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官濫權瀆職

職業撿罵
最近網上有個熱
點，某60多歲著名

藝術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生活視
頻後，被莫名其妙地送上了風口浪尖，
原因是評論裏有一位年輕女網友洋洋灑
灑留了一段言，中心思想——「女人
最大的失敗是沒生娃」，而這條評論獲
得了超過1萬個讚。
這位藝術家是出名的人間仙子，傳奇一
生，為了藝術選擇不生孩子這件事，幾
十年間連媒體自己都問煩了，她也解說
過無數次，既不新也不爆。況且已經
2020年，女權運動都搞了半個多世紀
了，中國的社交媒體又是女權思想高漲
的輿論場，「關你屁事」和「關我屁事」
八字真言已經在很大範圍內獲得了認
同，所以這留言基本算是「頂風作案」。
被罵是肯定的，大量網友火速到位，
金句不斷，連帶各大明星名人都紛紛發
聲力挺生育自由。表面上看是一場匡扶
正義的正劇，但總覺得哪裏有些彆扭。
人和人之間的認知鴻溝確實比窮盡
想像還要深，但會不會有些時候，引發
爭議的初衷並不是因為真正的認知差異
呢？本以為的正劇，又怎知不是一場鬧
劇呢？
那位引發了巨大爭議的年輕女網友，
其賬號是一家網店，平時賬號的主要內
容是賣衣服。有媒體報道，事件發生
後，僅一天時間，該賬號的視頻留言就
從以往的2、3百條猛增到6千多條。而某
音上，一夜之間冒出了13個同名賬號。
在微博上，該網友只開放了近半年的帖
子，帖子並不多，全部集中為此次事件和

其他網友的對罵，以及自己店舖的信
息。而就在事件差不多平息之時，該女
網友忽然又發布了視頻，向藝術家道歉
以及強硬回懟網友，再掀一輪熱度。
我們當然無法斷定她的本意，但之前

有句網絡流行語叫「你品，你細品」，
用這挺合適。不僅如此，如今當一場
「有潛力」的罵戰出現，心思玲瓏者遠
不止開炮者本人——比如那些推波助瀾
的營銷號大V。這次以及此前的無數
事件都證明，如果沒有他們的接力轉發
甚至是派出專業段子手寫評論帶節奏，
罵戰根本形成不了，更登不上熱搜。
那些挑起事端和因勢利導放大效應的

人，如今有個專門的稱呼，叫「網絡引戰
者」。他們的套路通常是鎖定一些「好發
揮」的主題——比如女權、育兒、地域歧
視等等，一旦有明星名人發言或者是有爭
議性事件出現，他們就馬上湊過去拋出
特別刺激、奇葩甚至反智的言論，目的
就是「吸引火力」，俗稱撿罵，然後在
對撕中獲利。而放大效應者緊隨其
後，不斷尋找挑事者對罵製造連環效
應，甚至一邊給挑事者點讚一邊用金句
唾罵，目的只有一個——流量、流量。
無論是哪個環節上的網絡引戰者，

他們其實都沒有真正的觀點，他們所有
的言論並非出自思想，而是出自利
益——網紅經濟下，有流量就有錢，管
他是好流量還是壞流量，至於因此被裹
挾的他人和被撕裂的公眾，關我屁事？
北京人有句不那麼文雅的老話：

「見過撿錢的，沒見過撿罵的。」而如
今，就有了。

今年香港中學文憑
試歷史科出了這樣的
一個考題，試卷先給

不知是誰人說的一句話：「1900 至
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
弊。」然後要求考生答是否贊成此說。
下續談相關的爭論。試題曝光，輿論譁
然。小市民、老百姓大多認為試題超越
了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界線，並指出
在歐洲諸國的同類考試不可能出這樣涉
及納粹德國的考題。然後有好事之徒拈
出一頁英國歷史科的課程大綱，企圖嘲
諷香港人無知，直指英式教育容許中學
生談論納粹德國云云。
此君不作無聊事猶自可，這頁課綱
反而確認了中學歷史教育必須有規有
矩！圖中所見，學習範圍是1918年至
1945年的德國。首先，人家英國的歷
史分期很專業，斷代為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期間的德國，香港考評局的擬題員
（俗稱考官）則是胡亂分期。筆者這就
信手翻譯幾句供看官參考，包括：「為
什麼希特勒在1934年能夠主導德國？
納粹黨對付政敵是如何地有效？納粹黨
怎樣利用文化和大眾傳媒來控制人民？
為什麼納粹黨要迫害德國社會上這麼多
的群體？納粹德國是個極權國家嗎？」
顯然易見，英國學生被課綱逐步引
導，最終學到「納粹德國是個極權國
家」的定論。這中間沒有任何討論「納
粹德國為歐洲（或波蘭、蘇聯等國）帶
來的利多於弊」的空間！
香港社會有大量基督徒，大中小學
教師群中也有不少基督徒，香港人大多
聽說過「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
帝」。不妨借用這個思路，筆者要說的
是：「教育問題教育解決、學術問題學
術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文憑試
考題公然為日本侵略者塗脂抹粉，實在
可惡！這是教育、學術還是政治問題？
這不是政治問題，雖則考官公器私
用，越權去宣揚個人的政治主張。筆者
也是個讀史人，要問這「利多於弊」是

誰人的說法？哪一位歷史學家？哪一位
教育家？如果考評局拒絕提供資料，筆
者只能推論為考官自把自為。事件的真
相應該是有人濫權，人為地製造教育上
的混亂和不公。現時決定撤銷這部分試
題絕不是什麼「政治操作」。
這個文憑試既是中學生的畢業試，

也是他們升讀大學的入學試。考試目的
不在於要求學生參與最前沿的學術探索
與研究，他們並不具備足夠的史才、史
學和史識。不過話分兩頭，教師可以因
材施教，在極罕見的情況下引導最優秀
的學生思考比較艱深的學術問題。可是
這「利多於弊」的說法，本身就是「來
歷不明」。如果當為「學術討論」，筆
者認為「涉案」的考官有責任站出來，
面對社會上有興趣的讀史人的提問。
「學術自由」的條件是任誰都必須面對
「行家」的批評指教，不可以因為你是
考評局聘用就不必負責。
這回「利多於弊」的風波是個教育
問題，只能用教育解決。實情是有人利
用考評局的保護傘濫權瀆職，弄出這樣
「教壞後生」的奇怪試題。所謂一人做
事一人當，負責出題的所有相關人等應
要「文責自負」，向香港社會問責！
不過，葉建源之流仍然會假借學術

自由來顛倒黑白，所以下回筆者還是要
從學術角度斥責涉事藏頭露尾鬼祟考官
的失德。

（中國小孩讀史的應有態度．二）

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清晨，小貓兄弟從樹上扯
下一片雲朵，媽媽用它製成神奇的白雲麵包，
小貓吃了就能飛起來，還去送麵包給上班途中

的爸爸……這是多麼引人入勝的故事啊！這就是韓國作家白希那
的名著《雲朵麵包》。近日大家都因疫情，留家時間多了，尤其
是父親，擔任故事爸爸的情形多了，有時還兼任家中主廚，跟孩
子的關係變親密了；父母與孩子共讀這繪本時，一定會迷上書中
奇妙有趣的想像，還會有興致做親子焗麵包或烹飪活動呢！
白希那憑藉《雲朵麵包》，獲得本年度瑞典的林德格倫兒童

文學獎，也是首位獲得此項國際殊榮的韓國作家。其實很多韓
國優秀繪本都逐漸被翻譯成中文，似迎來一股繪本界的韓風
呢！看到此繪本，我歡喜極了，即推介給大小朋友，大家都愛
不釋手；童稚的眼光，總是愛新奇、想像，大家都被這繪本的
想像世界和娃娃屋中像電影般的畫面迷住了。作家白希那用紙質
或泥塑玩偶代替繪畫，用日常生活物品搭建故事娃娃屋場景，再
通過拍攝完成她的繪本創作，作品的確別有耳目一新的魅力。
孩子困在家多時，不可外出，做網上功課之餘，思緒也要休息
一下，讀這繪本，望向窗外的天空，會想像自己跟主角小貓一樣
吃了白雲麵包，飛到天上，擔心爸爸太急出門，未吃早餐，會餓
着肚子上班，真可憐！小貓兄弟趕着把好吃的麵包送給爸爸……
孩子們在主角中找到自己的鏡子，得到閱讀的樂趣。幼童特別愛
書中的小主角，娃娃屋的場景細節豐富，由於小貓造型不是一般
以繪畫方式呈現，像紙娃娃般臉部表情可愛，動作靈活，感覺立
體生動，像有了生命似的，而圓麵包有質感，像剛出爐暖暖的麵
包，令人食指大動！
故事想像無窮，在這樣有趣的童話中，很多想像不到的事情都
有可能發生，小朋友讀故事時，小腦袋會隨着轉動，衍生很多奇
思妙想，忘掉疫情下的陰霾呢！
親子讀着這可愛又溫馨的故事，爸爸和孩子可親子合力焗製麵
包或其他小食，同時可引導孩子仿傚書中的小貓，觀察過程，說
出或繪寫出製作步驟，感受家庭樂之餘，又是上佳的語文學習。
家長也不妨跟小朋友搓泥膠或繪圖，一起創造新的故事角色，
編寫新的結局或自己想像的故事，親子分享創作的樂趣。

雲朵麵包親親爸爸
香港人在風風雨

雨中度過了充滿暴
力又不安的一年。

一小撮黑暴分子為修例風波而發起
的示威遊行暴力事件，實令無論
何種立場的港人，都值得深刻反思
而汲取教訓。總結過去一年，社會
動盪不安不在話下，經濟飽受打
擊，眾多勞動人口因而失去了工
作，失業人數大幅上升，堪稱香港
經歷了歷史以來最困難的時刻。
幸而，香港在祖國的關愛和支

持下，力挺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和依基本法施政，在最關鍵
的時刻，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
會議通過了在香港設立「國安法」
的決定，正如眾多位主責官員所指
出，港區國安法是被迫出來的，因
為在港之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圖把
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
最近，香港政府舉行了「基本

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
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發表重要
講話時指出：「香港現在的主要問
題是政治問題，關鍵在於反對派及
其背後的外部勢力企圖把香港變成
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
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
部勢力一枚牽制和壓制中國發展的
棋子。」曾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張
曉明，熟讀香港這本書，更了解國
情和具世界視野。他在講話中解釋
了「港區國安法」的前因後果和箇

中摘要，令人對「港區國安法」的
設立有更深刻的了解，使更多港人
明白「港區國安法」可有助香港回
復安定及繁榮，亦明白國家安全是
中央的權力。我們應從國家層面去
認識如何設立「港區國安法」的細
節內容以及機制運行。當然，更多
人因而認識到在港設立「港區國安
法」是合憲、合法、合理的。
事實上，自從人大會議決定設

立「港區國安法」之後，某程度上
香港社會事件是平緩下來。商業活
動亦穩步回復正常。最重要的是港
人對前途、對國家的信心更堅定
了。當然，港人心中亦難免仍有掛
慮，就是在盡快的日子設立「港區
國安法」時，一定要兼顧內地法制
與香港法制的差異，畢竟是「一國
兩制」嘛。在一個國家之下兩種不
同社會制度，難免有分歧，希望在
求同存異中找到共識，令香港社會
發展和民生進步都得到利好的效
果。要知道，國家在港設立「國安
法」有四原則，重點在打擊極少數
違法及「播獨」分子。然而，我們
知道「一國兩制」是最大公約數，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
空間愈大。
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

際，加上「港區國安法」在人大通過
的決定，此時此刻，14億中國人民
包括7百多萬香港同胞心連心，同
為國事港事作出應有的貢獻！

「國安法」對港人的重要性

我最近有三兩次匆
匆出門忘了戴口罩，

還要好一段時間才覺察，也沒留意周遭
人對自己避之則吉的景象和心生厭惡的
表情。有次在超市購物，突然見迎面人
戴着口罩，猛然驚覺自己臉上光脫脫
的，竟本能地以紙巾掩臉，左閃右避而
行，放棄要上磅的生果，趕快飛奔離
開，回到家裏才鬆一口氣。
那時的心情就彷彿忘了穿衣服外
出，赤裸裸示人般羞愧、內疚、罪惡、
自責……怕嚇着別人，累自己這一不
慎便感染上死亡之症，更誤了家
人……我想中東地區戴頭紗只露出雙
目的婦女，她們在面紗不小心鬆脫時，
會否也如此這般的心情？
啊，何時開始我們與口罩的關係如
此親密，如同內衣褲般貼身？會否從此
以後便不能擺脫它了？現在戴口罩是必
須，將來是禮貌？演變為臉上的衣物？
真不敢想像要和它共存亡！
其實口罩這東西已服務了人類超過

一個世紀。據資料記載，法國理化學者
厚之耶為了研究氣體而發明口罩，把口
罩用於醫療公共衞生的則是中國。資料
顯示，在1910年秋中國東北、內蒙等
多個地區爆發肺鼠大瘟疫，持續半年，
6萬多人死亡。清政府委任留學英國攻
讀傳染病及細菌學的伍連德帶領防疫工
作。伍連德經研究後認為疫症可經飛沫
傳染，要求醫護人員、病人和照顧者戴
上以棉花充填的紗布口罩。在1918年
西班牙爆發大流感疫症，當地也曾廣泛
使用口罩來預防感染，但是歐美從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一般人便很少使用口罩。
反之中國和口罩從此便結下不解

緣，之後一般人用以防毒、防臭、防空
氣污染、隔阻冷空氣等。在燒煤炭煤屑
紛飛的日子；北京每年沙塵暴的季節；
汽車數量激增至廢氣嚴重時，大家都習
慣戴上口罩自保，成了國民的日常。發
展下來，因為有本地需求，中國成為口
罩生產最多的國家，竟在今次新冠疫情
幫助了自己和全球一把。

赤裸的臉龐

如果說飯圈是屬於奉獻
的文化，盲盒則屬於索

取。在這個遊戲當中，購買者期待只花一個
盒子的錢，就擁有整個系列。儘管這個擁有
僅是暫時的、意念的，需要借助幻覺。等到
拆開盲盒，鎖定了盒內的物品，擁有感就宣
告終結。但是，從還沒付錢就開始做夢，則
是它無可替代的快樂。
正是這種快樂，支配着一個盲盒購買者的

購買行為。與其說他是喜歡盲盒裏的東西，
不如說他享受這種撞大運的感覺。不然，同
樣的東西盡可以去二手網站上淘，所花之金
錢比起盲抽只會更少。甚至像泡泡瑪特這樣
的行業銷售冠軍，他們的網店會直接標註上
一行字樣：「如果你想要12個都不相同，請
拍12個。」這樣他們就可以安排整套的盲盒
給你，以免重複。不過，這樣一來，撞大運
的快樂也就隨之消失了。所以，我猜測很少
有人去拍一套12個盲盒。更多的人寧願去買
一個盲盒，然後享受幻想帶來的快樂。因為
在收到盲盒，並打開它之前，他可以任意幻
想他喜歡的東西，好像這個盲盒是一個聚寶
盆，擁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既然如此，盲盒似乎與傳統的博彩業沒有
區別，都是在賭。生產盲盒的公司顯然很快
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有意無意間，他們
開始為產品設定不同的價格，並且，會特意
在一些盲盒當中安插幾個隱藏版的手辦，或
者限量版的球鞋。但是其實，這些拔得頭籌
的優等產品和盲盒當中的其他眾生，對於商
家而言，僅是為了製造一種差別感。
不過，盲盒與傳統的博彩業畢竟還是不同
的。傳統的博彩業期待着滿足賭徒一本萬利
的幻想，甚至給他們營造出只需兩塊錢就可
以改變命運的童話。盲盒的願望卻小很多。
購買盲盒的人並不期待有什麼大的運氣，只
要所抽之物稍稍高於盲盒本身的價值，他就
相當滿足。因為除了這點運氣，他們更想獲
得一種遠遠高於物質的東西，那就是一個系
統而有序的世界。
這個世界在購買之前就已經存在。要麼它

被整齊地擺在櫥窗當中，要麼是一張圖片放
置在你的面前，只等購買者選中，這個系列
所代表的世界就會成為採購者最大的樂趣。
所以，這份想像的快樂不僅僅是物質的，而
是物品關聯在一起所產生的邏輯完整性帶來

的快感。設若是迪士尼公主系列，我們會聯
想到主人公各自的故事。這些人物當中的每
一個，都因為她的身世而顯得與眾不同。合
在一起，有是整個迪士尼的世界。或者，這
裏擺着一個3萬塊買來的鞋子盲盒，為了了解
它的價值，你可能在成為一個盲盒愛好者之
前，需要先成為一個鞋子的收藏者。不然，
打開盲盒時，你將無法感受到溢價帶來的快
樂。至於一眼辨認出鞋子的價格，當然是浸
淫於鞋圈才有的技能。在這個圈子裏，鞋子
的設計者、鞋子的典故以及生產者統統容納
其中，它是僅屬於球類運動的世界。
就這一點來說，盲盒愛好者和爛賭是截然相

反的兩碼事，後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相信物
的擁有可以改變一切。盲盒愛好者卻要求更
多，他們保持着基本的對等觀念，不期待奇跡
的發生，但是又隱隱盼望着驚喜和一點點的溢
價。更重要的是，這個前期積累起來的對於某
一種文化的積澱，才是擁有盲盒快樂的前提。
那麼，喜歡盲盒的人，就擁有既克制又放縱的
性情，並且，還擁有最令人快樂的東西——對
某種文化的專注。這就是大家所能想像的，只屬
於盲盒的，能夠帶來平靜的喜樂人生。

盲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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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繪就七彩人生
以前回福建老家看媽

媽，帶點適合老人家使
用的工具，總會得到她
的表揚。這次返鄉，特
地為百歲母親買了一個

可以伸縮的撓癢耙，以方便她在需要時使
用。原本以為一定會和以往那樣，獲得媽
媽誇獎，殊不知老人家用後對我說，不如
你爸爸20年前親手做的竹製品。我不服
氣，認為「洋貨」會不如鄉下產的自製
品？於是將爸爸當年製作的撓癢耙仔細研
究、比較一番後，確認爸爸為媽媽製作的
撓癢製品手藝雖然不及不銹鋼的發光、漂
亮，但由於製作者的細心，其長度、大
小、光滑和彎曲度等均非常適合媽媽使
用；該作品該光滑的地方光滑，該粗糙的
角度粗糙，可以說是恰到好處、量身定做
的有機佳作；烏黑光亮、含包頭獨特元素
的竹製品的確比從我買回的洋貨好得多。
爸爸是一名農村小學教師，在3尺小學講
台度過他普通的一生，教齡超過50年。他
的學生遍布政、商、科技、教育、醫學等諸
多行業，名副其實的桃李滿天下。爸爸奉
行、崇拜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和葉聖陶的
「教學生能自主學習、分析」的教育思想，
由於書教得好，幾乎年年（文革期間除外）
被評為先進教育工作者。爸爸學問並不高，
學歷是中學畢業，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對
教育工作的熱愛，倍得到鄉親的稱讚和愛
戴。他曾經在隔壁村的南江小學從事教學
多年，只要是那個村的普通村民，提起祥
福先的名字，正可謂無人不曉，且總會為
爸爸當年在教書育人方面所取得成績舉起
大拇指加以褒獎。爸爸用自己的智慧和勤
勞靈巧雙手繪就了七彩人生。
爸爸離開我們已經21個春秋；然而爸爸

的音容笑貌卻無時無刻地在我的大腦中，
鼓舞、提醒着自己。爸爸的良好品質不僅
使他在教學生涯獲得豐碩成果，也影響着

他的後代。在爸爸的後人中，有博士、碩
士，以及大學畢業生幾十名，北京大學、
南京大學、天津大學、復旦大學等內地著
名高校都留下其子孫的身影。由於特別重
視教師的培養，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
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福建教育學院等亦
都留下爸爸子孫的足跡。他們當中有動手
能力極強的科技精英，有德高望重的特級
教師，涉及的學科有中文、數理化生、現代
通訊等。知情人士戲稱，祥福先一家自己辦
一間中學完全可以不必增聘其他人手。
爸爸不僅書教得好，其動手能力極強，

是一名能工巧匠，無論是家裏和學校內需
要的各種用具，都能自己動手製造。在當
年農村物質十分缺少的年代，爸爸善於利
用當地資源為自己、鄰居、學校製造了眾多
堪稱一流、美觀實用的各類「仿製品」。
為了豐富農村學校孩子的體育課，他利用
課餘和當地資源，為南江小學製作了系列
適合孩子使用的玩具，包括鞦韆、各式轉
盤、翹翹板、風車等戶外兒童娛樂設施。
當時，南江村村民創作了一首順口溜：黃祥
福，大都督；帶學生，去砍竹，取回竹，做
「米貿」（一種翹翹板的當地叫法），學
生玩得滾滾炮；將當時鄉村學校的豐富學
生課餘生活描繪得淋漓盡致。
由於爸爸在教書育人中成績顯著，福建

省龍巖市教育局還專門在南江小學開了一
次有幾百名各級領導、小學校長參加的大
型現場會；讓與會人員現場參觀爸爸親手
製作的教具、玩具等，受到與會者大力稱
讚，爸爸還因此被福建省政府評為當年的
省級勞動模範；當年政府發給爸爸的金字
獎牌目前被哥哥珍藏家中。一名普通小學
教師，一生堅持認真教書育人，能夠取得
如此殊榮，繪就了他的七彩人生，其中爸爸
的動手能力可以說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爸爸當年曾經用竹子製作了一個筆筒，

正面用純正的正楷寫上古代劉禹錫的《陋

室》銘中名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
丁」。當時由於自己對古詩不熟悉，也沒
有互聯網的可查閱，一直對其中意思無法
理解。直到有一天，爸爸有閒，於是問此
中含意；他從書架中翻出一本古詩，找到
劉禹錫《陋室銘》篇的「山不在高，有仙
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
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爸爸先以白
話文給予翻譯和講解，一字一句教我閱
讀，直到我能夠背誦，方可轉換話題。此
事讓我體會到爸爸的工作態度，和一教到
底的執着。正因為如此，爸爸才能在教書
育人方面取得優異成績，成為閩西鄉村教
學的一顆明珠；亦成為我們兄弟等從事教
學工作時的座右銘。也就是這個原因，陶
行知、葉聖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爸爸一生
追求的教育情操，直接影響着他的後代；
以致今天在不同學校從事教學工作的後
人，能夠青出於藍。也正因為爸爸的教育
思想的熏陶，從事中學教學工作的哥哥能
夠將國家文化部發放的「書香人家」金字
獎牌捧回家中。
人生是否如意、成功，涉及到包括自己

是否有良好的待人技巧、受到優質教育、
具有較好智力亦即擁有優質遺傳基因，以
及家庭和社會背景等等。無論順境或是逆
境，「常動手」亦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肯於動手且動手力強的人，不僅可大大充
實、豐富自己的生活，擴寬社交圈子，還
可幫助別人、充實自己，有助創建和享受
七彩人生。反之，連安裝一個普通水龍
頭、更換一隻保險管，甚至擰幾個螺絲都
需要請人幫忙、協助，生活質素則會大打
折扣，碰到的困難亦會更加多，甚至貽誤
稍縱即逝的人生機會。家長和老師不僅需
要努力關注孩子的學習進度，亦需要時時
刻刻注意提高孩子的動手能力、養成能夠
受益終生的良好動手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