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界定哪些權責？

那朵蒲公英
記得小時候每
年春天，父親總

會趕着牛去翻土犁地，我們兄弟兩
人最開心的便是一起去地裡玩耍，
拿着小鐵鏟這裡挖挖，那裡鏟鏟。
坡地裡土埂上有很多蒲公英搖晃着
小腦袋，像一個個活潑可愛的孩子
總會吸引着我們的目光。
再後來一個個小腦袋就變成了一
個個小絨球，兩三天之後，花朵會
重新閉合起來，等它再次張開的時
候，它就像施了魔法似的就變成了
一把把白色的小傘，用胖乎乎的小
手悄悄摘下它，再小心翼翼地舉到
嘴邊，噗一下，那些白色絨毛狀的
種子就會像降落傘一般飄蕩在春天
的微風中，他們無數的兄弟姐妹就
此別過，因為他們要去找尋自己新
的家園。
其實我們不常叫它蒲公英，它還
有一個非常好聽的名字——婆婆
丁。母親在地裡勞作一天後，也總
喜歡去坡地裡和溝渠邊，採摘一些
帶回家，涼拌一碟擺上飯桌，開飯
的時間就成了我們全家最開心的時
刻。那些長得薄且寬大嫩綠葉片的
蒲公英是最好的，不要等它開齊
花，用手掐住葉柄根部輕輕地拔起
來，去泥洗淨後便可放在籃子裡帶
回家了，然後切去根鬚，放到滾水
裡焯一下去去苦味，再撈起來拌上
調料，點綴一點花椒油便令你垂涎
欲滴。
蒲公英不僅僅是飯桌上的一道佳

餚，其實它全身都是寶，把採摘回
來的蒲公英放到竹筐裡曬上幾日，
讓它萎縮成一小團，然後分包裝進
袋子，一家人誰要是患感冒啥的，
母親就用它沖水泡給我們喝，雖然
沒有清茶的芬芳，但它清苦中卻有
幾分回甘，愈品愈有味兒。
蒲公英最美的時刻，當屬開花的

時候，在陽光的照耀下，一簇簇花
開得熱烈而溫暖，一隻隻快樂的小
蜜蜂便是它們最新親密的小夥伴，
從這一朵飛到那一朵，在蜜蜂的眼
裡，或許每一朵蒲公英花都是一個
神秘的大世界。
蒲公英生命力特別頑強，種子飄

到哪裡，哪裡就是它的家。它從不
計較，總是默默無聞，只要有陽光
和雨露，它就負責生長開花。在田
間地頭，你不經意一低頭，便可以
看見它那綠油油的身影，安靜地匍
匐在大地的一角裝扮着這美麗的田
野和山川。
母親時常教育我們兄弟兩人要像

蒲公英一樣胸懷寬廣，好男兒志在
四方，後來我們真的就四海為家
了。偶爾想想，蒲公英是美麗的，
也是孤寂的，默默生長，默默開
花。春去秋又來，在一個明媚的日
子裡我又吃到了有狼牙鋸齒綠葉兒
紅梗的婆婆丁，頓時備感親切，覺
得它沒有小時候那麼苦，有了一絲
絲淡淡的清香味兒，我不知道是我
的味覺不靈敏了，還是我的生活不
再苦了。

爭論中學生談戀愛
利弊而引發的思考問
題，原來遠遠超越了

「專家」的意識範圍。社工、社會學
家、精神病醫生等等都甚少強調青少
年「拍拖」的下一步很快就是如何面
對「婚前性行為」，他們不是不知，
而是骨子裡鼓吹，卻不好過於張揚。
經濟問題就真的視若無睹。
俗語有謂：「貧賤夫妻百事哀。」
清貧子弟學人早早享受談戀愛的樂
趣，很快會發覺其實自己沒有充裕的
經濟條件去支撐這樣的浪漫經歷。且
不說意外未婚懷孕的善後，即使是老
得掉了牙的「發乎情、止乎禮」、光
看不吃，看看電影逛逛街了事，還得
要張羅所需的經費！
還是跳到時下中學生在談戀愛時，
做夢也不會去思考和規劃的婚姻大事
吧！
二十一世紀中國各地都行一夫一妻
制，這是上世紀從歐美移植過來、屬
於基督教文化的一大支柱。在此之
前，中國人行的是一妻多妾制，這個
常被錯誤理解為一夫多妻制。二者的
分別是正妻的地位遠遠高於妾侍。
西方基督教世界長期奉行一夫一妻
制，但是落到實地仍然有很多慾海男
女無能力履行對婚姻的承諾，有「通
姦」（性放縱派美化為「婚外情」）
的實際需要。
結婚是什麼樣的一回事？
結婚是人類社會的人為制度，在動
物世界是沒有結婚不結婚的。高等生
命會因應其繁殖天性而決定了「交
配」與「繁殖」之後的兩性關係。人
類社會最熱門的寵物是貓和狗，各位
「貓奴」、「狗奴」見過有「狗

爸」、「貓爸」幫忙帶孩子嗎？家貓
和家狗原則上都是由「單親媽媽」帶
大的！除非「貓狗父母」都由同一個
主人豢養，否則狗媽貓媽基本上是
「要崽不要公」！這是貓和狗的天
性！在野外，許多猛獸如虎、熊等都
是如此。
阮籍是魏晉竹林七賢之一（他與嵇
康都死在司馬炎篡魏之前），有一回
他與司馬昭一起，官吏入報有人殺
母。阮籍說：「嘻！殺父乃可，至殺
母乎！」司馬昭反駁說：「殺父，天
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
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阮籍當
然是故意說反話，因為他不想與標榜
孝道的權臣司馬昭同流合污。
當然阮籍不是動物學家，不知道有些

動物亦出現爸爸與媽媽一起帶孩子的。
如大部分鳥類。此外，公獅亦與母獅和
幼獅同居，不過外貌雄偉的公獅在人類
的視角則是「軟飯王」，獵食和帶孩子
都是母獅群合力去辦妥。附帶一提，老
虎在交配期間算是「一夫一妻制」，交
配之後「男女雙方」各行各路；獅子則
是「一夫多妻制」。
我們人類有人性，也不能完全擺脫

動物性。現在世界上大多數社會都行
一夫一妻制，結婚之後，男女雙方有
何權責？
筆者讀書識字數十年，再四思考，
可以簡略歸納為兩大範疇。
潘生曰：「人類社會男女按照所處

時空的禮制法律，結為夫婦。這樣的
制度，重點在於界定兩大權責：一是
交配權利，二是養家責任。」
這個說法，可以放諸四海皆準！

〈愛情與婚姻再定義〉之七

慈善教育家陳葒校長，默默耕耘，多年來從事為弱
勢青少年提供免費補習，愛心早已引來回響。
潘明珠和我，或多或少受他的愛心教育感染，很認

同他的信念：教育青少年，以樹立品德為本，以發展性格為要，以培養
藝趣為重。
早些年在2016某月，我們欣悉陳葒得到賽馬會資助，展開富創意的
「飛翔教室」計劃，我們為此感到高興不已！「飛翔教室」是具趣味
性、多功能、可移動的教室，教室以充氣物料製造，易搭易拆，上課的
地方可以是公園、商場、平台，甚至於天橋底！陳葒校長和他的補習義
務教師團隊，都相信好的教育是具趣味性的；「飛翔教室」計劃，旨在
將有創意的教育方法，展示給家長、同學看，希望改變他們對教育的一
些固有負面看法，讓大家認識先進的教育理念，體驗學習的創意精神。
陳葒深信「理想的教育」要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他坐言起行，為理

想而投入義務的「免費補習」工作，多年來幫助過不少同學克服學習困
難，我女兒也是他的義補教師團成員之一呢。管理「免費補習天地」，
已忙碌不已，他仍在2017年召集一群有心人，將每年學校復活節假期
完之前的最後一個周五，定為「全城關懷學生行動日」，以三色不倒翁
為標誌，象徵「色彩生命屹立不倒」，以呼籲全城各界關懷青少年。
色彩生命不倒翁推出，以不倒翁身上的橙、黃、藍三色，分別代表家
庭、學校及社會，陳葒呼籲大家關心青少年，盼青少年生活得更健康快
樂；推出後，得到很好反應。
2019全城關懷學生行動日，繼續由陳葒校長牽頭舉行，除了宣揚全

城關懷學生的宗旨外，更加入了關懷老師的元素，表達對教師身心健康
的關注。陳葒期望透過行動日，有效推動公眾關注學生、教師身心面對
的困境，並為青少年們打造健康的成長環境。「不倒承諾」計劃會持續
推行，更製作有「不倒夥伴手冊」給家長及老師，以鼓勵成年人成為青
少年的好夥伴，關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
今年的色彩不倒翁活動：「屹立不倒裝置展暨色彩生命歡樂墟」也會

在4月27至28日兩天，繼續取址九龍公園廣場舉行，讓孩子開心，大
家開心。難忘我們去年在九龍公園支持活動，深深感受到當大家同心協
力時，可發揮出巨大的力量！藉此呼籲大家一同親身來參與，衷心期盼
每個孩子生活得更有正能量，更自在自信！

色彩生命不倒翁
今天是復活節假期結束之時，相信各位讀者都在這

數天假期中過得十分開心快樂。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
的地方，無論西方的復活節、聖誕節也好，東方文化

信奉的佛誕節等，香港當局都安排公眾假期讓人們可以盡情歡度假
期。剛剛四天的復活節假期，餘興未盡，不久又到佛教釋迦牟尼的誕
辰紀念日。無論你是否教徒都能享受假期，太幸運了。
坊間有句俗語：「鹹魚翻生」。其實箇中意思是表示從壞到好，復
活了。就以近期而言，投資市場中人，特別是在樓市及股市中人都期
望市場轉運，更希望「鹹魚翻生」復活好運來。果然，近期環球及包
括美國、中國內地及香港等地不斷傳來利好的消息，樓市和股市的確
有起色，投資者比較大膽重返市場入市了。不過，市場中人甚為敏
感，信心仍然不足，因此好淡波幅確實仍令人忐忑。
人的情緒常因市勢好壞而影響。搵錢是否能夠得好運，搵到錢並不

是最重要，還有很重要的是處境是否安全，確也對人的情緒有影響。
香港回歸祖國21年了，回歸祖國懷抱，令香港增加無限信心，確比
起之前在殖民地的香港生活是安心多了。香港特區政府在「一國兩
制」的保障下，有較完善體制法律，引導市民凝聚「一國兩制」共
識。不過，仍有極小部分人對祖國認識不深，甚至直到今天為止，仍
存有「港獨」思想。其實，港人應該維護國家安全，有一國之責，不
能受「港獨」影響，衝擊國安底線，甚至破壞法律。日前，法院對
「佔中九子」一案判決，是合法、合理的。對於國歌法立法也是必須
的。我們支持特區政府及早完成條例修訂，避免香港淪為犯罪天堂。
香港人要安居樂業，過幸福的日子，就必須首先維護「一國兩
制」，維護國家安全。港人要參與，肩負國民責任。香港各界同胞共
迎國家安全教育日，關注國民教育是很必要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研討會上發表重要而有教育意義的講話，使
受眾獲益良多，上了一堂愛國主義教育課。在研討會中發表講話的
還有特首林鄭月娥、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和世界衛生組織前
總幹事陳馮富珍等，十分有益又有用。鄧中華指出衝擊國安底線零
容忍。而陳馮富珍談到維護衛生安全，提高應急力，完善系統，亦
應是全民參與。有關防疫爆發，更應加強國際合作。國民期望社會
發達，安居樂業。官民應合作，共同維護之。

復活好運來

最近分別陪伴年
紀老邁的父母回他

們的家鄉，看到老人緬懷兒時故里
的情意，別有一番感受。同行移民
了外國的妹妹，她們的鄉情卻是在
香港。
父親快94歲了，16歲離開家鄉開

平謀生，雖經常回鄉，但每次返抵
祖屋，他都表現得興奮莫名。赤坎
已被列為古鎮，不少後人雖把祖屋
重建成設備現代化的樓房，但村內
的房屋規劃和高度傳統上皆有限
制，大家都很守規矩，放眼仍是青
山翠瓦一片寧靜。父家的祖屋保留
着基本的面貌，祖父輩兄弟的後人
仍住着。屋前的水池已沒養魚，細
時在門前走動的肥豬與小雞也沒有
了，取代的是泊了幾輛進口房車。
幼時回鄉那乘船轉車一整天顛簸的
辛苦仍歷歷在目，今
天我們已是包車從香
港的家直接到達祖屋
門前，舒舒服服的3、
4小時。一如以往，我
們幾個子孫陪父親到
他有份出資重建的小
學走一轉，在祠堂和

路亭邊聽他講家族史。父親只想在
還可以走動之時爭取時間回鄉。
母親快86歲，十多歲從惠陽澳頭

的家鄉來港。今天已沒有任何親戚
留下來。祖屋位於一石台上，原屋
外壁已拆卸重建為簡單的四屋相連
平房，以低價出租了。她向我們講
述那四道門分別屬於四房人，所有
舅父都移居香港或美國，離世的離
世，後人也沒興趣回來。今次陪母
親回來並非探親，而是憶地，我們
都只能住在酒店，探望母親的小學
同學和朋友。
心想，有天父母親離去，我們這一

代人是不會再回鄉的吧。分別移民加
拿大和德國的妹妹經常回港探望父
母，他們的子女只知道香港是母親的
「家鄉」，這裡有着她們許多親友和
年輕時的回憶，有着他們不確實感受

到的鄉情，猶如我
們對父母那份鄉情
的陌生。家鄉話我
們都講不了，下一
代人則是粵語英語
夾雜，隨着一個家
族向外發展，最初
的語言也斷層了。

鄉情

攝影家謝光輝，有好多年
與我同事，本來他是內地某

畫報的攝影記者，老闆認識他，並且欣賞他的
攝影水準，把他調來工作。
與他同事，我發現他很好學。內地攝影記者

只管攝影，但香港不同，除了攝影，還要兼顧
文字。有些人便叫苦連天，但他不是，他對文
字投以熱情擁抱，不時跑到我這裡，真心請
益，我感動於他的好學精神，鼓勵他以自己的
眼光去寫東西。以他在攝影界的成就，本來已
經可以揚名立萬，但他不滿足於既有成績，顯
示不斷進取的精神。其實，文學和藝術，是共
通的，或者是具互補作用，多方面的進修，的
確有促進作用。事實上他的文字也大有進境，
我以為有了攝影眼，獨特的觀察角度，再加上
努力，他寫起文章來，自有一番發光的風采。
他的攝影角度特別，尤其是街頭人像，甚有

個人風格。尤其是在香港街拍，他說︰「港島
人口稠密，最好的風景是人，人過馬路，小步
疾走，目不斜視，徑直走去；那些煙癮上來的
人，站在路邊垃圾桶旁抽煙，女人抽煙的姿態
比男人優雅老練。你看她一眼，她不客氣地回
看你一眼。這樣的城市，是很適合街拍的。」

這可以說是他的觀察能力，也是攝影心得，實
際上，他也真是如此身體力行。
2007年和2008年，他兩次在法國北部城市里
爾舉辦攝影展，一次是《相遇》，反映中國改革
開放三十年的生活變化；一次是《一個中國人眼
中的法國》。他以微笑代替語言，贏得了當地人
們的友情，拍下了極具當地風情的照片。早在很
多年前，他就幾乎走遍中國各地，拍了許多具有
特色的照片，贏得了攝影家名聲。一旦走出國
門，他也不負所望，拍出很有特色的相片。問起
對香港攝影界的看法，他認為技巧都很成熟，拍
得都很漂亮，沙龍化。但他還是覺得太注重技
術，比較缺乏個性，不能突出自己的特色。
那一年我去杭州參加會議，和他聯絡，他立即

駕着車，到酒店找我。他帶我去兜風，並且請我
吃早餐，中午又帶我去山村吃農家菜，喝龍井
茶，沿途他還拍了一些照片，相機是他隨身攜帶的
工具。在香港，他也曾經為我抓拍，頗為生動。
回想起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那一天，
全球七千多名記者空降而來，而有入場券的記
者數目有限，謝光輝抽到了。能夠獲得現場拍
攝這個歷史時刻的機會，他自然非常興奮。同
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題材，大家各自拍

攝，就好像一場同場同題考試，其結果如何，
媒體發佈出來，相互比較，一目了然。所以對
於如何能夠搶佔有利位置，便成為他事先考慮
的問題。香港回歸官方儀式是在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擧行，會場不小，主席台和記者席相隔七
八十米。為了把主席台上的人物拍得清晰，欲
工其事，必先利其器，當時最新款的相機功能
當然必不可少，除此之外，還必須搶佔有利位
置，他很早就跑到會展中心門口，不料已經有
七八個高大的西方媒體記者在等候。
晚上7點，開閘安檢，接着便是長達數百米的

安全區域，成了記者狂奔的賽跑場，不容有失，
他跑到前三名，搶到前排中間位置，儀式開始，
拍照聲不絕於耳，但他沒有被周圍環境影響，為
了不會在關鍵時刻沒有膠片而錯失良機，牢記每
筒膠卷最多拍三十張，他仔細觀察，對焦精準。
當江澤民與查理斯握手前一刻，將握而未握之際
的瞬間，他按下快門。這張照片後來發佈了，被
行家公認為最佳的回歸照片，後來還被選入由德
國Taschen出版、以英、法、德、日等六種語言
全球發行的《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被倫敦
《星期日泰晤士報》評為年度最佳攝影畫冊。有
多少人會想到他為此，為拍照所付出的心血？

攝影家謝光輝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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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櫻花美

心
窗
常
開

心
窗
常
開潘金英潘金英

春暖花香，歲稔時
康。去年四月中旬，我
們單位組織員工外出旅
遊。通過民意測試，領

導拍板，我們一行20餘人隨着單位的專車
直奔青島中山公園。中山公園的櫻花，樹
型高大，花色繁多，已然形成了聞名遐邇
的660米「櫻花長廊」。最美人間四月天，
此刻，園內數以萬計的單瓣櫻和複瓣櫻，
正是花開滿枝，重重疊疊，雲興霞蔚。如
此好花，不賞何為？我們下了車，急急忙
忙走進了如夢似幻的童話世界。
櫻花有早櫻和晚櫻之分。錯開了時間，
遊客無論是早來的，還是晚到的，都能一
睹櫻花的風采。眼前的一切純真、浪漫、
唯美，花兒們你追我趕，前仆後繼，或枝
頭怒放；或葉底打苞；或隨風飄搖。在這
個美好的季節裡，令人最開心的事，莫過
於站在花瓣雨中，任憑翩翩起舞的花片兒
落在髮梢，落在衣領，落在腳下……
一說起櫻花，人們很快想到它是日本的
國花。的確，櫻花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
從一首日本民歌就可看出端倪。「櫻花
啊，櫻花啊，暮春時節天將曉，霞光照眼
花英笑。萬里長空白雲起，美麗芬芳任風
飄。去看花，去看花，看花要趁早。櫻花
啊，櫻花啊，陽春三月晴空下，一望無際
是櫻花。如霞似雲花爛漫，芳香飄蕩美如
畫。快來呀，快來呀，一同去賞花。」
我的女朋友阿梅，幾年前和老公去日本

度蜜月，恰恰趕上了日本櫻花季。阿梅和
老公坐在富士山周邊的櫻花樹下，甜蜜對
視，快樂就餐。舉目四望時，只見濃情花
海，遮天蔽日。千嬌百媚的日本櫻花強烈
震撼了她的心靈。回國後，阿梅意猶未
盡，又專門去北京玉淵潭公園尋覓芳蹤。
我對她說，你何必捨近求遠，省內的櫻花
難道不是櫻花？在我的傾情推薦下，她驅
車去了青島中山公園，一下子又被中山公
園的櫻花迷住了。阿梅追本溯源，了解一

些歷史知識。有關中山公園的前世今生，
阿梅在我面前充當起了解說員。
原來，青島中山公園的櫻花，有着複雜
的身世。1898年，德國強佔青島，將一個
叫會前村的漁村，改造成一處植物試驗
場。德國園林管理者大量引種各地花木，
其中就有日本櫻花樹。1914年，日本侵略
者攻城略地，又進一步在中山公園廣種櫻
花。也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這些樹齡古
老的櫻花樹，絕大多數是入侵者的「勞動
成果」和「智慧結晶」。好在，花兒帶給
我們的只是美感，它永遠不會肆意傷害人
類。人們鄙夷強盜行徑，並沒有波及無辜
的櫻花。周恩來總理曾把櫻花稱為「中日
友誼之花」。1973年，中日建交不久，日
本友人贈送給周恩來總理一批福島櫻。總
理轉贈了部分櫻花樹株給武漢大學。如
今，武漢大學櫻花的知名度甚至超越了青
島中山公園。每年春天，有關武大櫻花的
諸多話題都會登上今日頭條。
在青島賞櫻，因為時間關係，來不及細
細觀察，即使再度重逢，我也叫不出那些
櫻花們的具體名字。我居住的小區花壇
裡，有一種粉紅色複瓣櫻花樹，樹上掛着牌
子，叫「普賢象櫻」。起初，我並不知道
這個名字有什麼來頭。上禮拜六，我去市
場買菜回來，經過普賢象櫻專區，瞬間被
那滿樹「紅雲」抓睛了。我順手摘了幾朵
櫻花，想用它們的花瓣點綴一道菜品。我
把花瓣扯下來，徒留花梗托着花蕊。沒有
花瓣的護佑，花蕊一覽無餘。我家孩子指
着花蕊中突起的兩根綠色細圓柱問我，
媽，你看這兩柱子，像不像兩根象牙？我
恍然大悟：普賢菩薩騎象的形象深入人
心，人們推此即彼，才有了這個蘊含美好
寓意的命名。
網上消息說，韓國人認為日本的櫻花是
由韓國傳到日本的。韓國人本來不怎麼熱
愛貼着日本標籤的櫻花，自從有了本源
說，他們對待櫻花的態度有了極大轉變。

櫻花，在韓國被廣泛栽培在各個區域，儼
然又是一個「櫻花之國」。可是，廣大網
友們並不承認韓國人這一言論，一致認為
中國才是櫻花的母國。
中國是櫻花起源地並不是空穴來風。日
本流傳着一本櫻花專著，叫《櫻大鑒》。
據本書記載，櫻花，是從中國唐朝時的喜
馬拉雅山脈地域傳入日本。櫻花傳到日本
之後，日本人經過雜交改良，培育出若干
櫻花的新品種。新上市的櫻花，花期很
短，有「櫻花七日」的說法。日本人喜愛
櫻花，他們認為人生短暫，活着就要像櫻
花一樣轟轟烈烈，無怨無悔。日本人對櫻
花情有獨鍾，在不斷發展壯大中，形成了
富有特色的櫻花文化。
日本櫻花的品種齊全，名頭響亮，這一

點不容置疑。但是，櫻花絕非日本獨有。
作為真正的櫻花原產國，我們需要做到有
史可尋，有據可依。經過了幾千年歷史變
遷和物種進化，如今，在中國廣袤無垠的
大地上，是否還存在着本土的櫻花品種？
2017年，雲南大理鶴慶縣園林管理局的

工作人員，在對本地鄉土樹種進行調查的
時候，一棵開玫瑰紅花的櫻花樹，引起了
他們的關注。當地人把這棵園林花樹，叫
做「小陽春」。這棵「小陽春」與常見的
櫻花樹存在許多不同之處。為此，鶴慶縣
園林管理局諮詢了不少園林專家。
同年12月，雲南植物學家羅季傑老人帶領
他的團隊，集體確認了這棵「小陽春」是土
生土長的中國櫻花品種，並命名為「雲南紅
櫻」。雲南紅櫻，具有樹形優美豐滿、花朵
數量極多、花色艷麗顯眼、花期長、耐寒
冷、抗病蟲能力強等優點。 雲南紅櫻花，
開放在年前年後，是吉祥的「跨年花」。
它的花期與日本冬櫻花基本一致，區別在於
花朵，冬櫻花的花瓣為單瓣，雲南紅櫻花是
複瓣。如果植物學家們肯下功夫，把「小陽
春」積極改良，發揚光大，一定會衍生出萬
萬千千的「大陽春」來。

■父親的家鄉開平。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