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香港教案！

地球憂思錄
上周，小狸寫了
一篇《燃燒的北
極》，很多朋友看

了感到十分震驚。不是這個標題讓人震
驚，而是那遙遠而又切近的地球變暖，
禁不住令人寒意頓生而有憂思種種。
首先，北極在燃燒，今天的南極也
並非安然如昔。據研究，科學家們警
示說，從1979年到2017年，南極冰川
融化已經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1.4厘米
以上；而最遲到2100年，海平面很可
能上升1.8米——那時候，世界上將有
很多繁華的沿海城市被淹沒。
還是回說北極。北極不同於南極，
它是有主權的。南極則適用於聯合國
制訂的《南極條約》，僅用於和平目
的，全世界各國都享有在南極地區進
行科學考察的自由。而在北極，位在
北極圈內的太平洋沿岸國家挪威、俄
羅斯、美國、加拿大、丹麥和芬蘭、
瑞士、冰島都在其中擁有部分領土。
隨着氣候變暖，海冰融化，北極的主
要航道可通行的時間及便捷度也必將
大為改觀，這必將重塑其地緣政治格
局，例如俄羅斯很可能會從傳統上的
陸地國家轉變為一個海洋國家，因為
它終於可以通過北極的東北航道直抵
歐洲、大西洋和亞洲口岸了。當然，
這不一定是壞事，但也很可能會給全
球的交通與物流造成並未可知的複雜
影響。起碼可知的是，如果郵輪發生
洩漏事故，北極的野生動物必將遭受
滅頂之災；而增多航運的噪音種種也

必將對海豚等海洋生物造成一定的傷
害。更何況，隨着海冰融化讓太平洋
和大西洋的聯繫更加緊密，一些外來
物種也肯定會隨船而光臨北極，而氣
溫升高很可能會使這些物種大量存活
並繁衍，屆時北極圈的生態結構也會
有巨大變化。另外，北極地區尚探有
大量石油與天然氣，這些「財富」將
會「鹿死誰手」？
第三，隨着氣候變暖，愈來愈多的

醫學專家都在發出愈來愈強烈的警
示：這很可能引發更多「我們現在還
不知道」的疾病。例如有一種可怕的
「耳念珠菌」已於2009年在日本被發
現。它可導致血液、傷口及耳部的致
命傳播，更可怕的是，它可在醫院等
醫療保健環境中的個人之間傳播，也
能在被污染的表面接觸皮膚時傳播。
一些科學家們經研究後認為，這種

「耳念珠菌」作為一種人類病原體出
現，其神秘之處在於，它大約同時出現
於三個不同的大洲，而且這三種分離株
在基因上都很遙遠。這意味着距離遙
遠的地方顯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誘因。
那麼，這些共同的誘因只能來源於只有
一個地球上的氣候變暖。是的，可怕的
「耳念珠菌」現在已經開始感染人類，
因為它肯定適應了更溫暖的地球，從
而能夠在人體溫度下生存。
試問：我們能在燃燒的北極、在危

險的南極以及在可怕的「耳念珠菌」
中生存嗎？
憂思種種，不一而足。

六七月香港的連場暴
動，又令筆者想起「我

的朋友查良鏞」！讀者或會感到奇
怪，難道潘國森研究「金庸學」已走
火入魔、精神錯亂？非也！金庸小說
讀者眾多，查大俠介紹些中國文化小
知識，都會成為數以億計讀者的常
識。我們讀《射鵰英雄傳》見有「天
罡北斗陣」，會學懂北斗七星和北極
星的關係。筆者今回想到「小查詩
人」的祖父查文清（一八四九年至一
九二三年），小查在祖父過世後一年
出生，所以沒有實際交集。查爺爺在
小說中沒有出場，只在《連城訣》的
後記中佔些篇幅，他官至江蘇丹陽知
縣，是「丹陽教案」的主角。
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參加中學會
考，中國歷史科考得優等，卻沒有選
讀明清近代史，印象中教科書沒有怎
麼觸及清末教案。教案專指清末時期
中國境內因為基督宗教（包括羅馬天
主教和基督新教）而產生的衝突事
件。據中國官方統計，由第一次鴉片
戰爭（一八四零年）至八國聯軍之役
（一九零零年）的六十年間，共發生
了四百多起教案。平均每年六起以
上，不足兩個月就有一案！
教案經常涉及中國民眾武力衝擊教
堂，有時還殺傷傳教士和教民；另一
方面亦常發生有傳教士毆辱中國官
民。教案都以中國政府賠款道歉和懲
罰滋事者（包括官民，最重為死刑）
了結。至於清末教案發生的原因很複
雜，其中有些與今天香港實況相似，
一是「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二
是「傳教士包庇教民」、三是「宗教
習俗的爭端」。
香港基督宗教介入二零一四年非法
「佔中」以及二零一九年「小孩暴

動」（偏袒者常說示威學生都是小孩
而已），已不是什麼秘密。由六月開
始暴動，到七月大肆破壞立法會，到
七月下旬起每個周末恒常暴動，反對
派都強調要政府「特赦」暴徒，這真
有「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老套路
的痕跡。還有是由非法「佔中」前忽
然吹起的仇警辱警狂潮，就明顯有基
督宗教背後的撐腰！辱警第一炮於二
零一三年由小學教員林慧思打響，到
了今天我們還有中學教員無差別地咒
罵「黑警死全家」（黑警是暴徒對香
港警察的惡意侮辱和誣衊），這些誤
人子弟、辱警仇警的教員，據暫時不
完全的統計，竟然絕大部分都在教會
學校任教，而惡毒咒罵曝光之後，還
未見有任何一位傳教士公開譴責！我
們能不初步理解為「教民得到傳教士
包庇」嗎？
再有更令人無法理解的，是暴民在

一邊以廣府話惡意最重、挑釁最強，
解作「強姦你媽媽」的髒話辱警之
餘，又一邊高唱基督教的聖號！這代
表了什麼？教會在支持教民用髒話侮
辱警察嗎？這不是跟林慧思辱警後仍
未立時被免去教員職務如出一轍嗎？
這又是否代表，今天香港還有許多傳
教士不理解也不尊重香港廣府人的傳
統習俗，我們最忌諱被人侮辱說「強
姦你媽媽」！教會在支持和鼓勵，或
最低限度放任和包庇「無行教民」去
侮辱執法警察？
解鈴還須繫鈴人，預防教案重現，

恐怕只能由教會把關！傳教士可否停
止鼓動年輕人罔顧法紀地「爭取」
這、「爭取」那？可否呼籲教民，停
止恐嚇要「強姦警察的媽媽」？教會
學校的教員又可否停止鼓煽，甚至裹
脅學生參加非法集會和暴動？

想像力是什麼？閱讀、寫作，究竟與想像力有
什麼關係？想像如何飛翔呢？
今年香港書展邁進三十年，「我們一起悅讀的

日子2019」活動的主辦方，邀請了來自澳門、廣東佛山、台灣屏東
的學生，和近千名香港學生，同在書展現場聆聽作家的閱讀、寫作
經驗，分享想像力的重要。
這活動多年來推動閱讀風氣、培育學生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青

少年學生要在現場書寫文章，其中優秀的作文會被輯錄出版成書。
青少年通過閱讀，想像到文字的境界意涵，飛翔在古今不同的時空
上，確是一種可貴的能力。
往年上海的殷健靈和秦文君、戴縈裊母女作家，曾分享閱讀、寫作
經驗，今年請來的上海作家，是曾獲德國慕尼黑青少年文學獎、陳伯
吹兒童文學獎的陸梅，她以宮崎駿的經典動畫《千與千尋》為例，和
現場青少年朋友，分享想像力的飛翔：「想像力可喚醒我們捕獲快樂
的能力，可幫助我們開啟通往奇異世界的通道，可讓我們感受生命的
豐盈與喜悅……」她鼓勵青少年堅持寫作，說：「寫作文就是學會說
話，和信賴的朋友講故事……做你自己，就是最需要呵護的想像
力。」可見想像力有助成長，有助提升閱讀、寫作的能力。
而來自深圳的作家陳詩哥，他曾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冰心兒

童文學獎，被評為《兒童文學》十大青年金作家之一，在當場提問
小朋友是否喜歡喝白粥──究竟白粥與想像力，有什麼關係？
與會者不約而同大聲回答：「不喜歡！」陳詩哥便分享他創作的
經歷：原來他因為一次生病喝白米粥，胡思亂想下創作出童話《星
星小時候》呢！故事中那個煮粥的小男孩，把一鍋粥煮溢了，
「砰」的一聲巨響，米粥爆炸了！粥的泡泡隨處飛散，一粒粒米膨
脹成一顆顆星星──「宇宙就是這樣誕生了！」
看！這不就是想像力嗎？你能想像出煮的粥，竟然變化成滿天星

斗的星空嗎？想像力之所以重要，正因它可迸發出新的靈感、碰撞
出多面向的思維。
我期望這項有意義的活動持續辦下去，讓更多青少年與書結緣，

建構出重要的精神、心思和靈魂，照亮生命；同學們愛閱讀、寫
作，在閱讀中成長，讓想像飛翔，能在閱讀後結合寫作，塑造自我
生命，走向世界，活得精彩！

閱讀寫作、想像飛翔
常言道：「天

有不測風雲，人
有旦夕禍福」。

實際上，「天有不測風雲」意味着
天變無常，雖然一年四季天氣都不
一樣，現正是盛夏當頭，「大暑」
剛過，天氣十分酷熱，而今年的夏
日風雨交加是常態。特別在內地，
此時此刻暴雨降臨、山泥傾瀉、洪
水氾濫。處處有天災。雖然香港被
稱為是福地，但是今年香港的天氣
反常，就以上周來說，「韋帕」來
勢洶洶，三號風球懸掛不久便轉向
八號風球，正是在白天上班時，令
上班一族十分狼狽。八號風球「韋
帕」懸掛十個鐘，來去匆匆，但也
不算太猛烈，造成傷害不大，但是
「韋帕」為香港帶來持續不斷的暴
雨，紅雨黃雨，令交通大亂。
正所謂「人有旦夕禍福」。看

來久經歲月的人，對此深有體會。
事實上，人的禍福很多時受人為所
致。在股票市場上有「六絕、七翻
身」的老話，今年的六月，證券市
場並不算「六絕」，至於是否「七
翻身」呢？根本談不上。七月因內
外因素困擾，不但並不見「翻
身」，更有很多人在大怨是「七暴
動」。香港由於「反修例」所引起
一連串社會事件，老實說堪稱一連
串暴動事件，並不為過。大多數理
性的香港人，支持和平示威，理性
反映民意。然而，這個行動的底線

是依法、理性、和平地舉行，還要
支持「一國兩制」，不違法不動
搖，絕不能採取「不合作運動」又
或者用暴力恍如暴動般的行為，不
但損人又損己，為不少市民產生不
便不利的損害，甚至身體受傷害，
這些行為必受千夫所指。
不幸的七月已過去，八月到

來，香港人為的搗亂事件會否平息
嗎？社會上不同人士都有不同的看
法和立場。當然啦，大多數愛國愛
港、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治港、
支持警方的朋友都期望一切將過
去，換來美好的明天。事實上，我
們所看到當下的香港，社會動盪，
經濟下行，很多人從媒體上看到的
都是負面新聞，痛心疾首，不知如
何是好。香港人聽到從中央有關人
士公開對事件的立場和看法，情深
意切，強調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治
港的支持，向香港警察致以崇高敬
意，最重要的是多個堅持、支持
「一國兩制」，依基本法治港的國
策，不動搖、不改變，港人聽後信
心加強了。中央有關負責官員曾經
指出，香港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內外
反中搗亂的結果，並指明是美國的
作品。對此，作為香港人，應該有
體會領悟，好好反省檢討某些不合
作、有違法紀的行為。更要支持香
港特區政府、支持警方執法、支持
有關機構，守護香港，守護我們幸
福和平的家園！

支持警方執法

偶然站到電視旁，
看到外國有一位女

士，在自家敝大的後園廣播種子，從
不澆水剪草，也不施肥，結果繁花茂
盛枝壯葉粗，生長着各式各樣的植
物，花朵也開得分外燦爛，多年下來
就像個小樹林，美得吸引大批訪客。
大家都問她：「妳從不打理，何以有
此成績？」她的回答很簡單：「有哪
個森林需要人為照顧？植物自然有其
生存本領！」
這話令我讚嘆不已！是的，大自然
一直在適者生存的定律下發展，種子
落在合適的泥土裡自然
會發芽，為求汲收水
分，會把根伸延到有水
源的地方，有多遠就伸
至多遠；為了吸取陽光
製造葉綠素，矮小的植
物會把葉子伸展到大樹
間的隙縫，又或不斷長
高去增加空間。我在台
北的大板根森林區，看
到茂密的植物，葉子層
層疊疊繁中有序，每一
層葉所佔的角度都剛好
可以吸取陽光，沾得雨

露！這現象令我印象深刻！
在大廈林立的城市，偶爾會見到小樹

芽在堅固混凝土的小小空隙鑽出，年年
月月地以頑強的意志成長，那牢固得要
以電鑽才能開鑿的混凝土牆，有天，我
們會驚見樹芽已破土茁壯為大樹，綠葉
成蔭，長着眾多長長的氣根，又或粗壯
的樹根已伸展至對面街道！
植物有其生存本領，愈惡劣的環境求

生能力愈強，植物也明白撐不過去，就
只落得枯萎，它們不能像動物那樣可以
移動，尋找更佳的生存環境，它們沒選
擇能力，只能克服當下的挑戰。我們看

到的大樹，也就是一棵
棵成功的例子，尤其是
挺立在市區的。
這讓我想孩子的成

長，很多人都說孩子要
窮養，這話說得很對，
過於嬌生慣養的面對不
了挫敗，也難以適應多
變的環境，競爭力較
弱。孩子也自然有其生
存本領，家長宜適當地
放手，讓子女接受磨練
獨立成長，捱過的會更
懂珍惜自己所有。

向植物學養孩子

很久以前看過一部紀錄
片，叫《永恒的威尼斯》

（Venise, l'Eternelle ），是法國最有名的旅遊
節目Echappe belle其中的一期。講的是本地人
生活中的威尼斯。在這個片子裡，聖馬可廣場
依然是主角，但不是我們記憶裡遊人如織的樣
子，而是一塊水中央凸起的陸地，會在11月份
漲水期時被一層薄薄的水幕所覆蓋。行走其
上，你需要穿上一雙長長的雨靴。多數時候，
空中還會浮着濃重的霧氣，並帶着冬季才有的
冷淡味道。在這種場景中，威尼斯像是家裡沒
客人時那樣，很自在。
從廣場出發，經過小橋可以到達周圍同樣被

水泡着的房子。這些橋也喪失了移步換景的功
能，成了送奶員每日清晨五點必須越過的障
礙。節目為了展示送奶員的辛苦，還專門用了
一個特寫，拍正在一級一級上台階的腳步，並
收錄了奶箱小輪子磕到地面時發出的悶響聲。
單調而沉重，這是生活的聲音。
當然，拍本地人的生活不意味着一定要迴避

遊客。所以攝製組專門繞到背街的店舖，聽那
些倒霉的小老闆抱怨自己的生意有多差。他們
還會去採訪來威尼斯辦婚禮的外國人，由這些
外國人再找到當地策劃婚禮的婚慶公司，詢問
給外國人辦婚禮的瑣碎流程和其中發生的故
事。
總之，這部紀錄片的一切都圍繞着當地生活

展開。景致不再是景致，變成了此間的背景。
就像一場大型窺陰活動現場，節目刻意避開了
各種顯著的旅遊地標，展示了當地向遊人隱身
了的日常生活。菜市場、居民樓和樓外曬着的
被子都成了窺陰的最佳觀景台。讓人生愈深入
愈快樂的隱秘的樂趣，這種快感是生理和心理
雙重的。感謝這種快感，我們與當地迅速親
近，並愛上了它。
最喜歡看這一類民俗旅行片就是這個原因。

但最過癮的還不是看這類片子，而是看方言類
的新聞。每次出行，安頓停當，晚上躺在酒店
的床上看當地的方言節目。尤其是那些不上星
的當地電視台放出來的家長裡短，簡直妙趣橫

生。在杭州，我看《阿六頭說新聞》，在濟
南，我看《拉呱》。在無錫，我看《阿福聊
齋》。在廣州，我看《DV現場》。聽着聽不
懂的方言，看着不了解的民俗，身處異鄉的感
覺會十分強烈。這與旅行的目的最相配，因為
旅行說白了就是尋找一種不同的感覺。用另一
種生活來替代自己的生活。替代得愈徹底，人
就愈快樂。
因此，這些方言節目只有在當地看才能產生

最好的效果，一離開當地，樂趣就大為減弱
了。忽然想起有次出海時的情景。當時船上正
在播放一首音樂，是那種描述自然風光的風景
音樂，混合着海浪的聲音，覺得美極了。後來
回家再聽，只覺得粗淺而缺乏細節，算不得上
乘的藝術。但在當時當地，這音樂似乎最相
宜。想來，旅行中看方言節目和在特定場景聽
特定音樂道理相同，一切都要相配。音樂要配
合着場合，旅行要配合着當地的生活。這種生
活，有時自己未必感受得到，需要借助民俗旅
行片和本地方言節目作為導遊。

旅行與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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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卉市場，那幾棵
大型發財樹盆栽標價
360元。我覺得有點小
貴，一直沒捨得買。今

年六一兒童節那天，我又去了花卉市場。
適逢商家搞促銷活動，各種花卉八折銷
售。另有一種促銷方式：買一贈一。我問
了問心儀已久的發財樹，賣主說，買發財
樹贈送龍爪槐盆景。轉身打量那盆龍爪
槐，只見它形態適中，高矮合度。古銅色
的長方形陶瓷花盆，凹進去四個角，更顯
精巧別致。植株優美，盆亦典雅，甚合我
意。
龍爪槐作為發財樹的附庸來到我家，卻

受到了極高的禮遇。我以為盆景是不會開
花的，沒想到龍爪槐冒出了花苞，一粒粒
的，像黃色的珍珠米。等它開了花，那穗
狀槐花兒似曾相識，上網一查，才知道龍
爪槐是國槐的變種。常言道，「家裡種國
槐，好運自然來」，這不是無意中把好運
帶回家了麼？
龍爪槐，細枝彎曲下垂，樹冠豐滿圓

潤，像是一把碧綠的雨傘。由不得我不
愛。龍爪槐很潑辣，不怕雨打風吹。我無
事獻殷勤，把它從院子裡搬進了客廳。我
有一槐吐芳，勝似三槐挺秀。端起茶杯，
對槐小飲，時光悠悠，格調風流。捧讀經
書充雅士，槐香常伴讀書人。
國槐，名義上，算是龍爪槐的母族。六

月底，我們小區裡的國槐花爆開了蓓蕾。
空氣中香氣縹緲，蜜蜂翩翩而至，率先登
枝，醞釀出甜蜜的小詩。蝴蝶也來湊熱
鬧，這朵聞一聞，那朵嗅一嗅，牠們舞動
雙翅，播放着靡靡的花間詞。夏日的陽
光，如一張大網，套住了人間萬物。槐花
懶洋洋開着，一雙明眸，半睜半閉，格外
低調，相當矜持。今天開幾朵，明天開幾
朵，好像在和陽光捉迷藏。
有一天，我在小區的花壇邊上，仰着頭
看槐花。突然發現國槐的葉子打了卷，密
密麻麻的小米蟲在啃噬着，讓人心驚肉
跳。周邊幾棵也是如此。如果不治理，蟲

害就會蔓延全樹，花苞就會脫落。不見美
妙的花朵，蜜蜂會不會很失望？蝴蝶會不
會很傷心？陽光會不會很無趣？我去了物
業辦公室，怯怯地問，小區裡的國槐都得
了病蟲害，你們能治一治嗎？值班人員態
度很好，他表示很快處理此事。 過了兩
天，果然有綠化人員背着噴霧器在打農
藥。藥到病除，國槐葉子恢復了常態。我
繃着的心隨之放鬆。
前天，下了一陣急雨。天氣仍然悶熱，

我出來透透氣。花壇裡的草芙蓉開得正熱
烈奔放，大喇叭似的花朵，分明在召喚我
輩，及時觀花，且飽眼福。我為美色所
動，注視良久。忽而一陣蟬鳴，攪擾了我
的專注。循着聲音舉頭，眼前一棵國槐，
亭亭如蓋矣！側耳傾聽，蟬聲自水汪汪的
葉片裡流出。
「清蟬嘒嘒落槐花」，猛然記起唐朝詩

人許渾的這句古詩。一樹槐花，在夏日裡
做着綺麗的夢。幾聲蟬鳴，匯成珍貴的交
響樂，直擊槐花的心扉。鳴蟬不請自來，
槐花無風自落。雨洗槐花空氣新，小徑幽
幽滿地金。此刻，槐花是金蟬的銀河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蟬的原蟲，叫「知了猴」。小時候，我

們家院子裡種了十來棵國槐樹。每當傍晚時
分，「知了猴」破土而出，鑽出黑暗的土
洞，爬向未知的光明。物質困乏年代，誰人
經得起超級美味的誘惑？況且，又是手到擒
來，毫不費力。我們用手電筒照一照國槐樹
幹，憨態可掬的金蟬正老老實實趴在那裡。
拿下來，放進空罐頭瓶裡。自此，蟬命休
矣！當然，也有倖存者「金蟬脫殼」，在密
葉掩護下，高歌一曲斜陽晚。
爺爺奶奶種下這麼多國槐，是因為槐花

帶來經濟利益。槐花未開之前，它的花蕾
叫「槐米」。用鐵鈎子擰下槐米，放在毒
日頭下曬乾，可以換錢花。槐米是一味中
藥，也是一種染料。每年七月，我們村裡
都會有商人來收購槐米。當年一斤槐米，
能賣三塊錢。我們家所有的槐米，能賣一
百多塊錢。這些錢足夠我們兄妹交一年的

學費。
我們家不遠處，有一大片槐樹林。有一

年，我和小夥伴帶上竹筐和鐵鈎子去槐樹
林摘槐米。那裡的槐米真多啊！我們每個
人都滿載而歸。我採摘的槐米賣了八塊
錢。那是我平生第一筆私房錢，我情願貢
獻出來。有了花銷，大哥帶我和弟弟去了
縣城遊玩。當年的縣城，最值得一看的就
是關帝廟。關帝廟周邊那條長長的街道，
清一色的國槐樹，濃陰蔽日，直指雲天。
那年夏天，我們去關帝廟，路過此街。我
立刻被那些國槐樹上的槐花迷住了。貧窮
引導着想像，我當時是這樣想的：這麼多
槐米，得賣多少錢啊？
今年暮春，我又來到了故鄉的小城，特

意去看了那些國槐。三十多年不見，槐樹
們長高、長粗了不少。老槐樹根深葉茂，
各具特色。其中一棵，樹幹中部略微彎
曲，鼓出部分，猶如半個托盤。幾株青草
「見縫插針」，在「托盤」上隨風搖曳，
訴說着生命的豐富多彩。國槐樹上長出青
草，不算奇聞。在北京的景山公園，我見
過一棵千年唐槐。那棵唐槐主幹早已枯
萎，靠着樹皮輸送養分，維持生機。它的
樹冠繁茂如雲，儀態出眾。不知何時，樹
洞裡長出來一棵清秀怡人的小槐樹，形成
了「槐抱槐」的新奇景觀。這棵古老的國
槐樹，名列「北京十大古樹」之首。
松、柏、槐，是有名的「長壽三友」。

諺云：千年松，萬年柏，頂不上老槐樹歇
一歇。可見，國槐的壽命比松、柏更長一
些。長壽之木，必有靈性。宋代的學士
院，有一處院中院，院子裡栽植一棵老
槐，因而得名「槐廳」。有一年會試，住
在槐廳裡的學子們，個個金榜題名。一時
間，盡人皆知。以至於，後來的學子們，
都爭着去槐廳居住。
閨蜜阿梅，正在學習書法。等她學有所

成，我要向她求三個大字：槐香居。作為
一名寫作者，我希望寫出好一點的作品
來。聞弦歌而知雅意，我的龍爪槐定已獲
悉。

清蟬嘒嘒落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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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和植物一樣也天生有
生存的本領。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