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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修例風波，讓所有人都失去
了對香港局勢的判斷力。特區政府
進退失據，建制派完全沒有了方向
感。反對派呢？種種跡象表明，他
們其實也沒料到「勝利」會來得如
此猛烈。各持份者見步行步，社會
如驚馬脫韁，徒然耗費着治理成
本。
修例風波作為香港回歸以來面臨

的最嚴峻挑戰，起因並不是青年問
題，但年輕人是運動的主體，對青
年一代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特
區政府不只是被迫中止了立法程
序，而且管治權威盡失，無論做什
麼說什麼，再無法得到年輕人的認
可。反修例與反送中被直接掛鈎，
導致年輕一代對內地體制愈發不信
任，對國家的牴觸情緒進一步加
劇。特區政府和中央權威不斷受到
侵蝕，年輕的抗爭者食髓知味，對
現存秩序的破壞變得肆無忌憚。進
而，反對派通過區議會選舉，在高
達七成投票率的授權下，一大批年
輕政治素人控制區議會運作，將其
作為實踐價值理念的現實平台。社
會全面政治化，嚴重威脅着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經濟城市的
根基。
一直以來，香港以良好管治著稱

於世，香港警察則被譽為專業性最
強的紀律部隊。然而，修例風波持
續大半年，局勢屢屢失控，彷彿老
房子着火，把昔日的冠冕堂皇燒得
乾乾淨淨。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
分析這場運動及其根源，我們分明
看到了社會的種種失衡。
從政府管治看，建制失去了公民

社會。香港社會的運作不僅體現在
「小政府、大市場」上，而且存在
一個非常發達且國際化的公民社
會。線上線下，各種社團群組十分
活躍，而特區政府墨守成規，缺乏
與公民社會有效互動。近年來的社
會運動，從關注某個議題到發酵成
微型政治組織然後爆發，周期非常
短，可能都來不及察覺，人群就已
經上街了。建制派無條件支持政
府，結果被綑綁在一起脫離公民社
會。傳統青年團體作為建制的一部
分，也與基層民眾、與主流青年、
與現實社會問題脫節，小圈子現象
突出，自娛自樂。
從族群關係看，社會失去了包容

性。香港本是一個移民社會，族群
和而不同，包容共濟，是其傳統優
勢。可是，近十年來，情況正在起
變化。不同族群的青年人相互隔
膜，自說自話，有愈演愈烈之勢。
新港青年很難融入本地圈子，也自
認為有國際視野，對部分本地青年
中存在的本土保護主義意識不以為
然。本地青年則認為新港青年來港
搶學位、搶工作、搶資源，將生活
競爭壓力歸咎於他們。
這兩類青年互不買賬，甚至相互

攻擊，未能在建設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等重大問題上形成合力。
近年來香港社會的種種撕裂，包括
黃、藍陣營的尖銳對立，其實都是
這種缺乏包容的社會環境滋生的毒
瘤。
從經濟結構看，勞動力市場失去

了上升通道。香港產業結構固化，
地產和金融業高度壟斷，所能創造
的優質就業崗位卻極為有限，大量
就業人口沉積在低端服務業。基層
青年對現狀感到無奈、迷惘和憤
怒，且難以向上流動。他們認為自
己是被這個體制拋棄的人，對在現
有體制中找出路不抱希望。要知
道，最可怕的不是貧窮，而是絕
望。職業上升通道淤塞，還加速了
中產階層的分化，大部分人的收入
呈隱性下降趨勢，安全感降低。
香港理工大學講師鄒崇銘撰文指

出：我們的城市愈來愈專注於金
融，那是單一最賺錢的行業。若要
讓更多人同時賺快錢，我們則選擇
了旅遊業，特別是專門接待內地旅
客的旅遊業。因此，我們的社區和
街道可以什麼也沒有，彷彿只需要
有金舖、藥房和電器舖便足夠。自
從2003年沙士後內地開放港澳個人
遊，十七年來我們一直財源滾滾，
換來的則是經濟和產業結構急劇單
一化。若遇風吹草動，駕輕就熟的
謀生之道便異常脆弱。
香港彈丸之地，有數所世界知名

大學。不加細想，會以為香港的勞
動力市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一定很
高。其實不然。全港每年中學畢業
生大約八萬人，政府資助大學的本
科學額卻不到兩萬。香港名牌大學
的知名度，主要是靠研究生打出來
的。
研究生多為外籍學生，尤以內地

生為主。入讀政府資助大學的兩成
多本地學生，萬千寵愛集於一身，
精英意識爆棚，滋生出某種政治浪
漫主義。其餘近八成的年輕人，通
過各種職業培訓學校，甚至中小學
直接輟學，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
的個人素質和社會職業結構，限制
了事業發展空間。加之香港輿論生
態很不正常，煽動反政府、把人生
不如意歸咎於社會的多，鼓勵努力
奮鬥、自己對自己人生負責的少。
怨懟的乾柴不斷積聚，只差一粒火
星去點燃。
更有甚者，以繁華見稱的香港，

五光十色之下，還存在另一種現
實：由寮屋、劏房、籠屋、棺材
房、樓梯底、天台屋、閣仔等等組
成的世界，隱藏了二十萬未能分享
社會發展成果的邊緣人群。城市的
璀璨，終究沒有照進他們的家中，
如果這也能稱作「家」的話——區
區千呎單位，密密麻麻擺滿三層鐵
籠，住了二百多人，滿屋子的汗味
和煙草味，混雜着老房子特有的霉
變味道。還有四口之家擠住在四十
呎的劏房裡，一張雙層架子床佔據
了大部分空間，全家吃飯和孩子寫
作業都在床上，灶台與馬桶緊挨
着。在這樣的地方，奢談隱私和尊
嚴是殘酷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
些生於斯長於斯的年輕人，被千兒
八百塊錢收買上街鬧事，我最深切
的感受不是痛恨，而是痛心。
互聯網加劇了這種失衡。作為互

聯網時代的原住民，很多年輕人生
活在網絡世界裡。他們習慣於隔着
電子屏幕與人交流，對現實交往反
而冷漠。獲取信息碎片化，發表意
見情緒化，言行偏激，卻受到朋輩
的加持和鼓動。於是，在互聯網對
傳統秩序的解構過程中，少數精英
的政治浪漫主義，遭遇了廣大基層
青年對前途的失望情緒，混合成一
種扭曲的青春躁動。別有用心者將
其作為借口和人質，致使整個香港
被要挾，被「攬炒」。己亥之夏，
赤日炎炎，邊島亂局終以毫無理性
的態勢蔓延。

漫卷黃雲一念間
風生水起舞蹁躚
等閒天下興亡事
不問蒼生不問天

春天，是一年裡最令人嚮往和鍾愛的
季節。大自然把地球上的每一年，分解
為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反覆循
環，周而復始，形成了不可更改的鐵
律。渺小的人類絕無能力抗衡，只能順
從和臣服，年年忍受酷暑和隆冬的折
磨。
一年四季中，春天最吸引人。人們在
嚴冬裡煎熬了好幾個月，急切地需要煦
陽和暖風，來紓解在長期冰封雪蓋壓抑
下蓄積的嚴重寒氣，重新放飛溫馨的生
活和快樂的心緒。所以，一聽說春天來
了，人人都會歡呼雀躍、心花怒放。
詩人是一群感情極為豐富的才子，他
們對春天到來更為敏感，都會用自己的
生花妙筆，寫下讚美春天的美麗動人詩
篇。自古至今，日積月累，描寫春天的
詩歌汗牛充棟，堆積如山，已經無法用
數字來計量。春詩雖多，也不會逃脫優
勝劣汰的法則，其中絕大部分，隨着歲
月的流逝而自然湮滅。只有極少數精品
佳構，才會綿延到今天。
讚春和頌春，是古今春詩的主旋律。
試拈幾題：杜甫的《春夜喜雨》，白居
易的《錢塘湖春行》，朱熹的《春
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賀知章
的《詠柳》等等，都是流傳千古、耳熟
能詳、膾炙人口的詠春詩經典之作、難
忘之作。詩人們用極為高超和稔熟的技
巧，短短幾十字，就為我們精妙地描繪
了春天的美景，寄寓了對春天來到超級
喜悅的歡愉心情。這些佳作幾乎人人知
曉，不在這裡饒舌了。元人白樸一首天
淨沙詞《春》寫得十分精彩：「春山暖
日和風，闌干樓閣簾櫳，楊柳鞦韆院
中。啼鶯舞燕，小橋流水飛紅。」這首
詞寫得真美，遠看山、日、風，近觀小
橋、鞦韆、簾櫳，更兼有鶯啼燕舞，在
動與靜、遠與近、聲與色之間，處處透
露出盎然的春意，恰似一幅惠風和暢、
春光明媚的中國水墨風景畫，令人心

醉。蘇軾的《惠崇春江晚景》只有28個
字：「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
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初上
時。」這首詩是東坡為惠崇和尚《春江
晚景》（也有一說是「曉景」）圖題畫
之作，有初春新發的植物，和早春活躍
的動物，構成一幅江南水鄉的春江美
景，叫人神往。「春江水暖鴨先知」，
已成絕代佳句，也成了觀察春天到來的
風向標，可見詩人觀察事物多麼細緻入
微、精準無誤。
以上春詩，以描摹春天美景的藝術手

段，形象生動地抒發了詩人們盼春、愛
春、讚春、歡春的真摯感情，從而深深
地熏染了千千萬萬的歷代讀者。
還有一些春詩，不僅是詩人對自然界

春天的頌揚，同時融入了作者的政治觀
念和個人命運，更有思想深度。陸游有
一首《臨安春雨初霽》云：「世味年來
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
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
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塵
嘆，猶及清明可到家。」詩中「小樓一
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聯，精
妙地直接寫出江南春天雨景，成傳世佳
句；但詩中主旨，卻在揭示臨安（今杭
州）官場腐敗、人情險惡，表達了詩人
對這種政治環境的厭煩和不屑，烘托出
放翁憂國愛民的高尚品格。清人丘逢甲
的七絕《春愁》詩寫道：「春愁難遣強
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
哭，去年今日割台灣。」丘逢甲是晚清
愛國抗日志士，也是一位憂國憂民詩
人，直接參加過抗擊侵台倭寇的戰鬥。
1895年，清朝政府與日寇簽訂喪權辱國
的《馬關條約》，將祖國寶島割讓給日
寇，激起全國人民強烈抗議。丘逢甲這
首詩，藉春愁為題，實際上是對清朝腐
敗政府向日寇屈膝割讓寶島台灣表示極
為憤懣不滿，反映了作者的愛國精神。
顯然，這首春詩的政治含義，越出了描

寫春景的狹小範圍，具有更高的思想價
值和人文維度。
在描寫春天的詩歌名句裡，毛澤東的

《送瘟神》是巔峰之作。此詩不是全詩
涉春之作，但其中兩句「春風楊柳萬千
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卻是點睛之句。
毛主席熱愛關懷全中國各族人民，充分
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把全民的安康幸
福、生老病死時刻牽掛在心。血吸蟲病
是舊社會遺留給新中國的嚴重瘟病，奪
走了許多人的生命。毛主席在1955年發
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
召，指揮全國抗疫大軍投入消滅血吸蟲
病的艱苦鬥爭，很快取得巨大成效。
1958年，當這種瘟疫在江西余江被消滅
時，他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深情滿懷
地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兩句，以春風和楊柳起興，真誠歌頌全
國人民都是堯舜聖賢，都是國家的棟樑
之材和砥柱中流。這樣，就把中國春詩
春句的思想與藝術境界，都提升到了前
無古人的空前高度，成為中國春詩春句
的領航之作、扛鼎之作。
今天在抗擊新冠肺炎最前線視死如

歸、頑強搏鬥的白衣戰士，和為抗疫驅
瘟共同戰鬥的全國人民，都是毛主席盛
讚過的堯舜賢良。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十
三億的堯舜，新冠疫魔的命運，必然是
「紙船明燭照天燒」。今後還會發生的
各種各樣新的瘟疫，同樣會遭此覆滅下
場。我們堅信，打贏這場人民戰爭，徹
底撲滅新冠肺炎病毒之後，我們一定會
迎來「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為
橋」的美好前景，全國人民能夠健康地
奮發地建設自己春天般的幸福生活。

知道《白鯨記》這部書，是在上世紀五
十年代看了金庸兩篇文章：一、《無比
敵》有什麼意義？二、《無比敵》有什麼
好處？這兩文俱收入金庸與兩位好友梁羽
生、百劍堂主合著的《三劍樓隨筆》。那
時，《白鯨記》還沒有中譯本，金庸看的
應是英文原著。他當時寫這兩文的背景，
是改編自這書的電影《無比敵》正在香港
上演。
書的原名是《Moby Dick》，作者是赫爾曼

．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1819-1891)。後
來的幾部中譯本，書名分別譯為《白鯨記》、
《白鯨》，沒有一部是譯為《無比敵》的。
《無比敵》既是音譯又是意譯，那條如山般的
大白鯨真是匹勇無敵，最後摧毀了整條捕鯨船
和船上的人，只剩下一位倖存者，歸來述說這
悲慘而悲壯的故事。
金庸承認，這部小說在世界文學中地位很
高，在美國，尤其是數一數二之作。英國著

名小說家毛姆列舉古往今來他認為最偉大的
小說時，把《無比敵》列為「九大」之一。
可見它在文學家、批評家中的地位。金庸雖
說毛姆的極度推崇未必正確，但是部巨作，
則不容懷疑。金庸在文章中問：「無比敵到
底有什麼意義？它象徵什麼？主題是什
麼？」
百多年以來，研究《無比敵》的學者不

少，但有見地的卻不多，有指船長阿哈用鯨
骨做的假腿，是象徵男性的心雄志大而身體
上的無能為力；有說白鯨象徵「專制的父
母」，船長的憎恨，是人類潛意識對父權的
反抗。又指船長是象徵虔誠、熱心的人類，
白鯨則是象徵宇宙間的大秘密，船長追逐白
鯨，是人類孜孜不倦探索天地間的奧秘。有
指白鯨為惡，船長是善，善惡之間的爭鬥
「善敗惡勝」。……這種種的說法，我看了
不禁啞然。一部小說的誕生，總有不少的解
讀、解說，和尋求箇中的意義。毛姆站在小
說家的立場上，斬釘截鐵地說：這只是一部
動人的小說，作者根本不準備提出什麼主
題、寓意，一切的解釋都是牽強附會。這說
法，頗合我意。
不過，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讀者眼中，應

分別有不同的意會和感想。《白鯨記》是部
冒險小說？是部追求驚險刺激的小說？是部
英雄主義小說？是部復仇小說？是部海洋小
說？
這種種問題的提出，都有道理，都可用來

詮釋《白鯨記》。就個人而言，這部作品的
主題，不外是兩個字：復仇。由這主題的引
出，船長的偏執性格，船長的癡心只有一
個，就是要找出：吃掉他一條腿的大白鯨，
要將牠殺掉！可惜，船長這種為憎恨而復仇
的性格，連累了一眾船員為他陪葬。這是個
悲劇故事，至於船長是否一個「悲劇英
雄」，那還要讀者的判斷。
無可否認，《白鯨記》是部「好」小說，

其「好」在哪？各家自有評說，正如我們看
山看水，各人感受俱不同，俱有感悟，一部
小說亦作如是觀。

如果「有單嘢」（有個行動或計劃）失敗了，廣
東人會說「嗰單嘢Round咗」，當中的「Round」
只是個借音詞，正確的讀音是「橫4-1」；指「壞了
事」——不濟、事敗，「垮掉」——計劃或承諾不
能實現，有廣東話「唔得惦」的意味。
上世紀三十年代，自動式打火機傳入中國，最有
名的品牌要算美國製造的「Ronson」，「朗臣」是
其譯名。當年擁有一部「朗臣」是身份的象徵；人
們會給「冒牌」的、「雜嘜」的（知名度低的「嘜
頭」，「嘜」取自「Trademark」（商標）中
「mark」的發音）或「易死火」的一個戲稱——
「Roundson/Round臣」（「臣」讀「臣4-2」）。
如有公司業務不濟，亦即步入「Round」的處境，
此時這間公司可被視為「Round Round公司」。用
上疊詞「Round Round」，筆者認為這令讀時顯得
較易上口；又或可能是受「新新公司」這家在上世
紀初聞名全國的上海百貨公司的名稱所影響（齊名
的還有最後遷港營業的「先施」和「永安」）。久
而久之，人們也把「Round咗」說成「Round臣」
或「Round Round公司」了。
示例1：
A：喂，嗰單嘢傾成點呀？睇你家個死款，梗係
「Round咗/Round臣」喇！
B： 我 已 經 講 到 牙 血 都 流 埋 㗎 嚹 ， 最 終 都 係
「Round Round 公司」，唉！
廣東人會同時用一個單字「惦」來形容「成事」
和「筆直的物體」。據此，人們可把「唔掂」看成
「唔直」。「唔直」的反義是「橫」，所以「唔
掂」就是「橫」。通過調變，「橫」讀成
「waang4-1」，與英文字「Round」音近，那
「Round 」就是由「橫」演變過來的。

十幾科、科科喎；面懵懵一肚火
以上是1978年香港歌手許冠傑推出的粵語流行曲

《學生哥》中的歌詞。所謂「科科喎」，指的是與
考的十多科「全軍覆沒」；當中的「喎」，有寫成
「渦」，讀「wo5」，有事敗的意思。這樣，「喎
咗」也就是「Round咗」的另一講法。
有人認為「喎」是由「壞」通過音變而來：

壞/waai6；變調 → waai5；變韻母 → wo5
有「專家」則認為「喎」的本字是「涴/wo3」——
由染污引申作糟蹋或事敗。前者音義俱近，故有此
可能性；後者則牽強附會，應予以摒棄。
在港產的警匪片中，觀眾經常聽到匪徒口中所說
的一個詞——「黃咗」，指勾當已「穿煲」（敗
露），意味着原先計劃不能進行。
示例2：
馬仔（手下）：大佬，喺咪通知咗陳老總陣間去金
山郊野公園交贖金呀？
大佬：啱啱收到風話佢走咗去報警！
馬仔：咁咪即係「黃咗」！好「夠pop」（膽大）
啫，咁唔好怪我哋撕票呀吓！
一般情況下，「黃咗」是因為勾當已被「皇氣」
（「警方」；「皇」代表「香港皇家警察」）知
悉，所以有人認為「黃咗」的正寫是「皇咗」。日
常生活中，人們也用「黃咗」來形容某事情已曝
光，與「揚咗」（已被傳揚出去）意近。
示例3：
唔好以為收收埋埋就冇人知，你同婷婷玩地下情嗰
單嘢「黃咗/揚咗」喇！
書面語中，「黃」除了表示一種顏色之外，還有

「Round咗/喎咗」的意思。通過以下音變：
黃/wong4；變調 → 汪/wong1；變韻母 → waang1
黃/wong4；變調 → 往/wong5；變韻母 → wo5

我們可看出上述的「Round」和「喎」是由「黃」
演變過來的。廣東人會把「黃了」說成「黃咗」，
又多因事情曝光才「事敗」，所以「黃咗」多加了
事情曝光這個意思。
在二零一四年的「佔中」事件中，有支持者佩戴
「黃色絲帶」作飾品；其後，其反對者有樣學樣，
佩戴着「藍色絲帶」以示對立。自那時開始，人們
就叫這兩種不同政見的人士做「黃絲」和「藍
絲」，其後還出現了「黃屍」和「藍屍」的蔑稱。
不說可能不知，政治取向這回事很多時會受環境或
形勢所影響——有人會「由黃變藍」、「由藍變
黃」、「由淺黃變深藍」等等。在修例風波下，
「黃藍」的衝突比過往更為明顯，一種經營目的及
服務對象均以「黃絲」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以飲
食業為主的「黃色經濟圈」應運而生。在「黃絲」
積極的推動下，一時間，各「黃店」出現「排長
龍」——門庭如市，各「藍店」則出現「拍烏
蠅」——門可羅雀。對生意人來說，政治立場是次
要甚或不重要，最重要的莫過於「賺錢」，於是乎
有經營者「由白變黃」，甚或「由藍變黃」；人們
就形容這種「忽然轉向」做「黃咗」，坊間也流傳
一句「今日你黃咗未？」——有否在這大好形勢下
「分一杯羹」？說來語帶譏諷。

■黃仲鳴

《無比敵》這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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