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五年日本電通的年輕僱員高橋瑪斯里
因長期過度加班不堪忍受自殺之後，引起日本整
個社會對於日本加班文化的反思，之後訴訟持續
引發輿論熱議。電通高管因此辭職，戰後一直被
奉為電通聖旨的員工教育 「鬼十條」被廢止。

不僅如此，日本的各個企業都開始自查員工的精神壓力狀況，
鼓勵按時下班，更有一些企業發起了每個月最後一個周五三點下班
的活動。不過有趣的是，一些深入社會調查報告卻顯示，男人們回
家的時間並沒有因此提前。有的人在星巴克、Tully's這樣的咖啡館裏
聽聽音樂看看書，有的去上技能培訓學校，有的去健身館鍛煉，也
有和同事三五成群小酌的。除了加班本身，晚回家或許也是日本戰
後高速發展中不知不覺形成的一個傳統吧。

這其中不乏有一些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或者需要自我充電的原
因，但更多調查顯示男人不願意回家一起承擔家務勞動，和家人在
一起感到無話可說，而全職太太們對於要多做一頓丈夫的晚飯也有
點厭倦。

日本的夫妻關係非常獨特，對於傳統的日本人，結婚更像新的
職業，一個掙錢養家，另一個承擔育兒和家務，日本人天性內向，
彼此溝通不多，長期分飾角色形成習慣後，再做改變增加相處的時
間反而需要新的適應期。或許，對於許多日本男人而言，工作才是
逃避家庭的藉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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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文化背後
一 度

聊起五月
七日在旺角麥
花臣場館舉辦
演唱會，梁雁
翎說就是想回

饋與自己一起成長的觀眾，共同唱
些曾經熟悉的歌。她告訴我，這場
演唱會她將演唱二十多首歌，一半
是自己首唱的《像霧像雨又像風》
等保留曲目，一半是她喜歡的鄧麗
君、蘇芮、陳淑樺等前輩的歌。到
時，還會有兩位男歌手作為嘉賓，
與她合唱飛圖的經典對唱情歌。梁
雁翎說，她在飛圖當年只出過一張

粵語專輯，在香港開演唱會自然也
要唱粵語歌。

一九八三年，梁雁翎隨父親從
北京移民香港，她的父親是華僑，
算是一家人到港。香港現在有很多
內地來的年輕人都是一個人在這裏
打拚，她很為他們的精神所打動。
她坦言自己當年港漂還算很放鬆，
因為有家人在一起。最不適應的只
是京港兩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帶來的
各種差異，但現在這種差異已逐步
在消除，她認為外地來港的年輕人
競爭或許更激烈。

二十年前退出歌壇後，梁雁翎

選擇了婚姻與旅行。她主動向自己
年少同學求婚，丈夫在北京做醫生
。婚姻生活讓她學會理財等主婦工
作。同時，她四海旅行，漂泊在藍
天山川，她曾在香港報刊開設專欄
，寫旅行隨筆、主婦感悟。但北京
、廣州與香港，依然是她落腳的三
城。她以普通人的身份，親歷了香
港回歸二十年的巨變。

我們透過微信聊天，梁雁翎依
然是字正腔圓的北京話，更為沉着
，唯有情不自禁的笑聲，爽朗如二
十年前。 （下）

在溫哥華
看專科醫生要
經家庭醫生介
紹，預約時間
就診。第一次
就診後，如有

需要，會獲得下次覆診日期和時間
。最長的一年，短的半年、三個月
甚至數天不等。

如果由三個月轉為半年、一年

，說明病情穩定，是好事。有些慢
性病，如風濕、青光眼、眼底黃斑
、冠心病……覆診是必然的，因為
要監察病情發展。

但半年以至一年的 「約會」，
很容易被忘記。我會把它寫在月曆
上，但當 「約會」跨年，要換新月
曆時，便有被遺忘的機會。

如果是華人醫生，病者早一天
會收到診所提醒的電話。真的很多

人此時才記得。如是大牌的西人醫
生，就不一定有通知了，於是出現
不少失約情況。診所補救的做法不
是早一天通知，而是罰款。罰款額
一直在增加，如今已高達加幣一百
元。

此類維繫長久的 「約會」，有
經歷十年、八年的。使我想起我種
的鬱金香、牡丹只要種下球根，便
會依時出芽、生長、開花，這是一
個好的制度。一般來說，診所如無
搬遷，變化不大。反而是醫生和接
待員日漸老去，比較明顯。

離港回鄉前
訂廈門航空的機
位，因有家人需
輪椅服務，事先
向旅行社申明。

誰知旅行社沒有知會航空公司，到
辦理登機時才被告知，已經有三位
輪椅乘客，按規定每架飛機最多只
能有三位傷殘乘客。

登記處的一位小姐和一位中年
經理，向上面匯報後，臨時通融讓
我們登機，同時預約好機艙內的小
輪椅，並且將我們的座位另外調到
靠近機艙門的地方。

辦完一應手續後，經理耐心地
向我們解釋，說是因為臨時安排，
經過不同部門，所以耽擱了比較長

的時間，為此向我們道歉。
說實在的，我們道謝都來不及

，哪裏還會怪他們。
傷殘者出一趟門不容易，他們

經歷的旅途折騰，更非正常人可以
理解。如果因為旅行社的疏忽，我
們無法登機，那就乘興而來，敗興
而歸，而傷殘家人又無端多承受一
番折騰。

若不幸遇到一位沒有同情心的
經理，按章辦事，一句話將我們打
回頭，說實在的，他也沒有違規，
他更不需要主動調前我們的座位，
讓我們上下機時減少一些麻煩。

有一念之仁，也有一念之惡，
一樣是服務乘客，態度不同，結果
也不同。

貼心服務 斯 人

社會文明
程度， 「吃喝
拉撒」的「拉」
文化是一項指
標。

中國的廁所工程一直不理想，
以前城市還有簡陋的公廁，農村基
本是各行其是。

當學生時曾下鄉到北京近郊農
村，如廁就在房東大娘的豬圈。豬
「嗷嗷」叫着候在一旁，等着吃人

拉出的糞便。
幾個學生妹子對上廁所壓力極

大，能不去就不去。

上世紀末，和同事出差北京，
閒餘時陪她逛街。其時王府井百貨
大樓公廁隔了小間，但沒有門，下
面是一條大通渠，每隔兩三分鐘就
統一開啟水閘， 「嘩」地沖一下。
香港土生土長的同事死活不願蹲下
，硬憋着回酒店解決。

馬桶文化的建立要有城市規劃
工程配套，關鍵是要建立龐大的污
水管道系統，不是自家壘個馬桶就
能改變如廁文化的。

中學同學的外公上世紀三十年
代從美國回鄉，按美國豪宅圖則在
廣州鳳凰崗建了大宅。小時候我們

去她家玩過，其建築的設計、規模
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看也令人驚
羨。但大宅竟沒有廁所，更談不上
馬桶，要方便還得上街道公廁。只
因周邊沒鋪設排污渠道。

現在內地不少農村還沒能享受
馬桶。看護老媽的農民工，從老家
湖南來城市打了二十來年工，攢錢
後回老家建了座農村豪宅，用料和
格局也學足了城市建築，廁所也安
上了馬桶。但建設污水渠系統遠
未擺上當地政府議程，馬桶形同
虛設。

那用來幹什麼？她說：裝米。

如廁文化 凡 心

一九八六年，
香港的電影正值黃
金盛世，英雄電影
、功夫電影、殭屍
電影，任何一種類

型或故事，都能大收旺場。那年頭
，原本在古裝電影經常飾演男主角
的爾冬陞轉戰幕後，導演了《癲佬
正傳》，叫好但不算很賣座。故事
裏有很多不同類型但同樣受到社會
壓力的人士，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引
發出精神病。故事最震撼就是末段
的場面，秦沛飾演的 「癲佬」，手
上拿着菜刀衝進幼稚園，不受控制

地斬殺幼童。雖然事隔多年，我對
那畫面仍然歷歷在目，餘悸猶存。

今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其中
一齣大熱作品《一念無明》，導演
與編劇都是年輕一代，卻同樣關心
社會議題。余文樂飾演《一》的主
人翁阿東，患上的是躁鬱症，因為
多年來要照顧身體有病和精神抑鬱
的母親，意外之下令母親身亡，故
此要住進精神病院。《一》的故事
重點其實是精神病康復者如何重新
融入社會。故事裏不乏人言可畏的
群眾壓力，不論是阿東出院後參加
舊友的婚宴，抑或前赴舊女友的宗

教聚會，以至在住宿的板間房，都
備受周遭人士的竊竊私語或明嘲暗
諷，致令阿東及其父親無處容身，
最終流落天涯。

《一》的拍攝手法很寫實，難
怪導演黃進和兩位配角曾志偉及金
燕玲，都能獲得金像獎的不同獎項
。然而，故事裏表達有關精神病與
社會的隔閡，相較三十一年前《癲
佬正傳》所描述的情況，似乎沒有
明顯的改進。香港是一個現代化都
市，人人都有機會面對不同壓力，
如何包容精神病康復者，仍然是需
要致力解決的問題。

一念無明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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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雁翎歸來 楊勁松 跟醫生的約會 阿 濃

雲蹤雲蹤
潮音潮音

朋友僱傭的一
個富二代，單純直
接，沒有城府，含
着金勺長大，工作
不是生活所迫，這

反而促使他常想着新點子，沒有心理
負擔。上司如果指正他工作中的問題
，這孩子會笑對批評，有一說一，勇
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且對別人的批評
很少會耿耿於懷，這種陽光的態度使
得別人非常易於與之相處。

朋友做的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富
二代可能不存在為了生存而工作，故
而反而能出奇制勝。這讓我覺得富二
代並非都是紈絝子弟，一無是處。反
之，那些苦出生的窮狀元，確實在奮
鬥的過程中，或會有這樣那樣的變異
問題。

第二件事，我上大二的兒子跟我
談到他對中國富二代的看法。百來名

中國高中生在兒子的大學參加夏令營
，兒子是美國助教，帶領十個孩子。
他說： 「媽媽，我好喜歡他們！他們
都那麼單純。」第一次被人叫做老師
的大孩子不僅贏得小孩子們的尊敬和
真心愛戴，而且贏得了雙方都感到很
珍貴的友情。

我問兒子最喜歡這些孩子什麼？
他們最大的問題又是什麼？兒子說他
們不像美國高中生在男女情事上那麼
開放，完全是小孩子的羞澀態度，讓
他這個大學生覺得好笑，又覺得那麼
可愛！這些單純可愛的孩子大多沒有
壞心眼，很容易相信別人，比如完全
信任他，事無鉅細都找他這個小老師
。這大概也是富二代的一個特點，即
從小在一個相對簡單的環境裏長大，
防備心和懷疑心就不那麼重。兒子
說這些孩子的最大問題是整天在手
機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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