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生談戀愛的利弊

台北一課
小狸最近來了場說
走就走的旅行，目
的：在各種販賣的焦

慮中透口氣；目的地：台北。
既然是調節焦慮，又是台北這麼個以
文藝為標籤的城市，那就有必要來個
「慢活」。好在台北已去過多次，各大
景點不必打卡，於是此行主題很明確地
定為了「真正台北人的在地生活」。
「真正台北人」肯定不會天天住酒
店，所以小狸第一件事就是啟用了閒
置許久的airbnb，搜了一圈，還真找
到了符合要求的房源——顏值一見鍾
情，地處新北純住宅區，遠離市中
心，鬧中取靜，難見遊客。就它了，
一訂N天，不動窩兒，慢過活。
現實中的房子確實和預期中的一樣，
完全符合「在地」要求。屋主首日接待
小狸入住時，笑瞇瞇地交代了一番注意
事項，其中特別提及了「倒垃圾」。
「垃圾不落地」是上世紀90年代台
灣推出的劃時代政策，要求居民區甚
至大街上都不設垃圾桶、垃圾站等垃
圾收納點，居民必須自行對生活垃圾
進行詳細分類，每天定點會有垃圾車
走街串巷回收。對於這點，小狸此前
在旅行和看電影、電視、報刊雜誌時
是知道一些的，所以當屋主提及時，
便拍着胸脯豪邁道：「了解！」
然而並沒有過太長時間，小狸就尷
尬地發現，一個「遊客型的了解」和
一個「在地型的了解」完全是兩碼
事。遊客時只體會到「路上的垃圾沒
地方丟，只好每天帶回酒店房間
丟」，而真正成為一個「airbnb 居

民」時，即便帶回住處扔了，但是然
後呢？第二天並不會有清潔員來處
理。雖然屋主曾貼心表示，如果實在
倒不了，可以紮好口放在一旁等退房
後他們收拾。但一住多日，也不可能
一直堆在那裡等着滋生細菌，更何況
美屋之下，堆袋垃圾多煞風景。
所以逃避是沒有用的，正路還是要

主動扔。但是扔的第一步又卡殼了。
「垃圾分類」，作為大陸和香港人
民，雖然說了很多年，但到了真分的
時候，你會嗎？兩地大街上的垃圾桶
很多都不分類，即便分了也無強制，
太多人是憑心情而不是憑知識來選擇
丟哪一個桶的。
垃圾在前，趕緊補課。不看不知
道，一看嚇一跳，原來在台北丟垃圾
是個如此複雜的工程。先是垃圾分類
要分成「立體的」、「平面的」、
「其他的」，每類下又再細分若干
組，每組都有詳細的物品對照表，比
如「乾淨的塑膠袋」和「沾油漬、湯
汁、血水的塑膠袋」並不算一類。許
多垃圾裝袋時需要壓縮、洗淨；其次
是丟的時間不一樣，每天只收特定類
型的垃圾；最後是每天的回收時間，
每條街都不一樣，而且甲方不等人
的，想丟？乖乖按點兒等着，而且分
類不對會被退哦。看到fb上有台北網
友激動交流，說：「每次被成功收走
垃圾都很有成就感。」
麻煩是麻煩，但換來的是台北67%

的垃圾回收率，是實實在在的環保貢
獻。對於這台北在地生活的第一課，
小狸還蠻感恩的。

此下介紹一下，在筆
者年輕的時候，中學生

應否談戀愛的正反兩方意見。
反對意見多數來自家長或老師，最主
要原因是影響學業，這方面前線老師和
家長或會有許多第一手資料。若問數字
證據，則家長和老師都不一定是學社會
科學出身，再兼有自己的工作，當然不
大可能參與相關學術研究。
鼓勵中學生談戀愛的意見則認為年
輕男女由相處到擇偶都要學習，如果
盲目聽信師長胸膛拍得老響地說畢業
後自然可以找到良配，很容易會蹉跎
歲月云云。這派說法很容易舉出許多
真人真事的實例，說「聽話」的男生
女生不單止上中學時不談戀愛，甚至
上大學仍是以「學業為重」，結果年
復一年「孤家寡人」，三十過後還未
約會過異性，對戀愛和婚姻都有恐懼
和無所適從。若問有沒有「科學數
據」？其實一般都如師長反對學生談
戀愛那樣，出於個人感受多於實際研
究成果。
這兩派見解各有各道理，筆者可以
補充一二。作為一個業餘而邊緣的
「性教育工作者」，我是以當事人的
長遠福祉為優先考慮，我的觀點尚算
開明，而不是有些人模糊印象中那樣
「保守」。
如果中學生談戀愛可能會對當事人
有利，我們還得要問「拍拖」而「感
情成熟」了，下一步將要怎麼走？在
成年人的世界，年輕男女談戀愛三年
以上，都可算是「愛情長跑」了。中
學生談戀愛三年，如果還要再上大
學，一個很嚴肅的問題要上「議事日

程」，就是：「要不要有婚前性行
為？」筆者這樣問，乃是應對現實人
生的真正議題，即使有大力鼓勵中學
生「拍拖」的成年人乘機罵「潘老
頭」思想骯髒，我又「此身何懼」？
年輕人由約會、交往，到摟摟抱抱、

「耳鬢廝磨」的「輕度親熱」，依常情
常理應該會「親熱」升級的。如《鹿鼎
記》入面韋小寶與日後的夫人由「香個
臉孔」、到「親個嘴兒」，難免要面對
下一步的「未拜堂先做夫妻」！「拜
堂」者，正式結婚也；「先做夫妻」
者，婚前性行為也。
社會上總會有一大票放言高論而不

負責任的妄人。鼓吹中學生「拍拖」
學習異性相處的「專業人士」，見到
潘某人以上「開門見山」的分析，除
了罵我「心邪」之外，還可以給「熱
戀中學生」些什麼忠告？
幾年前有一對中學男女生就是「偷食

禁果」出事，他們由「拍拖」很快進入
「婚前性行為」階段。結局很悲慘，因
為擔心女方會懷孕而雙雙自殺，結果驗
屍報告出來，卻是沒有懷孕。
我不知道這樣的悲劇應該怪責誰？

是學校和家長給的性教育不夠嗎？那
麼中小學的性教育是應該傾向勸阻或
禁止婚前性行為；還是愈早教導各種
避孕方法？
我認為最好的應對辦法，就是按少

年男女的最大利益，開誠佈公地討論
戀愛、婚姻、生育，以至婚前性行為
和避孕等很實在的議題。不過大前提
是所有討論都必須有堅實的學理作為
後盾而不是僅僅隨心所欲地輕率鼓
吹。 〈愛情與婚姻再定義〉之二

現今是科技先進，物質豐富的年代，人們的生活相
對地比以前幸福，但同時，我們所面對的大地和海

洋，已不再像從前般美麗了。大自然已經受到種種污染和傷害，生活
在其中的小生物，仍可有夢想嗎？
最近和小朋友一起看大細路劇團的《小海螺與大鯨魚之環保遊世

界》，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關於夢想和環保的故事，正適合親子
共賞，引導孩子共同關心大自然。故事由一個愛發問的女孩開始，她
對身邊的事物都充滿好奇，夢想環遊世界，但她爸爸忙於工作，似乎
已忘記了「夢想」這回事。於是，便出現故事中的故事－關於小海
螺環遊世界的故事了。
這個只有小指頭般細小的海螺，生於一塊岩石上，但抱有大大的理

想，就是要衝出大海，到遠方的世界去看、去冒險！但小海螺只有
殼，沒有手也沒有腳，她怎樣才可以實現夢想呢？而夢想有不同層
次，小海螺向岩石問，如何才能實現環遊世界的大夢想？岩石提醒
她：外面的世界很危險呀！但孩子會長大，要面對現實的困難；這些
情節暗示了成長要面對挑戰；小海螺的台詞也有弦外之音，反映若要
達成夢想，務必要努力、突破自身的限制呢！
幸好小海螺巧遇汪洋之中的大鯨魚，這一座泛着黑油油亮光、有流

線型椏杈的大鯨魚出現了……小海螺和大鯨魚這個奇幻而神秘的冒險
故事令大小觀眾看得入迷。除了故事吸引，帶起豐富聯想外，服裝及
特別設計的道具應記一功；小女孩戴上海螺形的道具，便變身成海
螺，有時又會用小海螺小布偶，讓主角在藍色紗布做的海洋上暢遊，
演員技巧流暢，演出可愛逼真。而男演員將鯨魚造型套在身上，立即
由爸爸角色變身成大鯨魚，伴着小海螺去探險，二人一起自然起舞和
唱歌，帶動全場的氣氛。
兒童劇最注重與觀眾互動交流。此劇一開場便以互動答問跟觀眾互

動，現場小朋友都得以熱身投入故事。故事發展到大鯨魚被海中垃圾、
海草等纏繞，不能向遠方的海前進，奄奄一息；小海螺邀請現場觀眾上
台，想方法為鯨魚解圍，小觀眾
反應熱烈，紛紛上台，此環節的
安排帶動兒童思考及親身體驗、
感受，令環保的主題更為突出、
清晰。最後由台上的小朋友笑着
向鯨魚灑水；在舞台上居然可玩
水！這些互動安排有意思，令小
觀眾淚中有笑，引發內心的環保
意識，值得讚賞！

觀賞小海螺兒童劇盡心盡責 造福同胞

相信許多讀者都到過
西湖，這地方我是從優

美的詩詞裡開始認識。因緣際會，最
近才得以親睹這千百年來觸動無數騷
人墨客的湖光山色，直如沉醉詩畫美
景中。
農曆二月初的天色甚佳，淡青湖水
與隨風飄曳的楊柳成絕配景致，這時
又不禁教人懷念蘇軾，他的《望江
南》：「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
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且
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湖邊
就有不少茶舖在燒火烘茶，奉上一杯
西湖龍井，或又坐於湖邊食肆呷杯當
地佳釀。我們較蘇軾幸運，資訊和交
通發達，沒思鄉之苦。
蘇軾，四川人，生於北宋年間，為
官被誣陷多次遭貶
謫，先後貶到杭
州、密州、徐州、
黃州、惠州等地，
在貶為杭州通判期
間，面對西湖美
景，寫過不少詩
詞。一如他的《夜
泛西湖》：「菰蒲
無邊水茫茫，荷花

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
月黑看湖光。」深切表達出落寞的心
情，及渴望被平反的心願。
西湖看着朝代更替，南宋林升的七

言詩《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
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
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詩人痛恨南
宋朝廷沒吸取北宋亡國的教訓，當政
者腐敗無能只縱情聲色尋歡作樂。
誰又料到今時今日的西湖仍歌舞未

休？不過這不是來自官宦人家，而是
平民百姓。由大清早開始，大叔大媽
就分據各景點在跳社交舞、廣場舞、
排排舞、古裝舞……還有音樂和歌聲
處處，有十多人大樂隊，演奏不同的
中式樂器，排場可勁。看來任何人興
之所至便可佔着一個位置或一個涼

亭，拿着咪高峰在高
歌。喜歡的便留下來欣
賞，又或加入與眾同
樂。入夜後這些人潮散
去，是酒廊的現場樂隊
和歌星上台，又是另一
番光景！
西湖歌舞幾時休？這

句問得真好！可喜的是
百姓心境不同了！

西湖歌舞幾時休？

平時我們都已經「蜜蜜」、
「蜜蜜」地叫慣了，香港的兒

童文學家周蜜蜜，其實是家學淵源，其母親黃
慶雲是兒童文學的前輩，香港人稱「雲姐
姐」，是香港兒童文學的「開山祖師」，1941
年起的《新兒童》雜誌半月刊，便是由她創辦
的，影響很大。而其父親周鋼鳴則是內地著名
的文學評論家，周蜜蜜繼承母親的衣缽，成為
香港著名兒童文學家，她的作品，尤其在內
地，甚受歡迎。陳國球教授主編的《香港文學
大系》第二輯，「兒童文學卷」（1949-1969
年）便由黃慶雲和她主編，而黃慶雲去年不幸謝
世，編選工作便只得由周蜜蜜一個人承擔了。
說起周蜜蜜這個名字，原來有一段故事。當
年她移居香港時，過入境處，登記姓名，她報
出，登記的職員聽音寫成「周密密」，所以變
成她身份證上的姓名，而真名「周蜜蜜」就變
成了她寫作時的筆名了。

她是兒童文學家，當然沒有錯，當年她就奪得
過「香港首屆兒童文學雙年獎」，當時一群人還
為她得獎慶賀，足見她在兒童文學領域的成就。
但如果僅僅以為她只是兒童文學家，那又是偏頗
了。其實她還是小說家也是散文家，出過許多獲
好評的作品。她在文學界的努力和成績，有目共
睹。有一年，她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長篇
小說創作《我的鐵達尼號》，也通過了，並按規
定，在一年內完成長篇小說，交稿。
她曾經在電視台當過編劇，又在報界做過副刊

編輯，還做過出版社編輯，當過文學雜誌老總，
也在各個學校講過課，論資歷，她非常豐富，是
一位多面手。而且，她人面極廣，交遊廣濶，是
她為人的優勢。當出版社編輯的時候，她也不忘
記老朋友，先後為我的散文集《側影》（現代教
育出版社）和《綠絲帶》（和平圖書公司）的出
版努力，令我感恩非常。當然絕對並非交換，首
先是她認為我的作品足夠出版資格，只是在可能

的情況下，她會助一臂之力促成。此外，她在當
時的《華僑日報》當副刊編輯的時候，因為距我
家很近，我去報社探望過她，順便也去看望在該
報編《文廊》文藝副刊的古劍。
還在廣州的時候，碰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

潮，她也不免給捲了進去。但她憑着自己的本
事，在廣州郊區農場主編報刊，並任廣播站站長
和廣播員，後來又兼做電影放映員。相對而言，
工作比較適意。後來還調到廣東的作家學習班。
大概這也為她後來在文學上的發展，奠定一定的
基礎。已經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公共圖書館邀她
和我去某中學講課，只記得她很會講，中學生們
都聽得入迷。那中學處在半山，我甚少去那邊，
全靠她引路，才摸索到那裡，我發現她方向感頗
強。後來又有好幾次為公共圖書館講座，委託我
組織人選，我都請她合作，效果良好。
在接觸期間，似乎沒見過發脾氣，總是滿面
和藹。她給人的印象，就是「蜜蜜」。

兒童文學家周蜜蜜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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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陽春三月，我在
杭州受到了同鄉好友的
熱情接待。在西湖景
區，我真真切切感受到
了花紅柳綠的盛世美

景。綠柳依依，碧桃灼灼，長堤臥波，好
鳥飛鳴，構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蘇堤春
曉」。新柳吐翠傍橋生，風流裊娜趣無
窮。故而，蘇堤春曉也叫「六橋煙柳」。
蘇堤的柳樹和桃樹居多，夾植其它花

木。春日的楊柳是碧玉妝成的，我徹底被
它們的豐姿迷住了。春光明媚，雲淡風
輕，攜手知己好友，沿湖賞柳，真是人生
一大樂事。同伴童心大發，輕輕哼起了兒
歌《柳樹姑娘》：「柳樹姑娘，辮子長
長，風兒一吹，甩進池塘，洗洗乾淨，多
麼漂亮……啊哩羅。」隨後，我們和光彩
照人的「柳樹姑娘」合了一張影。
如果說柳樹是樹中之尤物，那麼，西湖

的柳樹就是柳中之極品了。大畫家豐子愷
對西湖的楊柳也是情有獨鍾。有一天，豐
先生坐在西湖邊的長椅子上小憩，他看見
湖岸的楊柳樹在春風中舞動，覺得楊柳實
在美麗可愛，特意寫了美文，頻頻點讚。
豐先生讚美楊柳，認為楊柳的低垂，乃

是不忘根本。「它不是不會向上生長，它
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愈長得高，愈
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柳，條條不忘記根
本……」豐子愷先生這篇《楊柳》，之所
以成為範文廣泛傳播，正是因為寓意深
遠，能讓人精神振奮。
豐先生還認為：「最能象徵春的神意

的，只有垂楊。」垂楊就是垂柳，垂柳也
叫垂楊柳。例如，《水滸傳》裡有一齣好
戲，叫「花和尚倒拔垂楊柳」。柳樹叫楊
柳，是大有來頭的。據古代典籍《開河
記》記載，隋煬帝楊廣在位時，新開鑿了
通濟渠，並親自在渠岸兩邊種植垂柳。植
樹造林成功後，柳樹容光煥發，參差披
拂。楊廣大喜，遂賜柳樹姓楊。「楊柳」
自此與帝王同姓，美稱一直沿襲到現在。

柳樹也有姓「左」的。左宗棠是晚清朝
廷股肱之臣，人稱「左公」。十九世紀下
半葉，左宗棠為收復新疆而率領湘兵來到
西北大漠。大漠氣候乾燥，環境惡劣。為
了改善環境，左宗棠動員軍民植樹造林。
他們在大道沿途遍栽耐旱樹木，其中有大
量柳樹，名曰：道柳。道柳起了大作用，
路基鞏固了，沙塵暴次數也隨之減少。人
們為了紀念左宗棠，當時所植柳樹，統統
被稱為「左公柳」。
柳樹也有姓「介」的。春秋戰國時期，

晉國公子重耳流亡異地之時，隨從的介子
推「割股啖君」，令其活了下來。重耳當
上了晉文公，要報答介子推，想給他個官
做做。此時的介子推和母親已經去了綿山
隱居。晉文公手下人找到了介子推母子，
說明來意，無奈母子不肯出山。晉文公下
令放火燒山，想逼出他們。不曾想，介子
推和母親合抱着一棵大柳樹，被燒而亡。
晉文公異常痛心，將介子推母子埋在柳樹
下，賜柳樹名為「清明柳」。這棵柳樹，
也就成了「介子柳」。
楊柳的枝條，柔弱無骨，嫵媚動人。剛

發芽的時候，呈現鵝黃色或者嫩綠色。柳
樹三月初開花，花形很特別，像是一條條
的「毛毛蟲」。開放的過程中，「毛毛
蟲」釋放出無數飛絮，漫天飛舞。這些柳
絮數量極多，如飛雪一般紛紛揚揚，落得
到處都是。看上去，好像人畜無害似的。
事實上，柳絮對過敏體質的人存在很大的
威脅。
柳絮也叫「柳綿」。「枝上柳綿吹又

少，天涯何處無芳草。」蘇軾眼裡的柳
綿，懷有夢想，似乎在追逐芳草。陸游的
柳綿卻是悲哀的。晚年的陸游，重遊沈
園，寫了詩句悼念唐婉。「夢斷香消四十
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斯人已逝，春色
不再，心境大不一樣了。人老了，就連柳
樹也老了，柳綿也失去了飄飛的興致。沈
園楊柳，當年也是極有韻致。陸游在沈園
初次碰見從前的妻子唐琬，含淚寫下了著

名的《釵頭鳳》。唐琬感念不已，不久鬱
鬱而亡。「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
牆柳。」浙江紹興的沈園，園內宮牆柳，
從此化作傷心柳……
柳樹是濟南的市樹，濟南的垂柳自然也

是大名鼎鼎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
山色半城湖」，清代劉鳳誥用一副楹聯盛
讚大明湖美景。明湖春柳，可與西湖春柳
相媲美。大明湖公園裡有一處園中園，叫
秋柳園。此園美不勝收，串聯起明湖十景
之一的「秋柳含煙」。我曾經疑惑，春天
的柳樹才是最美的，為何不叫「春柳
園」？春柳，一樹輕煙，景點為何不叫
「春柳含煙」？經濟南的朋友解說，我才
知道，清朝的王漁洋在明湖居住期間，寫
了四首意蘊含蓄的《秋柳四章》，天下文
人墨客競相唱和，一時風頭無兩，使得明
湖的秋柳比春柳更為有名。
有人愛春柳，有人愛秋柳，說白了，愛

的都是垂柳。「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
東。朝佩皆垂地，仙衣盡帶風。」瞧，這
就是唐朝詩人李商隱筆下的垂柳，真是仙
袂飄飄，仙氣十足！唐朝杜牧筆下的垂
柳，也是美得不可方物。「數樹新開翠影
齊，倚風情態被春迷。」翠影倚風，春夢
淺淺。誰被春所迷，春被誰所戀？一株春
光裡，遊人共仰攀。
將柳條插在地裡，不用特意照拂，它靠

着自己頑強的生命力，終將長成蒼翠挺拔
的大樹。這就是所謂的「無心插柳柳成
蔭」。柳樹不擇土壤，易於成活，祖國南
北，到處有之。說起來，好像不是多麼尊
貴。然而，柳樹只是比較親民而已，實非
「低賤」之軀。「五九六九，沿河看
柳」，民諺，永不過時，看柳，亦是全民
壯舉。為什麼去看柳？因為值得一看。既
然值得看，定有非凡之處。時下，正是大
好春光，楊柳睜開了惺忪的雙眼，多情地
窺探多彩的世界。世界的多彩，少不得楊
柳青青。紅花耀眼，綠葉養眼，紅的綠
的，齊頭並進，才構成春色無邊啊！

春日說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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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詩如畫的西子湖。作者提供

■小海螺與大鯨魚。 作者提供

全球矚目之人大及政協兩會今年會議已先後圓滿閉幕
了。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亦成為兩會期

間的最重要焦點人物。全國人民零距離與國家領導人接觸，對於祖國
經濟、建設、民生、創新科技等路向，國人都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特
別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講的金句：期望大家着眼發展大局，共享時代
榮光。
習主席在福建省代表團參加審議時講了重要說話：對台工作既要着

眼大局大勢，又要注重落實落細。對台工作中貫徹好以人民為中心的
發展思想，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像為大陸百姓服務那樣造福台灣同
胞。同時要聽取台灣同胞呼聲，研究還可以推出哪些惠台利民的政策
措施，只要能做到的都要盡力去做。
環觀台灣現狀，「台獨」分子極度囂張，台灣執政當局無能，令台

灣經濟民生都飽受破壞，台灣同胞怨聲載道之際，習近平主席所講對
台之重要論述，對台灣同胞而言，聽來十分窩心和感動。
與會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積極參政議政，克盡厥職，承擔責

任，完成了應做的任務。其實，兩會期間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和汪
洋等分別在各代表團參加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令代表和委員深受鼓
舞，獲益良多。而各部長和與會的代表，亦通過特別通道，公開接受中
外傳媒的訪問。在過去一年，奮進中國展新篇，面對挑戰，砥礪前行。
受眾中最關注的是國家領導人坦誠分析中國未來在經濟、社會、外交等
發展事務將會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當局將有何良策去解決，大家相信在
英明的國家領導人策劃下，辦法總比困難多。對於中國前景投下信心的
一票，並期望中國的發展牽動環球。中國好，世界必然好。
每年在兩會開會前，有關當局必到各代表團探望或以書面提點與會

者要注意的事項。當然，最令人關注的是當局勉勵與會者盡心盡責，
積極建言，遵守會紀。會議期間，驟然傳來噩耗。因病返港就醫的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不幸逝世，離開了我們。與王敏剛代表相識超
過半個世紀，原全國政協委員芬姐，對王敏剛代表辭世，痛失良友，
深感萬分惋惜。芬姐與王敏剛先父王華生在上世紀60年代剛發展的
觀塘區共同參與社區事務，其時王華生在觀塘創辦中華造船廠，王華
生對長子甚為疼愛，常帶着他到處走。打從那時起，王敏剛已開始積
極參與事業及社會服務。王華生一家人都喜歡水上活動，王敏剛、王
敏超兄弟都是發起渡海泳之熱心人士。其後，王敏剛與金王周氏千金
共結連理，郎才女貌，門當戶對，羨煞旁人。
祖國改革開放之初，王敏剛率先返內地開展文化旅遊事業，彰顯拳

拳愛國之心。現王敏剛代表因病而離開了愛護他的朋友，大家都深感
難過，芬姐特別為他的家人送上祝福，節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