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戀愛談到「搞出人命」
本地廣府俗語有所謂
「搞出人命」，一般用來

形容熱戀男女未結婚而「先做夫妻」（即
「婚前性行為」），卻沒有做妥「防禦工
事」（避孕之謂也）、或避孕失敗而意外
懷孕。這個「搞」字很常用、也很好用，
不認真的、無計劃的、很隨性地做的事，
都可以說成是「搞」。懷孕，當然就是製
造出新生命了。
青年男女（包括中學生、大學生在

內）戀愛了，下一步要做什麼？半個世
紀前的香港，當然是結婚組織新家庭，
然後生兒育女了。結婚這回事，是人類
社會的發明，我們下文還要再深入講
論。結了婚就要「做夫妻」囉，「做了
夫妻」就會生兒育女囉。這「做夫妻」
算是「委婉語」，學名是「性交」，也
有叫「做愛」，文雅一點叫「行房」、
叫「敦倫」。
當然，這樣戀愛、結婚、「做夫
妻」、生兒育女的次序是半個世紀前的
常理常情常態。今天鼓吹「家長不應打
壓中學生子女談戀愛」的社會科學家、
社會工作者、西醫（尤其是精神病醫
生）等的「專家」，都不甚詳解戀愛之
後，還有些什麼事情要做、還有些什麼
事情可以做。
若按當前香港社會風氣，談戀愛不必
與結婚掛鈎（男女雙方在一起享受戀愛
就好）；性交也不必與談戀愛或結婚掛
鈎（大家瓦合瓦散，可以享受性愛而不
負家庭責任就好）；戀愛、結婚、性交
都不必與生兒育女掛鈎（養育下一代責
任太重，何必自招麻煩？結婚也就享受
二人世界到死就好）。以上種種，都沒
有絕對的對與錯，都該由個人的人生
觀、價值觀去決定。若有小朋友（三十

來歲以下的都算）來問潘老人家的意
見，我老人家也只會從學理上解釋各種
價值觀背後的人生哲學。
只因為先前有從事性教育工作的青年

朋友問我意見，我覺得我們向中學生解
釋「戀愛的意義」時，應該要「愛
情」、「婚姻」、「性交」、「生兒育
女」四大項來個「眉毛鬍子一把抓」，
才算是為了學生小朋友的利益着想。
「婚前性行為」這回事，潘某人雖然

被江湖上當為「封建思想吃人禮教的代
表」，倒不完全反對，再說我也沒有這
個權力。現代社會青少年的求學時期愈
來愈長，大學畢業之後再努力工作幾年
以打好事業基礎，人到差不多三十歲
了！到了這個年紀，不管拍拖不拍拖、
拍過多少次拖，很難全部都不去「未拜
堂先做夫妻」，如果硬板一塊地將「婚
前性行為」當為嚴重罪過或失德，未免
太過不近人情了。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一八七二至一九七
零）就曾提出，應該讓大學生自由享受
婚前性行為！這個說法今天看來非常
「保守」，不過我們要考量他所處的時
空，在他青壯年的時候，歐美經濟發達
國家都盛行早婚，青年男女如果不上大
學，甚至不上中學，許多人二十歲前就
已經成家立室、子女成群了。
先前香港有二十歲上下的一男一女同遊

台灣，結果只有男的回來，女的則客死異
鄉。據環境證據顯示，男方辣手摧花的嫌
疑甚大。為什麼因愛生恨？原來女方懷
孕，或有迫婚之舉吧？死因就是「婚前性
行為」和雙方對戀愛有不同理解吧！這樣
「搞出人命」竟是一屍兩命！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愛情與婚姻再定義〉之四

「玩轉遊戲世
界，遊戲角色闖

蕩現實」、「假如我有超能力/
這天，我竟有了超能力」、「18
歲的我/ ___的18歲」——香港
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2019現已開
始了！以上是中小學生創作文章
的特定主題，題目是否很有趣
呢？你來挑戰寫作一篇，會有什
麼創作構思？
身處e世代，中、小學生的確可
於網絡世界，探索及發掘各種電子
閱讀材料，以及進行電子寫作。我
觀察到香港教育城為配合電子學習
的發展趨勢，提供跨平台的電子閱
讀工具「教城書櫃」，配合兩文三
語學習，內置粵、英語及普通話發
音功能，並支援同步雲端儲存所
有書籍，同學們隨時隨地可置身
電子圖書館，閱讀心愛好書，提高
語文能力。
除了讓學生能輕鬆愉快地進行

電子閱讀外，香港教育城更早於
2002年起設立網上投稿空間「創
作天地」，為讀者提供讀寫結
合、同儕互動展才華的寫作平
台；並每年舉行「創作獎勵計
劃」，以全港中小學生為對象，
鼓勵學生投稿（次數不限），發
揮創意思維，培養寫作興趣；還
鼓勵學校踴躍參與，競逐「積極
參與學校獎」。
教城的年度創作獎勵計劃文類豐

富多元，有故事、小說、散文、詩
詞、圖文創作及閱讀隨筆；計劃
配合學年，分三期舉行，徵求持續

投稿參與，第一期在去年10月至
今年1月底進行了，第二期由今年
2月至5月底截止，第三期由6月至
8月完結，其間讓青少年以電子寫
作，展示創作力及心中想法，書寫
可以配合繪畫、體裁和內容均自由
選擇，寫作心聲、富創意好文章。
中小學生可透過各創作類別投稿，
佳作會保留於「創作天地」內六
年，獎勵計劃設置豐富獎項，以鼓
勵優秀創作，得獎作品更會結集成
電子書，於教城書櫃出版。
從前，報章或雜誌可以供學生投
稿發表的園地很少，如今迎合電子
寫作e世代，讓學生發揮文筆的機
會多了，我和潘明珠愛鼓勵青少
年電子寫作，多年來一直支持教
城這個創作獎勵計劃，樂此不
疲，今年度亦不例外，身為評審
團委員，現正要審評各式各樣的
文稿。我們雖忙於閱讀所有入圍
作品，及進行網上評分選拔、網
上寫評語，但猶幸總會遇見不少
文筆好、好立意、有刮目奇想的、
構思出格之佳作，看到突出的作
品，真是令人驚喜啊！究竟冠、
亞、季軍最終花落誰家，日內自見
分曉，且拭目以待！

電子寫作e世代
春暖花開的季節，又到一年一度清明節到來。

顧名思義，清明節是氣清景明的日子，不過，天
有不測之風雲，打從小孩時便認識，琅琅上口的

杜牧詩句：「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
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事實上，清明節天氣其實並不多是
氣清景明，而是經常雨紛紛的。
中國傳統文化深受國人愛戴尊崇，敬老崇孝，華人傳統重視的

好品德，慎終追遠，孝子賢孫會在清明節拜祭先人墓地，以表孝
思。港澳及內地清明節都是公眾假期，方便孝子賢孫前往掃墓，
甚至身在外地的人們也親到家鄉掃墓，並一解鄉愁。這天到處可
見到孝子賢孫扶老攜幼，手捧祭祖香燭祭物，更有人攜帶金豬以
表孝敬先人孝心，甚至準備音樂，像開派對一樣。
海峽兩岸本是一家人，清明節有不少台灣同胞親赴大陸拜祭先

人。新當選台灣高雄市長的韓國瑜上任三個月，但他的「韓式」
務實治理方法，輿論給予相當好的評價。在清明節前，韓國瑜率
團親到港澳、深圳、廈門訪問。他自稱為「賣菜郎」，到海峽彼
岸推銷高雄，坦言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加強海峽兩岸的同胞
促進友誼。忠誠坦白的他，一句接地氣的口號：「把貨賣出去，
把人引進來，大家發大財！」實在叫人窩心和賞識，被認為是最
佳推銷員、最佳治理人才。他赴港時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親切會
面，在深圳亦受到國台辦主任劉結一的熱烈款待，顯示了有客自
遠方來，主人親切的待客之道。更令人羨慕的是，韓國瑜令高雄
同胞真的發大財了，在訪問期間簽了數十億台幣農作物的訂單。
當然這只不過是開始，有形無形的成果，將陸續有來。
2020年是台灣領導人選舉年，正當民進黨蔡英文和賴清德高
調揚言參選之時，有人詢問當選不久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是否會
參選？韓國瑜不置可否，表現一片謙厚的作風。不過，世事常
變，尤其在政治選舉中，風雲四起，究竟最後結果如何？天曉
得！不過，台灣同胞當然希望選出一位期望和平的領袖。必須要
以「九二共識」的理念，利民惠民，努力發展經濟民生為主導思
想，一定要海峽兩岸和平共同發展。
韓國瑜赴港澳及大陸訪問，受到當地當局高規格的重視和傳媒

高調的報道，可見大家對這位被譽為百年難得的政治奇才喝彩。
最重要的是韓國瑜的愛國精神，表示了自己的理念，和對「九二
共識」的贊同。當然，他在訪問期間亦獲益良多，尤對大陸及港澳
「一國兩制」、和諧和平關係，令大家發大財，是相當感動的。

促進海峽兩岸同胞友誼

藝術一詞廣無邊際，
創作可隨意隨心，價值

在於感動人心。
我最近在太古廣場第三期外欣賞到一
件藝術品，集眾多元素：社會警覺、環
保行善、社區力量、國際視野、地區文
化、民族特性……它是以二手衫摺成的
風景「柱」。
主辦機構太古地產請來美國的環保藝
術家Derick Melander，請他把早前在
日、月、星街向居民收集得的舊衣服，以
日月星為主題創作。他用了一千多件、重
七百多磅、高2.4米的衣服，摺成藝術品
放於玻璃櫃內，擺放在星街路口，直至4
月28日。為該區添上濃厚的
藝術氣息！展畢，慈善機構
會將捐贈的衣服分類，完好
的於二手商店出售，所得收
益作慈善用途；仍可穿的捐
贈予二十多個合作慈善機
構，幫助有需要的人如難
民、新移民、露宿者，損毀
的會循環再造生產成紗線。
目的是什麼？為了提醒大

眾整個時尚價值鏈上的紡織廢料規模有
多驚人，據悉現時全球每年估計產生約
920萬噸紡織廢料。單在香港，2016年
約有125,195噸紡織廢料，即每日近343
噸，在最終被堆填或焚燒。我們追求時
尚，卻成為浪費成風的一員！
Derick巧妙地把不同顏色的舊衣摺成

蔚藍的海洋以夕陽相伴，漸變成絢麗陽
光，頂部則是繁星點綴的夜空，海洋波
浪透出一顆珍珠，原來是衣紐。色彩絢
麗，畫面動人，誰能想像這來自棄置的舊
衫？Derick 說：「哲學家Walter Benja-
min曾寫道『生存就意味着留下痕跡』，
其實我們所穿的衣服不就是一種痕跡？

是一種帶有共鳴、情感和充
滿悲傷的痕跡！希望這個作
品能將人們聚集在一起，為
觀賞者帶來視覺和思想上的
衝擊，亦讓大家了解可持續
發展的理念能為日常生活帶
來改變。」
請去欣賞這舊衣藝術柱，

然後思考一下我們追求物慾
與放棄之間對地球的影響。

舊衣服摺出動人畫面

想寫大學同班同學張洪
俊很久了，但一直下不了

筆，不是說不熟，只是離開大學很久了，許
多事情也都淡忘在流水的匆忙歲月中，不知
不覺。
在上大學的時候，她不叫張洪俊，而是叫

張紅俊，「紅」和「洪」雖然同音，意思卻
不同。至於為什麼要改？何時改的？我就一
無所知了。想到她畢業後曾在北京郊區中學
任教，頗受學生好評，她的文字功底自然沒
話說，教課也理應受歡迎。上學那會，讀小
說不少，功課不錯，有一次我回北京聚會，
她似有些感慨機遇。不過我也沒細問，說說
笑笑，也就過去了。
但作為同窗八年的老同學，我心裡有點為

她叫屈，其實，按她的實力，應該有更大的
發展。不過，一個人的境遇，實在難說得
很。不是說聽天由命，但環境有時也是重要
因素。但她走過來了，家庭幸福，婦唱夫
隨，人生如此，應該知足了。

那時上大學，全班四十八人，從全國各地
招考進來，北京的，包括我，共十名。其中
一個，便是張紅俊。她一口京片子，後來才
知道，她是從郊區清河縣考進來的。
聽曹惠民說，她先生的歌唱得極好，我無

緣聆聽，他們聚會卡拉OK時我不在場。但
我見過他，是在另一場合中，聽他講話的嗓
音，的確不錯。什麼時候再去聽他，一飽耳
福？
她說話語速極快，間或夾雜着北京土話，

但非常清晰。據說她在老家有幾座房子，前
些年，我跟她開玩笑說，以後回北京，不用
住酒店了，就借妳隨便一間住住算了！她很
認真地回我，好啊！只要你不嫌遠！
說是那麼說，我哪裡會這麼冒眛？後來她

和先生好像搬到城裡，中關村一帶，好像是
女兒家吧？如此也更方便互相照應吧。
我跟她前期交往不算多，後期算是多了一

些聯繫。有個時期，她好像患病，後來再見
到她，似乎非常精神。大概完全恢復了吧。

每次上北京，和留在那裡的昔日八年同窗
聚會，除了有要事不能來的一兩次，她都會
趕來相聚。記得有一次，趙繼剛組織在一家
卡拉OK聚餐，好像有歌唱，洪俊也唱了幾
首，嘩！真人不露相呀！這我還是第一次聽
她展歌喉。
那時在北京，可能因為居住環境大都是大

雜院，我很少到北京同學家走動，印象中只
去過陸中平、陳啟智、李愷的家，趙繼剛在
前門南蘆草園的家是經常去的了，沒事他就
約我，上他家吃餃子！他家是滿族，他父母
包的餃子我愛吃。另外還和好幾個同學去過
西四錢曉雲的家，他父親是當時的全國文聯
副秘書長阿英，應該是高級幹部了，住在四
合院，獨門獨院，相當寬敞。我記得當時已
經風聲較緊，我們只是進入她父親的書庫，
張望了一下，便退出來了。至於張洪俊，連
她家在哪裡也不清楚，只知道在市郊而已。
但現在知道她生活得有滋有味，我這個老

同學也都為她開心。

張洪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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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一開學，正
在讀小學五年級的小
侄女就帶回一道作文
題，題目是：「跟有
愛 心 的 古 人 交 朋

友」，要求選兩個有愛心的古人，簡要
寫出他們熱愛動物的事跡。我一看這個
題目，就眼前一亮，讚揚這位老師題目
出得好，有創意，既培養了孩子的愛
心，又豐富了她們的歷史知識。所以在
幫小侄女選擇古人的同時，我也手癢難
耐，很想再當一次小學生，寫寫這篇作
文。於是情不自禁地寫了起來……
在古代的帝王中，我願跟商代的開國

君主商湯交朋友。有一次，商湯到野外
巡視，見一個人正在樹林四面張網捕
鳥，還祈禱說：「四面八方的鳥兒，都
飛到我的網裡來吧！」湯立即走上前制
止說：「你這是要把鳥兒一網打盡
啊！」他命令那人將三面的網撤了，並
親自祈禱說：「鳥兒快快飛走吧，願向
左的向左，願向右的向右，不願飛走的
就留在網裡頭。」三千多年前的商湯，
就懂得教導他的子民愛鳥護鳥，難怪當
時各路諸侯都佩服地說：「湯的美德太
崇高了，連禽獸都能受其恩澤。」
在古代詩人中，我願跟晉代詩人陶淵

明交朋友。這位不願阿諛權貴、不為五
斗米而折腰的田園詩人，不但愛菊，而
且愛鳥。他以自己需要住房之切，深深
體會到鳥兒也應有個安居之地。於是，
他便親自動手，在自家的房前屋後種起
樹來，讓鳥兒在樹上面搭窩安家。他還
寫了一首五言詩來記述這件事：「孟夏
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群鳥欣有託，吾
亦愛吾廬。」初夏草木茂盛，房前屋後
綠樹四合。鳥兒都有了自己的家，成為
我的「芳鄰」，我也因此更加愛我的老
屋。短短四句小詩，極富生活情趣。他

在《飲酒》其四中還寫道：「棲棲失群
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
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該
詩雖是借鳥自喻，但同時也表現了他關
心鳥的命運、同情孤鳥不幸遭遇的愛鳥
情懷。正因有了這種愛鳥情懷，詩人的
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其生活態度也
更加樂天達觀！
我也願跟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做朋友。

白居易一生寫過許多愛鳥詩。他在
《鳥》詩中寫道：「誰道群生性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 ，子
在巢中望母歸。」詩中說：誰說這群小
鳥兒的生命微不足道？牠們與所有的生
命一樣都有血有肉，都是平等的。我勸
你們不要打枝頭上的鳥兒，幼鳥還在巢
中等待母親歸來呢。你一彈子打去，就
害了牠全家數條生命……作者從兒女親
情角度，告誡人們要愛護鳥類，保護環
境，可謂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詩中所
表現出的作者的這種善良、仁愛之心，
讓每個有良知的人都為之心動。
相比較而言，我更願跟宋代大詩人蘇

東坡交朋友。在愛護動物方面，他留下
了不少軼事佳話。
有一次，他跟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

起出川赴京。當船行至涪州時，友人送
給他一隻山湖名鳥。那珍禽紅頜藍脯，
目光熠熠，異常美麗，他十分喜歡。然
而欲留，怕牠離群悲鳴；欲放，又怕牠
落入惡鳥之口，死於非命。於是他十分
感歎地吟道：「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
茸。誰知聲嘩嘩，亦自意重重。夜宿煙
生浦，朝鳴日上峰。故巢安足戀，鷹隼
豈能容。」其愛鳥之心躍然紙上。最
後，他還是把那可愛的小鳥放歸林中去
了。
蘇東坡不但愛鳥，也愛其他小動物。

他在一首五言詩中寫道：「鈎簾歸乳

燕，穴牖出癡蠅。愛鼠常留飯，憐蛾不
點燈。」 詩中說：鈎着窗簾不放下來，
是為了讓乳燕能歸來；看到傻頭傻腦地
衝撞窗戶的飛蠅，趕緊打開窗讓牠飛
走。擔心那可愛的小老鼠沒有東西吃，
時常為牠留一點飯菜；為愛惜撲燈殞命
的飛蛾，夜裡不敢點燈。在這裡，詩人
以一種微細的愛心來關照生靈。他為乳
燕回巢而歡喜，為癡蠅解困而放心，為
小老鼠有飯吃而喜悅，為飛蛾免於撲燈
殞命而高興。這是多麼感人肺腑的愛
啊！
還有一位出家當了和尚的民國著名藝

術教育家李叔同先生，我也想跟他交朋
友。當他出家成為弘一法師後，他的學
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有一次弘一法
師來到豐家，豐子愷請他就坐。只見法
師在就坐前，先把藤椅輕輕搖動一下，
然後慢慢坐下去。這樣反覆多次，豐便
問其故。弘一法師答道：「這椅子裡
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
然坐下去，要把牠們壓死的，所以先搖
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牠們躲
避。」弘一法師此舉， 儘管有迂腐可笑
之處，但他愛護動物的那份天真、執
着、真誠，卻不失赤子之心，十分難能
可貴。
歷數以上這些愛動物的古人，或許有

人會說，他們只不過愛幾個小鳥小蟲，
算不上大愛情懷，也不值得大加歌頌。
但在筆者看來，愛心有宏大的，但更多
的卻是微細的，大愛正是由微細的愛組
成的。而且，微細的愛也並非「微不足
道」，他對每個人精神品質的形成都有
着重要作用，誠如著名作家林清玄所
言：「不能進入微細的愛裡的人，不只
是粗鄙，他也一定不能體味高層次的心
靈之愛，他只能過着平凡單調的日子，
更無法在生命中找到一些非凡之美。」

跟有愛心的古人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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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出行交通方
式中，小狸最喜歡的是
火車。前後望不到頭的

鐵軌、伴隨着光當聲的搖晃、各式各樣
的非城市景色、能認真吃上一頓飯的餐
車，以及可以盡情發呆而不耽誤的移
動，火車似乎承載着最符合想像的「詩
和遠方」。所以，只要條件允許，小狸
總愛在旅程中找些火車坐坐。
二十年前，小狸連續經歷了兩次深刻
的火車記憶。一次是和幾個大學同學一
起坐綠皮車從北京到成都，時逢酷暑，
幾天幾夜悶在沒有空調的老式車廂裡，
熱得不行，只好在身上臉上都撲滿爽身
粉，每個人都白花花的，像剛從麵缸裡
撈出來一樣。幾乎毫無硬件條件可言，
但美在年輕，靠嬉笑已可以撐足一路。
另一次是緊接着去了歐洲，第一次見識
到了歐洲尤其是中西歐的火車。幾乎是
與綠皮車同一時代，歐洲的火車已經
「現代化」到讓當時的小狸刷新三觀的
地步。連接英、法及比利時的「歐洲之
星」，那時的時速已達到每小時300公
里。而不管是高速還是低速，所有火車
都乾淨、舒適、設計人性化。
那一次，小狸第一次見識到了專門的
「安靜車廂」，拉開門，不僅沒有人聊
天、打電話、聽音樂——連戴着耳機聽
的都幾乎沒有，就連窗戶光線都特意調
整和遮擋了，每組座位還配有能發出橘
色柔和光線的枱燈，烘托出一個完美靜
謐的閱讀環境。這個「安靜車廂」的出
現，在當時比300公里的時速給了小狸
更大的震撼。
在那之後，小狸又陸續坐過很多種火
車。二十年的時間，歐洲的火車並沒有
太大變化，唯一的感覺是人似乎比以前

多了許多。而中國的火車，卻在這二十
年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老
式綠皮車已基本在幹線上絕跡，只保存
在一些支線和臨時加車線上。與此同
時，「中國高鐵」幾乎成了一張國家名
片。據媒體報道，截至去年底，中國高
鐵運營里程超過2.9萬公里，佔全球高鐵
運營里程的三分之二以上，超過其他國
家總和，而今年還將確保投產高鐵新線
3,200公里。至於速度，中國的「復興
號」高鐵運營時速已達每小時350公里，
而中國南車製造的CIT500型高鐵，其實
驗速度已達到了每小時605公里。
去年，香港也終於搭上了國家的高鐵

快車，開通了香港至內地的高鐵路線。
就在前兩天，小狸也終於打卡了。車很
新，速度很快，座位舒服，有熱水有便
當，硬件哪哪都挺好。只是……
只是，太吵了，而且真正有意思的是

愈往內地行得深愈吵。有人不戴耳機外
放着韓劇、抖音和王者榮耀，有人大聲
煲着電話或視着頻讓全車廂共享着他的
家長裡短，有各種孩子哭笑尖叫，有各
種大人不戴口罩地肆意咳嗽、打噴
嚏……即便偶有那麼一刻，全車都恰巧
安靜了，卻聽到頭頂的公共喇叭正賣力
地放着鳳凰傳奇。二十年，我們遠超了
歐洲之星的速度，但在追趕安靜車廂的
路上卻紋絲未動。
去年，人民日報的百度號轉載了澎湃

的評論《打電話、放音樂、看視頻……
為啥總有辦法把高鐵變成菜場》，呼籲
人們除了高鐵的里程和速度，還應該關
注車廂內的人文風景，並明確提出鐵路
部門自己就應該首先有「維護安靜」的
意識。
說得真是太對了。

火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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