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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們喜歡和貓生活在一起呢？因
為長時間和貓待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會
感覺到，獨特的貓態度太有味兒了，充滿
無窮的天趣與魅力。
著名學者錢鍾書養貓，是那種對貓特愛

特愛的主兒。他的貓半夜與別的貓打架，
錢鍾書特備長竿一支，聽見貓們叫起來，
就忙從被窩裡爬起，拿了長竿，開門去幫
自己的貓打架。錢鍾書沒有與貓的那種親
密關係，是很難獲得「護貓將軍」雅號
的。其實，獨特的貓態度就是童心盎然，
隨遇而安，從不患得患失，活得悠然自
得，給人生很多的啟迪。貓對人從不桀驁
不馴，假如有人伸過手去撫摸牠的腦門，
牠立刻就把下巴揚起來；如果你繼續撓撓
牠的下巴，牠便會把胳膊抬起來。總之，
貓想盡辦法表達自己的柔軟之心。
白顏色的貓尤其甜膩，像一團甜絲絲的

棉花糖，挑動你的心弦。兩顆明亮的眼
眸，透出豬狗牛羊難以模擬的銳氣。精緻
的臉上，最可愛的是牠那幾根纖細的鬍
鬚，這些宛如心情的指南針——生氣時，
「刷」地根根立起；高興時，則柔柔地自
然垂下。
貓的鬍鬚垂與立，印證了貓態度的另一

個特色，無底線、有原則。如果貓接受了
你，非常願意與你嬉鬧玩耍，無論你怎麼
揉捏，牠都會無條件地接受，並且從心裡
對你信任和感激，各種露點與肉麻都是可
以的，毫無底線可言。但貓又是有原則
的，牠如果決定與你保持距離，那麼就算
你使盡了任何手段，都無法贏得其芳心，
你更甭想抓住牠。
貓的性情很有派，若選擇了與你生活在

一起，就非常貼心，像小棉襖一樣。而有
的貓呢，則喜愛特立獨行地生活。不管怎
樣，牠們都會認為自己的貓生路線是正確
的，那種選擇是聽從了自己內心的召喚。
只要有時間，貓一定要梳理好自己的毛

髮，花大把大把的時間，將身體弄得乾乾

淨淨，這一點，恐怕人都無法做到，很少
有貓不會以最優雅的姿態見人的。這種講
究，讓貓成了一種高貴的動物。
「夜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盤攪夜眠。

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這
是黃庭堅寫的《乞貓》詩，貓吃老鼠——
是古人寄予貓的天職與使命，詩中「狸
奴」是對貓的暱稱，「聘銜蟬」指聘請貓
嘴上生有黑毛的乳貓，那種貓，嘴上如同
銜着一枚蟬，幽默情狀就十分可樂了。詩
的大意是說，秋天家裡老鼠太多難以入
眠，聽說有母貓要產子了，趕快買點兒
魚，去請一隻乳貓來幫着看家吧。

這首詩寫得頗有情趣，把鼠、人、貓、
魚的關係寫得上下流轉，曾被文徵明題在
自己的畫作《乳貓圖》中，文徵明卻故意
將首句「死」字寫為「老」，是願貓有老
無死之意。他在題款中還寫道：「小齋近
失貓，苦鼠輩作孽，聞滸溪家有乳貓，寫
此並畫聘之。」大畫家以童心之畫作禮，
聘乳貓來家齋坐鎮，捉鼠只是理由其一，
理由其二則在乎其與乳貓相伴相惜，怡情
慰心。這其中情味，女作家冰心晚年尤
甚，她在多篇文章中對自己的正宗中國大
白貓「咪咪」有心心相印的描述，丟貓之
後冰心曾寫啟事張貼就是一證。
1999年2月28日，冰心先生去世的那天

下午，一向溫順的大白貓「咪咪」流露出
從未有過的心神不寧、煩躁不安，發出令
人恐怖的驚叫聲、號啕聲。此後，經常不
飲不食，一天天瘦下去，不久也隨冰心走
了。後來，這隻與冰心相伴15年的白貓
「咪咪」被製成標本，永遠留在冰心的故
鄉——福建長樂。

我曾養過一隻白底黃色斑紋的貓，牠非
常喜歡洗澡，洗完澡要吹電熱風，然後就
要靠窗的貓椅上曬足太陽。身體乾爽了，
就一刻停不下來，一會兒做高難度的瑜伽
動作，一會兒學打哈欠，一會兒邁着裊裊
娜娜的貓步走來走去，一會兒又給我表演

拋繡球什麼的，好動得不得了。
我還記得老屋牆上一隻黑貓，曬太陽曬

昏了頭，從牆頭下來時，一個踉蹌栽下
來，卻沒半點兒事，真是一隻貓九條命。
很多人以為，與貓相比，狗更可人。其實
貓內心的柔軟，比狗有過之而無不及。一
旦牠的內心接受了你，就會真誠地關心
你，在你情緒不好或不舒服時，貓會第一
時間到你的身邊或床邊，依偎着你，逗你
開心。這份真情，確實很打動人。

貓態度的獨特，還因牠貌似柔軟中有更
多的堅強品格。從科學上來講，牠們忍受
疼痛、忍飢挨餓能力，都比人強很多。不
到極限時，貓從不叫苦，也不會無病呻
吟。即使身有病痛，也盡量不來麻煩人。
與人相比，貓有着太多溫良的一面，有時
會把主人看成兄弟、孩子，盡量哄人開
心，也會把主人看成精神上的支柱，希望
主人不停地表現出對牠們的尊重、喜愛，
希望得到主人的陪伴和鼓勵。
想想看，如果一個人擁有以上這些性格

特徵，堅強而又柔軟，物質上容易滿足，
精神上又高貴冷艷，再加上相貌可愛、樂
觀豁達，這將是一個完人。這樣的貓比比
皆是，可這樣的人卻鳳毛麟角，人該向貓
學習。貓也有自己的弱點：一是貪吃，二
是好奇。遇到食物，會毫不掩飾自己的口
腹之慾，必奮勇向前；遇到自己沒見過的
陌生事物，貓總忍不住要一探究竟。這兩
個弱點，往往給牠帶來滅頂之災，讓貓上
當受騙或丟失。一隻隻貓看似平常，卻是
人生童趣婉轉的寫照。牠不急不躁，意味
着一種恬淡和悠閒的生活態度，軟弱中有
平靜，對不感興趣者卻是一番決絕態度。
貓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自己，尋得一

窗清夢。痛苦時、落魄時、煩悶時、心浮
氣躁目空一切時，人不妨坐下來與貓談一
會心，聆聽貓的聲音，傾心貓的性情，那
是生活，更是享受，不知不覺間心中便有
一陣柔適的輕風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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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座的故事
上期寫的「十分鐘
裡的文明」引起不少

讀者興趣，還有朋友建議小狸乾脆來
個「北京觀察系列」，「系列」能不
能寫成不得而知，畢竟馬上要離京回
港了，但湊個下集倒是沒問題。
下集就寫公交車讓座吧。某日，小
狸心血來潮跳上一輛駛向長安街的公
交車，準備去逛逛久違的天安門。中
門刷卡上車，隨人流魚貫到後門，把
定欄杆站穩，一回頭，身穿藍色制服
的售票員大姐也跟了過來。只見大姐
很幹練地東瞧西看，很快鎖定住一位
站在車門口貌似年紀偏大的「中老年
婦女」——此處須謹慎，畢竟這個年
代出現了60歲像30歲的趙雅芝以及
30歲像60歲的宋小寶。
「哎哎哎哪位同志給這位大媽讓個
座兒？」售票員大姐操起洪亮的嗓門
喊道，一邊從人縫中左衝右突不斷調
整姿勢巡視座位上的人，一邊很自然
地扶住「大媽」的胳膊。「不用不用，我
一會兒就下了。」大媽衝着大姐連連
擺手。大姐頓一下：「您哪下？」
「我××站下。」（還有兩站地）「哎
呦！」大姐馬上洪亮又麻利地喊道，
「還是找個座兒給您吧！坐一站是一
站！這年紀大了要是摔骨折了可不得了
哈！哎哎哪位同志給讓個座兒呀？來
發揚下風格嘿！那位同志，那位同志，
就是您，就是您……嗯嗯，謝謝您啦！
謝謝您啦！」
和以上這些話語同步的，是後排某
座位上被「翻牌子」的姑娘悻悻地起
身、下台階、讓出座位，而口裡依然
不斷喊着「不用了真的不用了」的大
媽被大姐半扶半拽地推上了台階，按
到座位上。按下這位大媽後，售票員
大姐馬上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不消
三分鐘，這一站上車的所有疑似「中
老年婦女」們都被大姐安頓了位置。
末了，大姐掏出一疊服務打分表，分

發給被安置和「被感動」的乘客們，
希望「能投我一票哦」。整套流程一
氣呵成，雷厲風行，絕對的練家子。
一旁的協警不無欽佩地爆料：「她是
我們最優秀的乘務員。」
站在一旁的小狸，直看得目瞪口

呆，心中只有一句話在不停刷屏：
「原來相聲中強行扶老太太過馬路
的梗是真的！藝術果然來源於生
活！」
在此之前，關於公共交通工具上

「年輕人給老年人讓座」的問題就一
直在引發着大討論和兩個年齡陣營的
矛盾，小狸贊同讓座是美德而不是義
務。對於非關愛座，應該給站起來的
掌聲，但不能指摘沒站起來的，更沒
有權力強行讓沒站起來的站起來——
因為他沒站起來，很可能是因為他真
累了。至於本文的大姐，之所以能獨
立成章，是因為幹了超人之事——不
僅強行讓沒站起來的站起來，還強行
讓不願坐下去的坐下去。小狸一萬個
願意相信她的美好初心，但激化階級
矛盾之王獎，非她莫屬。
按例插播一個港式經驗，針對公交

車願不願意讓座這件事，香港巴士處
理得非常巧妙而且簡單。香港巴士通
常都是雙層，樓上規定只能坐不能
站。於是，如果你年輕力壯又不想讓
座，就請爬到樓上去坐，一般老弱病
殘者是爬不到樓上的，即便爬上去，
沒有座位時也是不讓站立的，免去了
望着他內心交戰的尷尬。另一方面，
如果你選擇了省力而坐在樓下，那就
要作好讓座的準備，而且因為有二樓
的存在，所以坐一樓的人是默認有美
德的。非常公平。至於關愛座的讓
座，那是義務，不是美德。
想完這些，剛好車過兩站，台階上

的大媽又艱難地站起身、爬下台階、
爬出座位、擠過人群、下得車去。坐
個公交而已，搞得心好累。

前番提及英式普通
法的司法體系之下，

法官是否容得平民百姓批評？此時此
地，有人說可以，有人說不可以。我
看倒不如暫且「訴諸權威」，服從丹
寧男爵的說法。丹寧男爵是近代英式
普通法的最高權威，他說可以、而且
應該，那就不必理會什麼專業公會的
代表了。你在法律界橫，你還能夠橫
得過丹寧男爵嗎？
潘某人近年已升格為「老香港」，

最遲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稍稍懂得香
港事。在九七回歸前，香港的政制人
所共知是「行政主導」，那是移植英國
「西敏寺模式」然後按情況修改。回
歸後，忽然有前港英要員把香港特區
的政治說為「三權分立」。拜託！英
國到了今天還不是「三權分立」，行政權
和立法權都同時屬於國會下議院。
以上種種，本欄過去都有談過。
今天要討論一下忽然一分為二的
「法治」（Rule of Law）。近來有人
另立一個「依法而治」（Rule by
Law），按照這個新的說法，「法
治」是好，「依法而治」卻不好。在
今日互聯網神通廣大的日子，任何新
事物都可以先到網上找找打個底。這
「依法而治」什麼的，有九七回歸前
港英時代按察司講過，也有前反對派
政黨領袖兼法律界名人講過，偏偏未
曾找到類似丹寧男爵那樣重量級普通
法權威講過！如果是潘某人孤陋寡
聞，很希望借這段文字，請知情者告
知，還有那位英式普通法的頭面人物
曾經有所論述。

「法治」這概念很簡單，無非是
「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法律」而已！
這有點似中國民間流傳的所謂「天子
犯法與庶民同罪」。當然要皇帝跟平
民遵守完全相同的法律並不可能，古
往今來都難以百分之百做到，就算是
今天歐洲各個君主立憲國仍然容許皇
帝有相當多的特權。當然二十一世紀
的皇帝太過明目張膽地殺人放火還是
有點困難。
「依法而治」是個貶詞，今天在香

港侃侃而談這個新穎學說的人，都在
為「法治」概念添磚加瓦，加入太多
「個人意見」。如果大家以「依法而
治」的英文版去網上的入門網站檢索
一下，得出的現成資料還可以說少得
很可憐！
香港反對派或親反對派的政界、法

律界先進，還按個人私意，發明了
「惡法」、「違法達義」等新學說。
他們是這樣教唆年輕識淺的大學

生，首先他們隨意將不喜歡的現行法
例標籤定性為「惡法」，然後用「依法
而治」不一定對的說法，鼓勵小朋友
「違法達義」！「法治」是說沒有人
可以凌駕法律嗎？今天我們自命「全
知全能」的大學生小朋友認為自己有
權判定哪一條法例是「惡法」，政府
執行「惡法」就是錯誤的「依法而治」，
大學生小朋友都是「正義的化身」，
所以他們都有權「違法達義」。
潘國森「老人家」從港英殖民時代，過
渡到九七回歸後香港特區，幾十年來
認知的「法治」原則，由是被回歸前
後出生的九零後新生代打個稀巴爛！

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出現全球股
災。當然香港及內地的股市先跌，不過美國自己也

一樣，道指兩日跌千五點，證明中美貿易戰確實沒有贏家，不過美國
總統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專訪時指：「中國人的好日子過得太久了，他
們可能認為美國人是傻瓜。中國經濟已呈現顯著下滑，如有必要，美
國還有許多可以進一步傷害中國經濟的方式。」又說如果沒有美國的
幫忙，中國根本不會有現在的成就；美國單方面讓利已長達25年不
能讓這種現象持續下去。看完報道也不禁要說身為一個大國總統，說
話如此低水平。
非常希望崇拜美國的中國人能從特朗普這番話透出的美國人對中國

的心態：「沒有美國幫忙中國人不會有好日子過，你不聽話他會用許
多手段傷害中國。」很可怕的心理狀態，事實上已經在用卑鄙的手段
對付中國了，不應再盲目崇拜他們。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不安是全世界
人都知道，但美國自己一直當世界警察和世界老大，那就要有大佬的
風範和架子，你妒忌中國這位「後起之秀」，千方百計打壓他，不是
很卑鄙有失風度嗎？那以後不要做大佬了，因沒有人會尊敬你。
他說美國單方面讓利已長達25年，真是開玩笑，資本主義制度下

培養出來的美國商人會讓中國人佔到便宜嗎？而且國際市場貿易是公
開的，沒有人強迫你和中國做生意，一定是互助互利才合作。當然中
國這位「後起之秀」自己有責任，羽毛未豐就太招搖，某些富起來的
人不識收斂，動不動用錢「大」人，在別人國土買大屋、名車、名牌
奢侈品，才惹人憎。經過今次事件應該聰明些，有錢不一定要全放在
美國，世上沒有比自己家更安全。
中國人的好日子過得太久了？當然不算久，仍希望過更長的好日

子，但中國人是不怕過苦日子，中國人有毅力、刻苦耐勞的性格，大
不了捱一下苦日子，死不了，正好讓喝糖水長大的八、九十後試下苦
日子，說不定教育出更多愛國的下一代、好的青年才俊。這是很好的
國民教育。所以和美國打貿易戰何懼之有！絕對打得起，也不容許中
國退讓，退讓只會讓對方更得寸進尺。
聽一些與美國有生意往來的廠商講，貿易戰對他們有影響，但他們

可以有辦法減低傷害，只是需要做很多特別手段，費時費神。正所謂
「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靈活應變是中國人的強項。
二十國集團（G20）領袖峰會將舉行，美國媒體吹風指白宮決定按

照既定計劃安排特朗普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哈哈，特朗
普不是說不是朋友咩？怎會還想見面？服了呢位大嘴巴的美國總統。

中美貿易戰是一堂國民教育課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錢從哪裡來？

有一位舊同事在事
業高峰期急流勇退，

移民到了澳洲過着不一樣的生活。好
長的一段時間沒回港，她最近回來和
昔日戰友一聚，大家談起她那些年的
鋒芒，她一面淡然，微微一笑，不折
不扣地成了一位局外人，並形容當年
的日子是「前世」，目前澳洲的生活
才是她的「今生」！
那時我們都稱她為阿姐，她出眾的
表現不但在公司，在整個行內都極為
著名，大家看好她在當時以男性為主
導的行業中能嶄露頭角，脫穎而出接
手領導之職。她內心卻不如眾人所
想，沒有那份野心，也不喜歡當時的
大環境，當她宣佈移民之時，每個人
都感到錯愕，認為她放棄大好前途實
在可惜。各人追求的價值不一樣，從
叱咤風雲至歸於平淡，她讀了個圖書
管理員課程，一直和書本結緣至今。
她從不眷戀往日光輝，很少回港。
難得最近回來約舊同事一聚，大家仍
記掛她，大夥兒回憶當年勇，她表現

得有點格格不入，畢竟已二十多年
了！她私下對我說：「往事如前世，
澳洲是今生！」活了這些年，我對此
話甚是明白，也佩服她的灑脫。
她回澳洲後我腦中常浮現「前世今

生」的形容詞，給了我很多的啟思。
我們常為過往作錯了的決定，錯失了
的人、物和機會而追悔不已；有些人
風光不再，也成了人生的遺憾，久不
久便讓內心絞痛，為此而活在苦痛之
中。何不學阿姐那樣視昨天如「前
世」，已成定局，不能改變，無從追
悔，風光也不可留下，是好是壞是對
是錯，讓一切如風隨雲飄去；好好活
在「今生」，把自己從追憶中抽身回
來，細數今天的得着和擁有，看看目
前的成就，好好擁抱着這實實在在的
一切，享受眼前的雲淡風清、陽光和
月色交替。想透了，我明白阿姐她當
時一臉淡然是什麼樣的境界！
人生豈能盡如人意？誰的一生沒憾

事？高高低低、苦苦樂樂，過去的一律撥
歸前世事，迎來只有今生和未來。

前世今生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和蕭復興認識很久了，應該
是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大連

日報》舉辦的「五彩城散文筆會」，我們相見
於大連。記得當時帶着還是小孩的兒子蕭鐵與
會，蕭復興穿着短褲，我印象很深。後來在車
子上，斯妤給他看手相，說及可能會有第二任
太太，我們也都一笑了之，沒有人認真，可是小鐵
嘟起嘴，斯妤笑道，糟糕！小鐵不樂意了！
只要有機會上北京，我都會找復興吃飯聊

天。當時，他在《新體育》工作，並非職業作
家，但已有多種小說和散文集出版。之後調到
《小說選刊》當副主編，稍後又調為《人民文
學》副主編，都是大刊，並在任上退休。
在大連初識，我不知道他是中央戲劇學院畢

業，聯歡時，他高歌一曲，竟是西洋式男高
音，讓我刮目相看：到底是真人不露相呀！他
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算一算，三十來年
過去了，現在還有來往的，所剩無幾。陶然是
碩果僅存的幾個朋友之一。起碼，對於我是這
樣，便愈發珍重。」（《歲月陶然》）其實，
我又何嘗不是同樣心思呢！

當他在《新體育》工作的時候，曾被派到巴
塞隆拿採訪奧運會，可是到他回到北京，才告
訴我。問他為何不出聲？他說，直航，沒機會
經香港。既然他不來香港，那我去北京，有機
會就去找他。記得有一回去北京開會，酒店安
排在通州，我抽空與他相約，在當時王府井南
口的「麥當勞」吃速食聊天。當然，現在麥當
勞已經不知何處去，只有新華書店大樓屹立，
俯瞰人來人往的步行街。吃完之後，我們漫步
走過北京飯店，當時是秋夜，微風吹來，我們
走過東長安街的紅牆，經南池子、天安門、金
水橋畔，一直走到我以前母校北京第六中學所
在的南長街口，十分盡興，但回想起來，到底
都說了些什麼，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朋友久
別見面，開心就好，未必一定有什麼要事。能
夠聊聊天，也就很好了。
2002年4月，蕭復興主編的一套「金散文叢

書」，由貴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他沒忘記約
我，《紅茶館》就這樣出版了。
那一年，我到北京，住在鼓樓一條胡同裡的

「竹園賓館」，望上去是普通四合院，其實它

是康生以前的官邸。有一天，復興乘着《人民
文學》的車子來看我，我們在酒店的餐廳午
餐，印象中那裡的宮保雞丁真好吃。再後來上
北京，住在首都劇場對面的王府井大飯店，一
天中午，他來看我，帶我到附近小巷裡的飯店
用餐。畢竟是老北京，即使是藏在胡同裡，他
也能夠找得到。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第八次全
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有個晚上，我們
幾個相約在北京飯店隔鄰的「貴賓樓飯店」咖
啡座消夜，除了蕭復興外，還有舒婷、趙麗
宏、斯妤等人。我們都用過晚餐，也就是喝喝
冷飲，吹吹牛。從天南海北各地趕來相聚，便
是一種冥冥中難得的緣分。
他退休之後，好像往來於北京和芝加哥之

間，有幾次打電話，電話響了良久，沒人接
聽。應該是前往他兒子蕭鐵在美國的家去了。
當年童稚的蕭鐵，如今已經學有所成，芝加哥
大學博士畢業後，成為印地安納大學終身教
授。但恐怕他也不會記得那段大連往事，往事
並不如煙，雖是微小的細節，卻忽然讓我回到
青春歲月，那在大連留連的日子了。

老朋友蕭復興

獨特的貓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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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旋

思旋思旋
天地天地

從事金融業的芬
姐，常記得在一九

八七年十月跟隨香港股票交易所
到美國交流時在華爾街看到的一
役。當時正當華爾街開市時，股
市驟然狂跌，弄得場中人以及世
界各地股票從業員都不知如何是
好。香港考察團無心觀戰，匆匆
之間趕返香港，殊不知香港交易
所管理高層決定停市四天，釀成
八七年金融股災，至今令芬姐與
一眾資深股民在十月這月份相當
敏感，認為是「股災」月。
又逢十月，資深股民心內忐

忑，處處留神擔心股災重臨。果
然，十月國慶黃金周後，內地A
股大跌，香港股市也連續兩天共
插逾千點。全球大冧市，市場有
人稱中美貿易戰升溫，美國利息
高企而令全球股災引爆。最慘情
是科網股大跌，傷情慘重。
其實，在香港亦有股民埋怨十

月十一日港股大冧市，是因為林
鄭月娥特首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
告，而引致股市好友紛紛沽售手
中股票以避險。有淡友指出還是
手揸現金的好。以事論事，林鄭
特首費盡心思，以民為本計劃了
本年的施政報告，有不少是利民
惠民的政策。在教育科研方面，
用280億給予大學作科研之用，
設配對輔助金，可加速再工業
化，拓展智能生產，料頗受大學
校長所歡迎。政府亦擬增撥10億
元去推動香港智慧城市的發展。

林鄭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也特別
關心婦女福利，提高婦女產假延
至十四周，政府每年補貼予資方近
5億。至於勞資雙方爭議多時的
強積金對沖取消，料減中小微企
的影響，涉款293億，延長至25
年，相信勞資雙方的矛盾將有所
緩和。然而，引起社會最大爭議
的是「明日大嶼」30年計劃，用
5,000億大填海建首個人工島利百
萬人家園，反對聲音相當大。事
實上，大多數反對之人認為此項
新玫瑰園計劃當然有好處，但是
遠水不能救近火，而且環顧未來
世界經濟發展，不穩定因素甚多，
香港如果用如此巨大支出，未能
節流減開支，如此一來，未來政
府收入當然有減，此消彼長，肯
定對本港的儲備大減。很多反對
聲音中，最關注一句的是「錢從
哪裡來？」其實，很多人是贊成
拓展土地，最好的方法是填海，
但非如此大動作建人工島。
另外一方面，支持政府提升香

港交通服務，減少道路擠塞，打
造宜居城市。施政報告中，提倡
三隧分流，但將紅隧收費大加幾
近一倍，似乎對三隧分流交通擠
塞不能達到其目的，且紅隧收費
大加，似有不善之處。
當然，沒有一個方案能達到完

全共識，各有利之所在，各有觀
點不同，因而只能求同存異，獲
大多數人滿意而已。執筆之時，
股市有反彈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