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症肆虐全球體育停頓

敬畏生命
看平時口若懸河
的西方政客應對疫

情的窘態和洋相，以及罔顧平民性命
的言論，令人感到政客的偽善。但平
情而論，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新型冠
狀病毒，誰都沒有經驗，初期若有錯
失，也情有可原。中國武漢首先發現
新型冠狀病毒時，人們也大意，出現
手忙腳亂或判斷失誤，可幸，勇於接
受批評和及時糾錯，並努力善後。現
在情況總算緩和了。
相比之下，以往被視為先進國家的
歐美地區，卻「後勁凌厲」，疫情至
今未見緩和跡象。這跟其從政客到民
間都態度傲慢和優越感文化有關。初
期，他們不是嘲笑中國內地乃至香港
民眾的恐慌行為，就是諷刺中國官方
的做法，總之，就是自以為是。卻想
不到，在非人類的病毒「眼中」，人
類就是人類，不分你我和膚色，也不
理會人類的意識形態之爭。
已有人預計，歐美國家這次受病毒
重襲，元氣大傷，國際秩序會因這次
疫情而逆轉。這是難免的，值得重視
和把握機會，但不要期望大洗牌，否
則，容易因變化太大而引致戰爭，破
壞和平環境，到頭來是兩敗俱傷。
看疫情新聞，不時聽到一個個熟悉
的名人不敵病毒而倒下，雖然目前為
止，大多為年老多病者，但一樣影響

人們的情緒。在此時此刻，生命變得
格外重要，值得珍惜。
所以，無論是早期來自內地的求援

呼叫或如今來自南歐的死亡呼救，都
令人揪心。遠在香港、尚在平安中的
我們除了在心中為他們祈禱和祝福
外，能够做到的就是暫時留在家中或
以不同形式緊守工作崗位，等待疫情
過後，有助社會及早復元。
匈牙利十九世紀著名革命詩人裴多

菲（Sandor Petofi）生前寫下一首風
行世界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
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是當時一位熱血青年對壓迫者的控
訴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決心。
如今，一百七十年過去了，社會比

當年進步很多，平等雖尚待，但自由
卻是明顯的，甚至到了濫用的程度，
以致今日全球社會都好像失了控。此
次歐美疫情失控就是重要教訓──習
慣了自由自在自我，甚至自戀自私的
人們既不遵從政府和專家的勸喻，也
沒顧及他人的利益，包括不戴口罩，
不接受檢測和隔離，在隔離期間到處
亂走（播毒），就是不敬重生命的表
現，也是對自由的反諷。
疫情始終會過去，人類卻亟宜借機

好好反省：在過去一個世紀，人類是
否在追求先進的現代化進程中，有些
地方做得太過分？

疫症肆虐全球，
東京奧運已確定延
期一年到2021年7

月23日舉行，各方持份者也重新計
劃，向一年後的東京奧運出發。香港
除了運動員、體育總會、教練等，繼
續積極備戰投入訓練外，香港電視台
也需重新計劃，如何去爭取奧運電視
轉播版權。
在2017年大會叫價是7,000萬美元
包含兩屆奧運－東京奧運及巴黎奧
運的播映權，即3,500萬美元一屆，
但經過了2年多時間，香港各電視台
還在討價還價階段，因為實在太貴，
任何一個電視台購買到版權，預計也
是會虧本的；但現時受到疫症效應影
響，大會又會否減低版權費呢？當中
存在着很多變數，只期待他們能減
價，那香港市民就有大些機會欣賞到
香港運動員在奧運的拚搏。
有數據顯示，美國NBC電視台從

1988年漢城奧運至今一直擁有美國奧
運會轉播權，上次NBC以43.8億美元
購買2006年至2020年冬季及夏季奧
運轉播權，及在2014年提前與國際奧
委會續約，以77.5億美元價格購買
2014至2032年奧運電視版權，成本相
當高，而今屆東京
奧運NBC亦已經
簽下12億美元的
廣告，所以今次東
京奧運延期舉行，
一定會為NBC帶
來很大的損失。
而這次東京奧
運延期，最大受害
者當然是東京奧組
委，根據《福布
斯》等媒體估計，
直接成本增加了大

約27億美元；還未計算東京奧組委及
國際奧委會與一些商業贊助合約，因
延期而可能要賠償的數字。除了東京
奧運決定延期外，全球體育賽事也都
停頓下來，日前比利時足總宣告聯賽
提前結束，其餘歐洲五大聯賽馬上發
聲明劃清界線，認為在這個階段結束
聯賽是不切實際的，亦希望聯賽能在
疫症之後盡快重開，因為提早結束會
影響下一季所有賽程及歐聯資格等，
亦有高價電視版權轉播費的問題。
歐洲五大聯賽如果現在結束，西甲

會損失5.49億歐元轉播費，德甲損失
3.7億歐元，英超損失8.22億歐元，意
甲損失4.3億歐元，加上法甲預計損
失1.5億至2億歐元的話，那五大聯賽
合共會損失23至24億歐元轉播費。
如賽季未完而取消，也影響到轉播權
益。很多球會在疫情期間，財政已經
出現危機了，如果真的連賽事也取
消，大有可能有部分球隊會面臨破
產；就像英超已經沒有收入，還要退
回電視版權費 8.22億歐元；難怪有些
英超球隊，寧願閉門作賽也要把這個
聯賽完成。
就香港而言，所有與體育有關的工

作者，他們的工作都停了下來，所有
運動場館關閉，各項運
動教練也休息，因世界
各地運動賽事、足球聯
賽停頓，足球、籃球
NBA 等評述員也休
業。疫症期間，全社會
各行業都受到極大的影
響，體育賽事的停頓，
也只是其中之一。
現在只能期待疫症能

早日退卻，大家都安全
度過，回復正常的社會
生態。

今年春節前後，武漢
爆發新冠肺炎時，有些
朋友紛紛離港到國外避

疫；友人說︰「妳可以出去避難呀，妳有
條件走，但妳不走，就蠢啦！」我並沒有
走，我在前文曾提過「我要與這塊土地一
起呼吸，一起經歷這場疫情，並真實地寫
下它！」事實上，自1984年以來，香港
每逢歷史大事件，我從來沒有缺席
過——一個篤定地站在自己土地上的一
名親歷者。我親眼看着「東方之珠」閃耀
亞洲、傲視群倫，也親眼看着「她」日益
黯淡於維港上空。
今天是一個信息無疆界的時代，由於

人人都有手機，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世界
正在發生什麼事？新冠肺炎自武漢爆發初
期，從每個人的驚慌失措，束手無策直到
今天人人堅強抗疫的影片傳出來；從歐美
各國最初由嘲笑、謾罵、打殺等歧視亞洲
人的行徑，直至今天他們人人都戴口罩，
乖乖地學習中國一套抗瘟疫的方式——
居家隔離、戴口罩、勤洗手、不允許群眾
聚集、關閉公共場所等，同時邀請中國醫
務人員到他們的國家，教他們如何抗疫。
此時此刻，英國愛丁堡大學頒「傑出校友
獎」給鍾南山，稱
在全球對抗新冠肺
炎疫情之際，鍾南
山的貢獻卓越，獲
獎是實至名歸。
中國已從一片慌

亂中學會如何對付
瘟疫，並已從教訓
中獲得寶貴經驗，
知道如何有效控

制，反觀歐美從意大利蔓延至西班牙、英國
及至整個歐洲，現在正是美國大爆發時期，
訊息鋪天蓋地充滿恐怖肅殺！短短3個多月，
中國已成為世界各國學習如何對抗新冠肺炎
的模範國。直到4月8日，執筆之時全球確
診個案突破143萬宗，死亡個案逾8.2萬宗，
美國確診逾40萬宗，死亡12,722宗，美國
在過去的這兩周，疫情是爆炸性地上升，西
班牙確診個案140,617宗，已超越意大利
135,586宗，法國確診110,049宗，英國確診
55,940宗，英國首相病情惡化，進入了
ICU，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的表姐特雷莎
公主是第一位因此疫症去世的王室成員，菲
律賓總統甚至說︰「封城期間，違令者槍
斃。」
疫情在全球掀起了一發不可收拾的瘋

狂大燃燒，不少國家向中國求救，甚至美
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也軟化下來，
紛紛要求中國提供醫療設備及防疫技術等
等。有一種說法，他們擔心藉此次的疫
情，中國將拿到歐洲的話語權，甚至世界
的話語權；我看得出，中華民族命運的拐
點就在這裡；人的一生何嘗不是如此，
把你丟入了絕境，就是給你機會崛起，大
悲之後只要一口氣還在，挺過去了就有大

喜！
這符合了我小時

候的記憶，在那個時
候經常聽到長輩流傳
着一句話︰「19世
紀是英國人的，20
世紀是美國人的，21
世紀是中國人的天
下」，看來此話果然
不虛！

抗疫至今的思考
在突變的日子，加速了人的成長。

生命無常，親友中風入院，整個家庭
一下子忙亂起來，安定優悠的日子被

改變了，孩子在疫情兇險的情況下，每天往醫院裡
跑，照顧臥床的父親，為母親排難解憂。平日各自過
自己的日子，不懂與親戚交流，在今次事件中，學懂
了人情感恩，被照顧者擔起照顧者的責任，正如他們
的母親說，孩子一夜之間成長了。
在富裕社會長大的一代人，忙於工作，不會做飯，
不會買菜，出外用餐，外賣到會，本來一切唾手可得
的，給一場疫症全都沒收了。當一切停下了步伐，有
了時間，有了安靜，學懂了好好過日子。你看見兒子
奔走於超市買菜，媳婦又學會炮製美味的飯菜，一下
子學會生活，作為長輩莫不感到釋然，一切該可以放
下了。
我們能過上平淡日子，已是莫大的福氣；仍然有好
些家庭，連僅有的平淡也不能擁有，父母在前線醫護
搏鬥，家中老幼為他們擔驚受怕。家庭成員不需上前
線的我們，擁有安穩的日子，還忍心為社會添亂嗎？
政府推出「限聚令」，禁止4人以上的聚會，為的是
防疫情擴散，有些伯伯在樓下捉棋，惹來街坊圍觀，
有人投訴，召來警察，送上告票。伯伯不服氣，平日
的生活就此被剝奪了，孩子氣地說「難道要我呆在家
裡不成？」
話說回來，老人家呆在家裡是辛苦的。孩子各有家
庭，已顧下上父母了，疫情下親情更被隔絕。老人家
困在家裡是難過的，上網、打機、煲劇、電影、畫
畫、寫字、園藝……若沒有一瓣懂的，解悶就只能靠
「吹水」了。
所以在疫情之下，有老人家還是要呼朋喚友飲茶。

有人說，不飲茶會死麼？是的，他們不會死，但會發
瘋。當一個人沒有社交，家就是一個「囚籠」，心理
狀況在壓抑下是不平衡的。年輕人在困境中成長，因
為他們視野不斷擴大；老人家在困境中還原成「小孩
子」，還需要子女多點關心啊！

一夜間長大了

朋友說如今看到
愛情片中的接吻鏡

頭，甚至比恐怖片還震慄，前些日子
網傳南非那對新婚同志的真人接吻，
更加令她做了兩晚噩夢，三十多天新
冠肺炎新聞在腦海中不斷盤旋，看到
那四片嘴唇接觸，誰不第一時間想到
病毒，那樣的鏡頭還有什麼浪漫可
言！
同時也應重新思考接吻的衛生問題
了，就算與新冠肺炎無關，難道人體
中就無其他病菌？接吻這個愛情指定
動作，大概還是從所謂「西方文明」
開始流傳下來，洋人也許認為津液是
什麼天然補品，某些謬論還說是提高
免疫能力的殺菌劑，疫症大流行期
間，可不知還有多少情人夫妻勇於用
這個方法殺菌了，不少家長倒擔心他
們情竇初開的小兒
女，有沒有為「偉
大」的愛情作實驗？
就說盲目以自由民
主人權為傲的西方成
年人，不甘忍受新冠
肺炎打壓人權，依然
顯示大無畏民主精神
爭取個人自由堅持不
戴口罩，還會相信荷

爾蒙療法專家說接吻的興奮能令白血
球數量上升有助免疫能力嗎？
還是相信「防患於未然」五字金言

吧，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來對抗
天災而汲取生存經驗積聚出來的民間
智慧，「接吻」便是防患其中最重要
一關，我們老祖宗的情人夫妻，兩情
相悅，大不了是互相依偎，貼腮貼
臉，耳鬢廝磨，就是連賈寶玉吃胭
脂，吃的也不過是唇上薄薄的一點胭
脂，絕對不是舌頭放進對方口內糾纏
打滾，古人夫妻相敬如賓，舉案齊眉
才愛得清純衛生而雋永。
從接吻而聯想到握手，也同樣是來

自西方的禮節，今日指頭碰過按鈕都
要清洗二十秒的習慣養成之後，日後
社交那十隻手指會不會再容易伸出
來，是不是改換中式兩手打恭合十來

得自然清爽？
洋人譏笑中國婦女

紮腳不文明，可是洋
人設計的高踭鞋又何
嘗文明，而且高跟鞋
導致女性趾骨外爆的
後患，害處還甚於紮
腳，差別在洋人乖巧
在能令女性自願接受
束縛。

西方之不文明

春天到來的時候，朋友圈
紛紛在晒踏青的照片，滿目
的繁花，讓仍舊困在澳洲中

的本呆頗為羨慕。
回到鄉下安家的小弟發來信息說要趁開春改

造家裡的院子，準備把地面全部鋪上水泥，頓
時嚇了我一大跳，一想到青山綠水環繞中的農
家小院被水泥硬化後那灰撲撲的樣子，便覺得
心裡難受，趕緊回信息去勸阻，又出門拍了幾
張隔壁鄰居的小院圖片給他參考，希望他可以
把自己院子裡的泥土地留下，哪怕只在土裡種一
片萱草，幾隴青菜，也比鋪上滿院子的水泥要
好。大抵是因為在鄉村出生，我的骨子裡是一個
真正的農民，對土地充滿了尊崇與熱愛，即便是
成年後一直呆在大城市裡，卻還一直保持着在家
裡種花、種草、種菜的習慣，不能想像離開了土
地的生活。
在珀斯，我和女兒換了幾處租住的地方，有很

長的一段時間四處去看房。所看過的房子有一個
有趣的規律，但凡是珀斯本地人的房子，前後花
園都留有大片的草地，後花園裡必定是種滿花草

樹木。而看過的幾處中國同胞的房子，即便是前
後院的面積再大，亦是被他們全部硬化，鋪上水
泥或者地磚，拾掇得乾乾淨淨，地上偶有幾片令
人感覺柔軟的落葉，也是從隔壁鄰居家飄過來
的。便不由得想起我在深圳居住的村子，村民們
在經濟日漸發達了以後，為了讓自己家看起來
「高檔」一些，大多喜歡把院子裡的地面硬化，
鋪滿水泥、地磚，甚至大理石地板，還砍掉了那
些長得很茂盛的果樹。沒有了生機盎然的植物，
院子便和城市的普通建築一樣，只剩下硬邦邦的
鋼筋水泥。
後來因為疫情日益地嚴重，又考慮到將來開學

返校的方便，我和女兒最終還是選擇了離學校較
近的一家中國同胞的房子租住下來。這所房子後
院的地面鋪的全是地磚，與其它幾個地面同樣全
被硬化的院子不同的是，我們的房東在後院的廊
簷下還鋪了地氈，感覺更為「高檔」。
所幸院子被水泥包裹的角落裡還有一棵小小的

樹苗，幾盆房東的孩子從學校拿回的花苗種成的
小花，以及幾個空花盆。住下之後我便把花盆裡
殘餘的泥土收拾了一下，種上了從超市買回的潺

菜菜頭，栽下一盆大蒜，又把幾個發了芽的番薯
用鵝卵石種在一個小長條盆裡，擺到廊簷下的鞦
韆架旁邊。番薯芽很快地長成了綠油油的番薯
藤，從盆中垂墜下來，微風拂起的時候，便有了
幾分飄飄欲仙的味道。每天在網上看到疫情動態
的更新都感覺觸目驚心，網友們至今仍在爭論不
休的病毒來源讓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看過的一個科
幻故事。在故事裡，地球生態被嚴重地破壞，高
溫導致北極冰川融化，幾億年前被封存在冰川裡
的病毒逃出，引發了地球上的瘟疫蔓延，就像如
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一樣引起全球大恐慌。
前些日又看到一個小視頻，在沒有人類之後的

地球，城市慢慢地倒塌，機場、公路上慢慢地被
新長出的植物湮沒，各種消失了的動物又陸續出
現，地球修復了自己，重新充滿了生機。小視頻
大抵是想告訴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常識，地球可以
沒有人類，但人類不可以沒有地球。
作為渺小的普通人，我們可以做的其實很簡

單：少破壞一點土地，多種植一點植物，給自
己和子孫後代留一點呼吸的空間。

（澳洲漫遊記之十一）

為了後代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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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是父親的哥哥，
他的同輩稱他為阿萬
古，和我同輩的稱他為
萬叔，下一輩則尊稱他
為萬公。伯父一生務

農，為人敦厚誠實，粗黑的「魯迅鬍子」
是他的招牌。他平生樂於助人、從不計較
個人得失；語言不多，但句句均有分量，
加上幽默、風趣，受到鄉親們的特別喜
愛。伯父有兩個弟弟，一是我從未謀面的
培叔，二則是我的父親。伯父童年時物
質、經濟條件特別差，但他對兩個弟弟卻
關愛有加，兄弟間在艱難的歲月裡鑄就了
非一般的深情和友誼。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大學畢業的我被

分配在龍岩師範學校任教，當時國家尚不
富裕，但卻非常重視老師的生活和後勤，
工作幾年的我亦由學校分配給帶衛生間的
新套房，比其他兄弟學校先行一步，亦讓
同時分配到該市工作的大學同學羨慕不
已。為了讓平生很少出門的伯父高興，我
特別邀請伯父和爸爸一起到學校做客。我
將他們兄弟倆接到學校時，都表現得非常
興奮；隨後我帶他們上樓到我的新家。
由於住在3樓，沒有電梯，需要步行上

54級樓梯。上樓梯時，發現在後邊走的伯
父手扶在滿是灰塵的樓梯扶手向上走，我
很不高興地對伯父說，這個樓梯扶手沒有
人擦洗，灰塵多，比較骯髒，不應該將手
扶住這邊。伯父沒有回應我，只是向我發
出奇怪的微笑。殊不知這一笑讓我遺憾了
許多個年頭，隨着自己年齡的增大，愈來
愈感到不是滋味，或者說這一笑已經深深
刺痛了我的心。到如今，幾十年過去，自
己方才體會到伯父這一微笑所具有的穿越
時空的力量，完全可以說是非同小可。
伯父當年到我家做客時已經是超過70歲

的古稀老人，腳力、體力都在走下坡，當
年伯父扶住滿是灰塵的扶手上樓，就是因
為腳力、體力不足以上樓梯。隨着自己年

齡增大，已經對上樓梯感到吃力、想方設
法尋找電梯房之時，才真正體會到當年自
己給他的批評十分不應該，尷尬的自己也
因此體會到伯父的「奇怪」微笑。恨當年
血氣方剛的自己竟然完全想不到、看不
出，以至無理批評伯父，而讓自己的心底
在今天倍感煎熬，並必將為此事而遺憾、
愧疚終生。
心理學知識告訴我們：在人和人的交往

中，經常會遇到被誤解、指責等尷尬處境，
不同的人往往採用不同的應對方法。脾氣較
急，或者是粗暴的人較多是採取針鋒相對的
辦法頂回去，結果大多以悲劇收場。有涵
養、忍耐力較強的人則可以用幽默的辦法加
以化解。伯父不懂得心理學，受到侄兒的誤
解和指責卻以穿越時空的一笑處之，竟然可
以收到非同凡響的效果，使受過高等教育的
後代在幾十年後感到不安和愧疚，凸顯伯父
為人處世的崇高境界。
伯父年輕時正遇上中國變革時代，在解

放前夕，曾經被土匪綁票捉走，關了6個
月之久，受盡折磨和飢餓，差點因為長期
的精神折磨而命喪黃泉，長期的營養不良
讓伯父剛剛得救時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
經過這場浩劫，伯父的身體受到極限摧
殘，但奇怪的是，此事卻讓伯父的意志變
得更加堅強，爾後有能力面對各種艱難的
人生。新中國成立後，開展清剿土匪的工
作，當時有人要求伯父指證土匪的罪行，
但被伯父拒絕。
伯父對我說過，他當年之所以這麼做，

並非怕死，而是因為已經看透這些土匪決
沒有好下場。他說，今天、或者昨天欺負
我們的人，肯定不止欺負咱們一個，而是
許多，最後是蒼天報應，必然讓這些土匪
落網；正所謂是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
怕天不怕；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
到，全部都報。科學的人生哲理在伯父的
腦中清晰非常，正因為有一套面對人生、
社會的哲學，伯父的一生雖然歷盡艱辛，

但卻使他和他的弟弟安然渡過各種劫難。
伯父不僅對爸爸的感情和關愛非同一

般，同樣對遠在印度尼西亞的培叔具有極
佳的影響。記得文革期間，培叔在印尼不
幸去世，伯父和爸爸當時抱在一起痛哭，此
情此景讓我知道喪失親人之痛之苦，並銘記
一生。此後的一個多月裡，伯父和爸爸整天
看着培叔的像一言不發。當時自己雖然幼
小，但卻清楚知道他們的兄弟情感之深。
記得當時叫爸爸吃飯的聲音都不得不「降
低八度」，生怕驚醒伯父和爸爸的舊夢，和
遠在他鄉的叔父之靈。伯父兄弟無論是對自
己的兒子，或者侄子，都顯示出同樣的愛，
並將此良好家風盛傳後代。記得當年物質條
件相當貧乏，生活處於貧窮狀態，但只要知
道我們有什麼困難，就會得到無私的幫助和
關愛。我在上大學期間的一天下午，突然有
中國銀行的職員找我，問我自己海外有什
麼親戚，因為在印尼的培叔已經逝世，就
算我絞盡腦汁也無法回答銀行的問題。
後經銀行職員的多次「啟發」，才知道遠

在印尼、未曾謀面的素琴叔姆得知我考上大
學，給我專門寄來費用。我當時立即將這一
信息傳回給鄉下的爸爸，才知道是有同鄉的
華僑回鄉返回印尼後告訴印尼叔姆，我已經
考上大學。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也讓自己深
深體會到長輩視侄兒如子的深情。縱觀伯父
及其兄弟的艱難人生，與他們的對待世事的
樂觀向上態度，以及相互關愛的崇高理念，
讓我從更深層次理解到我們家族的良好家
風，並對前輩肅然起敬。
伯父乃一介農民，但他為人處世的科學哲
理和純樸、極具穿透力的微笑卻永遠留在我
的心中。伯父雖早已離我們而去，但他卻留
給我們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及處世風格。他
們對待後輩的關愛之情不僅讓我銘記腦中；
並已經成為我們家族的純樸家風激勵着後
輩；讓我們遇到困難能夠不屈不撓地面對。
正所謂：良好家風前輩創，激勵後輩永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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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的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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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重新起步一年後
見！ 作者供圖

■疫情消失後，還有這一握
嗎？ 作者供圖

■疫情下，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的態
度開始軟化了。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