡。比如元朝，比如清
朝，他們可以用刀統治臣民，但難以消滅漢人文
化，最後都在武力征服中反被文化征服，在行政
融合中反被世俗融合。這就是文化的厚重力量。
所以，各種以復興國學為名以復古倒退為實，雖
不會有什麼大結果，但任其蔓延，卻也能混淆視
聽，耽誤一些人耽誤一些事。
第二種警惕：國學熱不應該排外。
今天的不少人在參與國學熱的時候，帶有強烈

的「愛國主義」情懷，以為大興國學可以一雪前
恥，甚至可以報八國聯軍的一箭之仇。所以認為
西裝可以休矣、英文可以休矣、西方宗教可以休
矣、西方禮儀可以休矣……這一系列「休矣」
的後面，是我們脆弱的民族心理。因為中華民族
本來就是一個大融合的民族，這在世界上獨一無
二。每一次大的王朝興盛，一定先經一次民族文
化的混血。金庸先生認為「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
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
機。」這不是金大俠的信口開河，「五胡亂華」
之後的唐代興盛，夏金遼之後的大明王朝，莫不

如此。甚至唐朝的「國務院總理」（宰相）至少
有2、3人是胡人，比如長孫無忌就是鮮卑人。
因此，中華之國學本就非某族獨有，而是大家

的共同創造。在各種讀經的呼籲中，不要重走
「閉關鎖國」的老思維。否則，我們興盛國學之
日，就是國力衰亡之時。
第三種警惕：國學熱切忌運動戰。
當國學成為時尚，我們除了興奮還有什麼呢？

雖然一見面「你讀了嗎？」肯定比「你吃了
嗎？」要好聽一百倍。但真正的讀經典，卻是要
自然而隨性，甚至是悄悄地讀，打槍的不要。國
學中最重要的經典無疑是儒學和道學，這兩種學
問恰恰從兩個方面堅持「中庸」和「無為」。這
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一旦我們偏離這個軌
道，我們就會走向反面。這樣的教訓太多了。
離我們最近的教訓是文革。那時節全國上下一

片讀經，讀的是「老三篇」，而且每日必讀，形
式多樣。有單獨讀、集體讀、面壁讀、邊舞邊
讀。只能用一個詞形容：深入人心。可是僅僅幾
十年，有幾位還能倒背如流？對於經典的遺忘並
不可怕，還有書可以查閱。但是對於運動的遺忘
則是危險的，因為我們的集體遺忘，我們還要周
期性的犯同樣的錯誤。而且犯錯的形式往往也是
集體性的，災難也是集體性的。
這三種危險的苗頭，是我們每一個還醒着的

人，應該警惕的。

國學熱的三種警惕

從夏宮到冬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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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抵俄羅斯的聖彼德堡，除了遊涅瓦河之
外，主要節目便是參觀博物館。所謂博物
館，也就是以前的宮殿。
民以食為天，時近中午，我們初嚐聖彼德
堡的俄式餐，除了麵包，還有餛飩，倒也接
近中餐，我的中國胃口不致於不適應。飽肚
後，便直奔「彼得夏宮」，那是1704年彼得大帝
為紀念擊敗拿破崙而下令興建的。這座彼得
大帝參加籌劃並作出指示的宮殿，完工於
1723年，可惜的是，兩年後彼得大帝去世。
宮內有七個公園、二十座大小皇宮，其中
一座便是面向芬蘭灣的夏宮，這是聖彼德堡
的第一座花園，宮殿前之御花園，設計別有
特色，由64座噴泉和250多尊金銅像組成的
梯級大瀑布，琳琅滿目，數也數不過來。十
月革命後，1934年，闢為民俗博物館。現在
成為18世紀和19世紀宮殿花園的建築群。進
入夏宮，宮內的廳房佈置，金碧輝煌。可
是，也有人投訴，說只看這些，怎麼不看其
他風景？可見胃口不同，眾口難調，愛好根
本很難一致。有一位老兄，乾脆就脫離人群
做獨行俠，自找樂趣去了。
東西實在太多，我無法一一說清楚，印象
最深的是，看到皇帝的馬桶，有特別的管
子，方便之後，由皇帝的侍衛取走。我還看
到皇帝的龍椅，十月革命後曾被打入冷宮。
2001年蘇聯解體後，才重新取出，供大眾參
觀。而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在被推翻後，
全家被殺。
我們沿着筆直的林蔭大道走去，樹木、灌

木叢噴泉、石砌花圃、珍禽籠、豪華人工石
洞、意大利創作的大理石雕像等，一一呈現
眼前。這裡無異於一座美麗無比的大花園。
後來入住的皇帝嘉芙蓮二世，皇宮有許多房
間，情人三百。在茂密的林木中，鳥鳴聲
聲，有一口偌大人工湖，當年供大帝游泳、
洗澡。他們指着林木中的小屋，說道當年，
那裡便是嘉芙蓮二世與情人晚飯相會的地
方。想像中應該是燭光晚餐吧，氣氛浪漫。

既看了夏宮，不能不去看看冬宮。1917年
十月革命時，炮打冬宮，已是後來的事情
了。「彼得冬宮」其實是晚於彼得大帝的嘉
芙蓮大帝於1764年所建，由相連的四座建築
物組成。其中「隱士博物館」於1852年開放
給公眾參觀，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館，它來
頭不小，與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羅
浮宮」、紐約「大都會」合稱為世界四大博物館。
走進這裡，才知道有四百間展室，藏品超過
三百萬件。老馬說，光是走馬觀花走一回，毫不
停留，也要走22公里。想要仔細每間欣賞，
根本不可能。只好重點看一看就算了。這裡
有許多中國瓷器，但都不是最好的那種。
這裡展出的展品，包括繪畫、雕塑、文
物、陶器、瓷器、金器、銀器、珠寶、錢
幣、傢具佈置等，涵蓋史前、古埃及、美索
不達米亞、小亞細亞、古希臘、古羅馬、文
藝復興以至近代新古典，印象派等時代的作
品。最讓我開心的是，在這裡看到許多名
畫，如達．芬奇、拉斐爾、米高安哲羅、梵
高、莫內、高更、畢卡索等人的作品。至今
留存在世上的達．芬奇的畫不到十幅，但這
裡就有《戴花的聖母》和《聖母麗達》兩
幅。《戴花的聖母》創作約於1478年，被視
為達．芬奇創作的里程碑。畫中聖母抱着孩
子，玩弄花朵的動作，成了主題；更多的人
性代替了神性。而《聖母麗達》創作於1490
年左右，美麗母親的笑顏，充分表現作為聖
母的幸福感。還有畢卡索的《亞威農少
女》，是第一張被認為有立體主義傾向的作
品，是一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名畫作。它
不僅標誌着畢卡索個人藝術歷程的重大轉
折，同時也意味着現代藝術史上的一次革命
性突破，引發了立體主義運動的誕生。有的
畫名氣沒那麼大，但實際上也是傑作，比如
有一張畫的是馬，有房子，看上去悠遊，但
被鎖住，眼睛含淚，遠處是幾匹自由吃草的
馬，象徵生活再好，沒有自由也是枉然。
看完昔日皇宮，再去看建於1703年的「彼

得與保羅城堡」，它是由彼得大帝設計，當
初是為了保衛波羅的海出海口，避免受到瑞
典軍隊的攻擊，本來要塞周邊環繞着高約12
公尺的磚砌城牆，但到了18世紀，後半部分
被改成花崗岩結構。我們徘徊在城堡內，這
裡包括彼得與保羅大教堂、造幣廠、工兵
館、監獄等等，其中造幣廠建於1724年，至
今還是俄羅斯最具規模的造幣廠。我進入彼
得與保羅大教堂，裡面氣氛肅穆，有自彼得
大帝以降，歷代俄羅斯皇帝的靈柩，陳列在
那裡。但見燭光閃爍，有一種莊嚴的感覺。
位於聖彼德堡市中心的「聖埃薩大教堂」，

與梵蒂岡、倫敦和佛羅倫斯並稱為世界四大
教堂，看上去，這座教堂宏偉壯觀，四面各
有16根巨大的支柱，形成雙排，托起雕花的
山牆。仔細觀看，外牆用灰色大理石貼面，
內部裝飾用了大理石、斑岩、玉石、天藍石
等材料。這教堂自1858年建成之後，一個多
世紀以來，並沒有重新鍍過金，望上去，穹
頂依舊光彩照人。
可以和皇宮相媲美的建築，還有號稱「聖

彼德堡李嘉誠」的住宅，「尤素波夫宮」。
一踏入這裡，但覺金碧輝煌。它建於18世
紀，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本來是俄羅斯
貴族尤素波夫公爵的私家莊園，它參照法國
凡爾賽宮的佈局，裝飾得色彩艷麗，其豪華
程度直追俄羅斯皇宮。十月革命後，全家逃
亡國外，但這豪宅並未受到絲毫破壞，因為
列寧下令必須保持原樣，讓大眾參觀，以展
示他們生活的奢華。後來，英女皇伊利沙白
二世也曾經前來參觀過，並且留字紀念。
走出屋外，涅瓦河水悄悄流淌，漫天烏

雲，聖彼德堡好
像又要下一場夏
日驟雨，好在一
般只是陣雨，不
是長命雨。

■冬宮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