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生談戀愛也過問？

婦女節隨想
寫這篇專欄的時
候，正值「三八國
際勞動婦女節」前

夕，每當這時，小狸就總會想起很
多，這個節日，可能是所有節日裡，
最具話題性的一個。
比如關於這個節日名稱的演變。由
於節日最早是起源於勞工運動，帶有
政治和女性爭取權益的色彩，最早年
的叫法是「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
後來慢慢沒人提「勞動」了，變成了
「三八國際婦女節」、「三八婦女節」
甚至是「三八節」。到了近些年，一度
被簡略了的「婦女」二字又重回聚光
燈下，圍繞其不斷創造着新聞：比如
有很多年輕女性——特別是很多在校
大學生們，特別不願意自己被人
家——特別是男人們——又特別是學
校裡的男同學們稱為「婦女」，於是她
們「利用一種神奇的力量」，早早把3
月8日的前一天，即「三七」，定為自
己專屬的「女生節」了。這一字之改，
既嬌嗔，又驕傲。可沒想到，網絡世
界群英爭鋒，這邊廂的「女生」還未
塵埃落定，那邊廂的「婦女」們，也
早已對自己一直「被『醜』化」甚為
不滿，於是她們也「利用一種神奇的力
量」把曾經專屬於自己的「婦女節」改
成了「女王節」。一個「王」字，霸氣
倍增，足可傲視眾「生」……再後來，
小「女生」和大「女王」們都不約而同
地發現了一個更要顏有顏、要範兒有範
兒的完美稱呼——女神，於是，「女神
節」以一統之勢得到了全齡女性的認
可，被愈來愈多人接受替代「三八國

際勞動婦女節」稱呼。
「三八婦女節」的原本含義，是充滿

了女權、平權——後來很主流的一種異
議認為特別設立婦女節才是對女性的歧
視——的女性覺醒，但到了如今的「女
生節」、「女王節」、「女神節」，各
種嬌嗔、霸氣和所謂完美的追求，卻無
一不是以男性角度為標準。至此，「婦
女節」的內涵已經完全背道而馳了。
至於成就這一切的「神秘的力

量」，無疑是來源於愈來愈發達的社
交網絡，以及無處不在能力日強的商業
之「眼」。在潮流和商家的雙重推動
下，各種「女×節」的狂歡，其實也不
過就是這兩股「神秘的力量」所造成的
一種身不由己。但這畢竟是新時代的新
狂歡。身不由己，也是一種潮流所至。
它是歷史悠久之「三八國際勞動婦女
節」的新痛感，但也是一種與時俱進的
新生態。又想到，近些年，不分場合，
無論親疏，人們之間愈來愈喜歡互稱
「老師」，甚至美容美髮業都成為了其
中的「重災區」。這些個「老師」當然
也和傳統意義上的老師大相逕庭，其之
所以流行，也是源於背後的種種「神秘
力量」。當然可以慨嘆「老師」一詞的
「被墮落」，但其實也可以單純地感覺
「其實挺好的」。最起碼，當人們互稱
「老師」時，應該能嗅到一種「人在江
湖，心在校園」的質樸與純真。
「神秘力量」下，被解構的傳統勢必

還會愈來愈多，一方面必須牢記那些不
可侵犯的神聖和理想，另一方面，也可
以輕鬆一點體會新鮮的趣味。祝各位小
仙女和老師們天天快樂。

香港一家有宗教背
景私立專上院校的學
生會打算在今年西方

情人節（Valentine's Day）舉辦課外
活動，其中一個環節是讓參加男女同
學隨機「配對」，結果被校方禁止租
用校內設施，疑似「相親」由是胎死
腹中。於是有人批評校方專制，連大
學生談戀愛也要禁止云云。
近年本地大學生、尤其是學生會頭領
的思想日見荒誕，總是以為自己就是宇
宙的核心，在大學範圍內可以喜歡怎樣
就怎樣。筆者畢業離校之後仍然經常到
大學圖書館找資料和借書。幾十年前有
一回見到學生會的公告，說他們向政府
有關部門爭取將斑馬線搬到更接近大學
門口一事，已得到回覆。所謂「斑馬
線」是香港讓行人橫過行車道的設施，
因為在地上劃上白線而形似斑馬的身上
條紋而命名。斑馬線不設交通燈（俗稱
紅綠燈），行人有絕對優先的過路權，
只要行人在斑馬線前示意要橫過「馬
路」（即行車道），車輛要停下來讓行
人先走。至於有交通燈的過路線，則行
人要等到綠燈才可過路，人車各佔一定
的使用道路時間。當年政府拒絕大學學
生會的要求，原因是那條斑馬線的位置
是為了方便附近一家小學的學生過路而
設！小學生年紀小，大學門口的車道交
通繁忙，總不能在很短的車道連續設好
幾條斑馬線，放一條在小學門口當然比
放在大學門口合情合理得多了。
大學學生會頭領承傳的，就是類似
這種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心態。
2014年非法「佔中」之後，學生會

頭領的思想言行愈見乖張。曾經有一
位學生會會長揚言大學範圍之內所有

設施沒有哪一處是學生不能到的！神
經病！正常人都可以立刻想到男生不
能入女廁、女生也不能入男廁了。不
過，歐美有些「先進國家」已經發展
到男人可以隨意進入女廁！但這不是
現在我要講的話題，就此打住。
回到「情人節男女同學配對活

動」，這是有點兒怪的課外活動，學
生會變成了「婚姻介紹所」？在二十
一世紀的今天，還有大學可以在校規
中明令不允許男女生談戀愛嗎？中學
也不能呀！要禁止學生「交往」、
「拍拖」或「談戀愛」的話，校方還
得要給以上這些行為下一個容易理解
而少爭議的定義。校監校長老師吃得
太撐沒事找事嗎？這「拍拖」可以談
一下，是廣府俗語，以舊日廣州珠江
上小艇用繩連在一起，來形容熱戀中
年輕男女有影皆雙的情況。
幾十年前社會上討論、辯論、爭論

的是「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到了二
十一世紀的今天則已經是「中學生應
否有婚前性行為」了。近年，甚至有
大學學生會的頭領以公費購買男用避
孕套在校內免費派發呢！
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上中學的時

候，中學生談戀愛的阻力已不算特別
大，但是學校老師和家長比今天更得
學生的尊重，要勸止中學生談戀愛還
是有點「話語權」。記得那時鼓吹中
學生可以、甚至應該「拍拖」，還舉
美國的社會習俗為例。他們說美國初
中學生「拍拖」是一種社交活動，一
男一女青少年一起去看一齣電影，吃
吃爆谷、喝喝汽水，如此而已。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愛情與婚姻再定義〉之一

日前收到「2019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籌
委會的信：
「很感激 閣下去年參與文學節，為文學節

帶來多場精彩的演講和工作坊，與澳門的文學愛好者交流和分
享。我們正籌備將於2019年3月15至24日舉行之第八屆澳門文
學節，希望能收到 閣下於去年參與文學節後，撰寫有關澳門或
文學節的詩、散文、隨筆、小說等文學載體。我們將集結各位邀
約作家的文學作品出版成書，希望得到 閣下的支持……」
信上文字，帶我穿越時空，彷彿間回到去年的三月， 雋文不

朽的文學之約，盛會的吉光片羽，如在眼前……
說到文學，說到澳門文學節，期待啊！難得澳門與香港一水之

隔，文化藝術應常可分享，互為交流，甚至較量啊！我覺察到澳門
雖是小地方，在文學藝術的推廣則甚積極，澳門有賴官方及民間團
體各方的努力，在文化的交流、傳遞之成績，也不可少觀，值得參
考。澳門每年都辦「雋文不朽文學節」，規模不限於本地推廣，而
是面向國際；新一屆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這個盛會，將一如既往邀
請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作家、出版人、翻譯、音樂及電影等藝術工
作者，匯聚起來對談、交流，藉舉辦文學講座、工作坊、研討會、
詩會、電影欣賞、展覽和現場音樂會等活動，聚力推動、關心文
學、文化藝術，與眾同樂。
單從青少年文學這方面看，我觀察到：澳門文學節很注重對兒
童和青少年文學的推廣呢！澳門文學節2017年邀秦文君蒞臨主
持青少年文學坊，去年上屆我們受邀到臨主持2018年包括講
座、工作坊及校園文學坊共三場青少年文學活動，安排不同的中
小學學生出席，我們向學生分享有關兒童繪本的作品賞析，新詩
賞析及寫作坊，青少年文學創作等，參加師生十分踴躍，互動氣
氛活潑；因學生分享回應獲益匪淺，令我們深受感動。
此外，明珠和我於文學節期間，有機會與多位中、外作家、繪

畫家研討交流，特別是有幸結識了
大詩人胡弦，能同車交談，又同桌
共晚宴，分享詩潮、暢談港澳及內
地文學，分享寫作心路，特別投
緣！欣悉主辦「雋文不朽澳門文學
節」宗旨是提倡、推動和加強、繁
榮澳門的文學，這份文化拓展精
神，可讓更多人從雋文不朽中，感
受澳門的文學、民風，其志可嘉！
拭目以待新一屆澳門文學節開幕！

文學盛宴 令人回味
全國兩會已在日前開幕，最受關注的是總理「政府工作

報告」。根據中央憲制規定，政協委員是委任制，其履行
責任之一是對「政府工作報告」討論並提出意見。而人大

代表的職責是對「政府工作報告」審議通過。兩會期間，委員及代表們都
積極履行職責，而事實上當局對委員及代表的質素和要求亦愈來愈高，開
會期間，誰也不敢怠慢。
李克強總理的報告，國人聚焦在經濟上及今後國家利民政策內容。例

如本年GDP目標是什麼？環顧全球複雜多變的經濟前景，令人殊不樂
觀。各國GDP目標普遍都下降甚至是零的增長，幸而據李克強總理所指
出，我國之GDP目標增速6％至6.5％，而為了應付未來種種挑戰，中央
實施了多項有利經濟發展，利惠民生的政策，包括實行減稅降費，高達
二萬億之鉅，超過預期。這是相當令人振奮的。
為了應付外貿的困境，中央亦提出將經濟發展重點放在推進內部消費

方面。由於我國以農立國，三農政策相當重要，所以，中央亦提出了優
惠政策以提高農民的生活質素。
我國在經濟體制方面加強改革開放，以適應目前環球複雜環境，尤其是

在創新科技和研究製造方面提高國際競爭力，以應付複雜的國際制裁。新
中國成立70年了，我國經濟成分由公有制經濟到今天增加了非公有制經
濟的蓬勃發展，而實際上民企在GDP增速的貢獻重大，因此一眾國家領
導人，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及李克強總理一再強調民企政策不變，給民企老
闆吃下了定心丸。就事實所言，目前是困難又充滿風險及挑戰的環境，私
有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老闆正處困境中。尤其是融資方面，國家領導人
亦一再呼籲金融當局及對企業融資大開方便之門，當然是有利於企業在面
對風險挑戰時增加了力量。
當李克強總理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後，香港與內地股票市場先後在成

交量及成交金額上節節上升，出現一片牛市將臨的景象。不過，在投資及
投機市場中，不少投資者似乎還有點迷信。友人陳大媽在二十四節令之
「驚蟄」日前不去打小人，而是把手中的獲利貨沽出，以防萬一。殊不知
在「驚蟄」日後，香港與內地以及歐美股市果然都大跌了。實際上是有其
因的，中美貿易似乎傳出不大和諧的消息，而鑒於美朝峰會中途中斷，亦
引起了市場的警惕，很多人一直以來對擾擾攘攘的中美會談並不太樂觀，
因為特朗普以往反反覆覆的行徑，令人對其沒有信心。
港區政協委員及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尤為關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提

出了不少積極意見。思旋期望港區委員及代表們，不但積極參與討論國
策，也應積極參與香港事務，並提出寶貴意見。事關港人熟悉香港事，以
香港人的身份，大可提出公正開明的意見，捍衛「一國兩制」，捍衛憲法
及基本法，為香港繁榮安定作出應有的貢獻。

加強經濟體制改革

朋友在一住宅區商
場開藝術坊，教幼童

繪畫、普通話和英語，學生眾多，她
合共租了四個舖位才足以應付。很羨
慕她的生財之道，但成果得來不易，
她說面對的最大難題是香港家長一般
都渴望每堂見成果，使老師沒時間和
學生溝通和了解，遑論想因材施教。
我甫進學校便見英語班八個幼童有
兩個在哭，僅兩三歲，好些還穿着尿
片。高大留鬍子的洋老師遞上玩具來
哄，無效，哭聲更大，惹得第三個孩
子也紅了眼。女職員前來左右抱上細
心安撫，奏效。有趣的玩具吸引了稚
子的注意力，掛着淚水笑着學英式口
音的How are you！玩玩唱唱一個小時
很快過去，另一批「小鴨子」進來，
前奏又是哭聲！
朋友說：「語言班

還算簡單，下午的繪
畫班可緊張，五個小
時內有五班。」我
說：「年紀這麼小，
又怕生，要替他們熱
熱身，何不說個故
事，看一段卡通片讓
他們先投入，也可以

加強他們的幻想力，有助構圖……」
我還想說說對藝術治療的應用，朋友
已帶着微笑拍拍我肩膀說：「這很理
想啊，我也曾想過要這樣教孩子，可
惜每課僅一小時，香港的家長一般都
較實際，希望每一堂都有成果，所以
老師要在短時間內教曉或協助不同年
紀的大B畫出一幅似模似樣的圖畫，
好有個交代！」
我無言，靜坐一旁看朋友如何經營

這盤生意。家長或傭人送來的小人兒
如流水般一浪接一浪，哭、笑、唱、
哄、玩、畫……下課前剛好助他們把
色彩填滿一紙，來接的家長看到圖畫
樂得如對着名畫，滿足地拖着尿片濕
了的小娃藝術家離開，然後又一批湧
入。我明白朋友為何不捨得延長課堂

時間，而且幼兒也
沒這耐性。
但不明白家長

為何對這麼小的子
女也迫切地要見到
成果，卻忽略了培
養他們對色彩的興
趣及發掘潛能的重
要階段，這些都要
時間。

培育天才急不來

初識黎翠華這個名字，還
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

編什麼香港短篇小說選，也斯上到我當時在中環
的辦公室，推薦幾篇年輕作家的作品，印象最深
的就是黎翠華《遊民》，其時，我不知道她在法
國，當然也沒見過她。後來她告訴我，這篇近兩
萬字的小說，是那年暑假她回香港，不敢在家裡
寫，躲到理工學院的圖書館，把舊稿修改而成
的。寫好後也沒地方刊登，剛好得知當時的香港
市政局有中文文學創作獎比賽，於是她就寄過去
應徵，結果出來，竟然奪得第一名！
後來我編《香港作家》，好像約過她的稿。
到了《香港文學》，她更是我們主要的作者，
從此一年一度吧，來往較多。才知道她霏崗香
港兩地跑，原來她早在1983年就跑到巴黎十七
版畫室研習現代版畫，後來獲法國國立東方語
言文化學院碩士學位。1979年，她獲得第六屆
青年文學獎新詩組優異獎，1987年獲香港市政
局中文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1988年獲台灣中
央日報短篇小說佳作獎，2003年獲香港中文文
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2015年獲香港中文文
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雖然她在香港屢屢獲

獎，但為人一直低調。她說，文壇也沒認識幾
個人。她就那樣，憑着自己的一股實力和努
力，默默地，孜孜不倦地寫作。
說起她寫作的淵源，她說完全是無心栽柳。
那時她無意中翻到她父親的日記，從此就寫起
日記。但她父親發現之後，大概覺得，香港是
經濟社會，一切以賺錢為先，寫作沒有出路，
於是就反對，但她無法放棄愛好，只好偷偷地
寫。當時年輕反叛，偷偷買了巴黎的機票，那
年中秋全家聚在一起團圓，她突然宣佈，次日
要飛巴黎。
但她在巴黎學的是油畫，其實她還在香港

時，就對畫畫有興趣。當時，香港有不少人跑
到巴黎去學畫，法國對文學藝術的重視是一個
原因，另一個原因可能也是去法國讀書費用比
起歐美要低得多。或許，文學藝術又有其相通
之處，總之她就如此這般留了下來，後來就成
了候鳥，每年來往不斷於霏崗香港之間。
她在霏崗教法國人書法，還教普通話。問起
她的畫，她說，法國經濟目前也不好，有的名
畫雖然賣得很貴，一般的也就難銷。
還是喜歡寫稿，雖然她以詩歌起步，但後來

散文小說更出色。她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
章，是在《公教報》，急着要稿，她便從日記
本上抽出一篇《我的燈罩》交出。她起初的散
文，幾乎都是這樣完成的。提起她的文字總是
有濃濃的畫意，她說沒有非常意識到，是自然
而然的。她說，要寫作的時候，首先是畫面先
呈現出來。我想，那就是融會貫通了吧！
我兩次到巴黎，也和她聯繫，因為處在諾曼
第海畔的霏崗，離巴黎有一段距離，應她之
約，曾經請一個巴黎的朋友，由他開車去霏崗
看望她。可是那朋友臨時有事，去不成。而黎
翠華已經從巴黎先行搭火車去霏崗等我，讓我
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她後來說：「其實搭火車
也方便，只不過中途要轉一次火車，不懂法文
有點不方便。下次吧，我在巴黎接你，就一定
沒問題了。」
但是，見面不一定非在霏崗不可，反正她年

中都會回香港探望她母親。當然，如果有機
會，去諾曼第海畔也很好。隨緣啦。

（編者按：本欄作者陶然日前不幸逝世，其
生前多篇遺作，仍將陸續在本欄刊登。）

既是作家，也是畫家——黎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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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學習是需要時間培育興趣
和發掘潛能。 作者提供

■雋文不朽 作者提供

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孔子還在
《論語．公冶長》中
說：「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者也。」自訟，包括自重、自
省、自淨、自警、自罰。在這個世上，有
權柄又懂得自律的人，必須以身正負起責
任。只要是在權力範圍內出現了某種事
故，自己理當勇於為此埋單。
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慾之害，常懷律
己之心，勇於自罰何所懼。
任正非曾簽署華為公司文件，因經營質量

和業務造假，對自己罰款100萬元，其他四
位責任人亦各罰款50萬元。石家莊市政府對
面中山路行車道上，一輛110警務車輛違規
停放，被交警貼上黃色違法自罰通知書，
「左手」處理「右手」，警風正，才無特
權。董雯娟老師因遲到一諾千金——連做俯
臥撐，之後她的學生「不僅幾乎沒有遲到
的，而且連踩點進門的都極少」。
曹操認為，令行禁止——方能贏人心，但
自身如有違犯，若不自罰，焉能服眾？當
年，曹操帶兵打仗，正碰上小麥快成熟的季
節。為保老百姓口糧，他下了一道命令：行
軍路上，誰要損壞了麥子，處以死刑。一
天，曹操騎馬外出觀察地形，突從樹叢中飛
出幾隻烏鴉，「哇哇」從曹操的馬頭上飛
過，馬被嚇驚，嘶叫着狂奔亂跑，踏倒了大
片麥子。曹操找到部隊的執法官，認真地
說：「今天我的馬踏壞了老百姓的麥子，按
律當斬！」執法官說：「丞相不是故意的，
不必計較。」曹操嚴肅地說：「你不肯治
罪，那我就自刎吧！」
說完，曹操拔出寶劍便要自刎，旁邊的人

看他並不是做樣子，趕緊奪下寶劍。執法官
和眾將官跪求說：「您自刎，雖治了自己死

罪，可誰來帶兵打仗？」曹操沉吟良久，
說：「你們說得也有道理，不過我犯了軍
法，不能不罰。那就以髮代首，割髮代罰
吧！」接着，曹操奪過寶劍，把自己的頭髮
割下一綹，讓人把頭髮放在一個小匣子裡，
傳示三軍，並宣佈：「丞相犯法，本當斬
首，今從眾將請，以割髮代罰。」
在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裡，勇於自罰的賢
人很多。一些清醒睿智的領導幹部，多有
自罰之舉。1933年，時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
副軍長兼第25師師長許世友，因身體不適行
軍遲到，於是自罰不騎馬，去扛了三天大
炮。1936年，時任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
東，因馬驚差點兒踩到一名戰士，自己從馬
上摔下受了傷。待身體稍有恢復，他到連隊
做自我批評說：「我的馬差點兒踩了戰士，
這是我的第一個不是；我沒有及時來連隊說
明情況，使這位戰士挨了批評，這是我的第
二個不是；我的騎馬技術不精，馭馬水平
差，這是我的第三個不是。對於過失，我自
罰一個月不騎馬，與戰士一起步行，希望大
家監督。」這些事雖小，卻實實在在地在維
護着紅軍鐵的紀律。
1937年秋，賀龍在延安開會時旱煙葉用光

了，警衛叫後勤人員買了些煙葉送去。當他
得知因自己生活費已用光，這煙葉是用公款
購買時，沉痛地檢討說：「我賀龍犯了挪用
公款之罪嘍！」事後的兩個月間，他每餐減
鹽、減油、減菜，甚至不吃菜，硬是從微薄
的生活費中省出錢，最終把一斤半的煙葉款
如數還清。賀龍如此「自罰」，對身邊工作
人員震動很大，在延安傳為美談。
自罰是覺悟，是睿智，也是最清醒的舉

動，是實實在在的身教。春秋戰國時，趙
國大將廉頗知錯就改，向藺相如負荊請罪
是自罰；三國時，孔明錯失街亭，揮淚斬
馬謖，貶自己三級更是自罰。但是，自罰

的基礎，是一個人自身情願去幹，而不是
被迫或遭遇他人的強硬要求。某公司規
定，員工完不成業績者，被自罰抽嘴巴，
打得不標準還要「罰款」；若實在不願意
自抽嘴巴，還可選擇10公里跑步、吃辣
椒、洋葱，喝整杯的醋等等。這種種變相
「自罰」手段，已大大變味了。
實際上，從內心湧出的自罰行動，才是
天底下最好的身教模式。記得我上初中
時，教語文的張老師對班級要求非常嚴
格，嘴勤手懶、上課做小動作、不做筆
記、不按時完成作業、不及格的一些同學
都要被戒尺伺候。有一次，張老師拿起了
戒尺，「啪、啪、啪……」，雨點般打在
他自己的手心上。「同學們，這次沒有考
好，只怪大家嗎？難道老師就沒有錯誤
嗎？我想，我也應該受到懲罰。」教室裡
的沉寂被打破，幾位同學驚叫，「老師，
您別打了，不怪您，應該怪我們」，但張
老師不為求情所動，隨着戒尺落在老師手
上的聲音，是全班40多名學生抑制不住的
抽泣聲，有的同學已哭成了淚人。
我工作之後，去看望張老師，提起這件

往事。我激動地問老師，是什麼力量促使
自己打自己。張老師若有所思地說：「我
小時候很調皮，父親警告我不准再做壞
事，否則就要打手心。可我規矩了幾天，
又開始不安分。一次我惹了禍，一個小伙
子揪住我，找到我的父親。父親對我說：
『你今年已經十歲，我以前說過，做錯事
要打手心。但這次受罰的是我，是我這個
做父親的錯。你打我二十下手心，必須毫
不留情地懲罰我！』因為我的調皮搗蛋，
卻要父親遭受皮肉之苦。我一邊打父親，
一邊哭。打完二十下，父親的手心已佈滿
青紫的瘀血。那一刻，發自肺腑的悔意湧
上我的心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