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年前，曾看到一篇文章，比較中國的留
學生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中國留學生通常只會
功課，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往往有一些各自興趣
愛好，或薩克斯，或籃球，或玩搖滾，顯得更加
豐富有趣。二十年後，世界在變化，理工科的李

健以雋永溫潤的風格征服歌壇，協和醫科的馮唐以頑皮的任性大男
孩姿態受到文藝女青年的追捧，北大物理學家陳湧海為竇唯彈琴至
今琴瑟相合的趣事讓人耳目一新，民國時期科學家顧毓琇曾經寫劇
本玩文藝的軼事也被挖掘出來，殊不知民國時期的人並無文理之分
，科學是一個新的學科，當時的人正是以最自然的狀態學習西方。

文理分科始於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之後以快速培養專業人才，
從小時候起不絕於耳的是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對於
理科更容易找到工作自食其力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過於強調文理
區別，只是將理科推向培養技術泥瓦匠的道路，成為大生產機器的
螺絲釘，形成心靈的沙漠。

這種新的融合或許是人性的覺醒吧，理工科生的無趣令人髮指
之時，文藝青年如一股春風吹遍大江南北，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然而文藝青年似乎太柔弱太無力，於是
這些跨界新寵橫空出世，而這或許只是世界本來應該有的樣子吧。

文理之爭多麼無聊，智力才是真正的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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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之爭
一 度

彭浩翔新
片《春嬌救志
明》，即將在
內地與香港同
步公映。志明

與春嬌，這對因禁煙在後巷邂逅的
當代香港都市男女，終於在這系列
電影的第三部中迎來情感歸宿。

七年前，彭浩翔原創了電影《
志明與春嬌》，不僅在香港本地創
下票房佳績，還通過互聯網影響了
內地與台灣年輕受眾，余文樂、楊
千嬅生動塑造的這對銀幕形象，成

為香港都市白領的代言人。隨後，
該系列第二部《春嬌與志明》在北
京取景，引入了楊冪、黃曉明、徐
崢等內地明星，描寫了春嬌、志明
在北京工作時的情感遭遇，沒有了
第一部的香港味道，大量粗口台詞
也被淨化。彭浩翔用愛情片的手法
，將他倆在異鄉的情感糾葛表現得
細膩動人。片尾，在北京南站，志
明與春嬌的相擁，至今難忘。

第三部則回歸到香港都市文化
原點，彭浩翔還是將粗口與性暗示
作為喜劇元素，葷而不油。但本港

元素的笑點對於內地觀眾而言就會
有遲滯。

這部本港語言類喜劇，彭浩翔
用了恐怖怪獸、外星人等大視覺做
敘事包裝，又到台北取景，做大了
影片的視覺格局，呈現出奇幻大片
的浪漫風情。

遺憾的是，該片最後台北地震
的高潮支點還是落入俗套，而男人
是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也不是新的
兩性話題。楊千嬅、余文樂在這部
系列片中表演最放鬆、最會心也最
有魅力。我覺得彭浩翔還會將春嬌
與志明的電影繼續拍下去。

到了黃橋
當然要吃黃橋
燒餅。一進黃
橋就看見高高
的建築物上有

大大的 「黃橋燒餅」招牌。
兒時是拿黃橋燒餅當早餐的。

燒餅店有一張大桌子，好幾個師傅
在和麵、擀麵、入餡、搽油……門
前是一個炭爐，師傅探手進爐，把

餅貼在爐壁上。待燒餅烤熟了，用
長柄鉗子把它鏟下來。

剛鏟下來的燒餅是最好吃的，
有人就站在爐邊吃。燒餅用蘿蔔絲
和豬油渣做餡，外面灑些芝麻，配
合烤好的麵粉香，真的十分好吃。

在溫哥華的某些酒樓也可吃到
黃橋燒餅，比黃橋的精緻多了，外
面鋪滿芝麻，餡裏有冬菇和不知是
什麼的肉類做餡，也香也好吃，卻

不是黃橋燒餅的原味。
這次回到黃橋當然想吃到原味

的燒餅，找到一家門面不小的走進
去，一眼看到的是一排電動烤爐，
每隻烤盤上是滿滿的幾十個燒餅。
就像以前小雞是由母雞孵出來的，
後來改用電暖箱，現在的燒餅也電
動化了。店員拿出幾個燒餅給我們
試吃，失望的是其中沒有蘿蔔絲。
問店員他說蘿蔔還沒到季節，奇怪
以前為什麼四季都有蘿蔔。到黃橋
卻吃不到原味的黃橋燒餅，不能不
說是失望的。

內地一個
醫務人員，寫
一篇文章談及
醫生與病人、
警察之間的關

係。
近年 「醫鬧」現象頻發，所謂

醫鬧，是病人對醫生不滿意，組織
大批人到醫院鬧事，打罵醫護人員
，如事涉人命，更可能發生暴力遊
街、砍殺醫護等惡性事件。

但醫護人員就沒有問題嗎？當
然不是，有的醫護收紅包，對給不
起或給得少的，就會 「另眼看待」
，對有錢的，就亂開補藥 「創收」
，錢字當頭，義字不見。

發生了醫鬧事件，警察袖手旁

觀，警察也有他們的利害考慮。鬧
事民眾是衝着醫院去的，警察到現
場，除非發生暴力行為，否則他們
也不想惹事上身。把鬧事的民眾都
抓到局裏去，民眾不圍醫院了，就
去衝擊公安局。

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應該是關愛互助，有問題時以法
律手段解決，法律至高無上，誰都
要服從，社會因此可以正常運轉。
但如果連法律部門都惡質化了，那
誰來為民眾主持公道？一個社會，
老百姓求助無門，當然只好訴諸暴
力，整個社會就惡質化了。

幸好，這還不是普遍現象。社
會人人有份，人人都要愛護，否則
自己受害。

惡質化 斯 人 即使住了三個多
月，還是有很多溫哥
華的美景錯失。利用
最後一天的空閒，走
了伊麗莎白公園，去

了美術館還有美術館後面的羅賓遜廣場
。又走去想參觀一下溫哥華著名的基督
老教堂，可惜教堂在修復中，只看到被
腳手架包圍的老教堂的石頭牆。

在伊麗莎白公園裏驚訝地看到席慕
蓉筆下的一棵開花的樹，綠葉襯着紅色
的花朵，走近仔細瞧，發現那一朵朵紅
艷並非花，而是紅色的果實，一粒一粒
緊挨着，遠看彷彿是盛開的花朵。秋了
嗎？樹上已是碩果纍纍！花和果，各有
各的美，花讓人心動，果實給人收穫的
喜悅！

開花結果，溫哥華最後的景色給我
的就是這四個字的美好意境。

告別溫哥華 海 雲

每天早晨
都會聽到鳥鳴
，吱吱喳喳的
婉轉動聽。鬧
市石屎森林當

中，竟也會傳來些大自然的動靜，
想起 「鳥語花香」的美好，覺得悅
耳。

某天拉開窗簾，見到空調機電
纜上的一座小泥山，那是堆積的鳥
糞。那些歡快的鳴叫，想必是鳥兒
排便的舒暢叫聲。

清理花了些工夫。想不到第二
、三天牠們又來了，留下了新的糞

便。想起了政府廣告提示的禽流感
病菌，頓生厭惡。又是漂白水沖洗
，又是掛紅旗驅趕，足用了一個星
期時間，才算叫鳥兒明白這家人不
歡迎牠們，不敢再在我窗前落腳
了。

鳥鳴本象徵着祥和。記得巴金
在散文《小鳥的天堂》裏寫到，新
會河道上長着兩棵老榕，傍晚時分
，早飛和夜飛的兩撥鳥出動交班，
同一時間啁啾，遠遠就聽到一片鳥
鳴，聽着歡快悅耳。

後來去新會時，還特地參觀巴
金筆下的小鳥天堂，開了眼界。

香港住家樓下是個大公園，花
草葳蕤。某個角落是一片小樹林，
每到黃昏，那兒就集結了一群鳥兒
，揚起了一片鳥兒爭相鳴叫的場景
。林子旁的人行道，布滿了鳥的糞
便。行人顧不上欣賞鳥兒上飛下竄
的動感，更不會駐足欣賞鳥兒的歌
唱，紛紛繞道而行，生怕染上禽流
感的細菌。

科技的發展，知識的普及令當
代人活得謹慎，我們的一舉一動都
有顧忌。那種為大自然、為小生物
感動的純粹歡樂，怕是一去不復返
了。

窗前鳥雀噪 凡 心

二○○六年
，只有十三歲的
日本重度自閉症
少年東田直樹，
撰寫了《我想變

成鳥，所以跳起來》，其後不單被
翻譯成英文，更有中文版本。

到底一位沒有語言溝通能力的
少年，怎樣可以成為作者出版書籍
？這也許不是什麼奇跡（甚至是神
蹟），總之他就是做到了。事實上
，每個自閉症個案都有所不同。他
們雖然都有共通的徵狀，包括社交
和語言溝通困難，以及重複局限的

興趣行為，形成了近年醫學界重新
編訂的名稱 「自閉症譜系障礙」，
但是每個患者都是一個獨特個案。
在《我》書的 「中文版推薦序」，
臨床心理師便舉例說，有孩子堅持
只能用同一枝筆寫完自己的所有作
業；又另有孩子在滂沱大雨中被雷
聲嚇得不能走路，接着整整一個多
小時站在雨下……

東田直樹雖然都有其獨特的行
為，更不能以語言表達自己，但他
學懂了在字母盤的文字輸入法，自
此之後他便以此作為表達方式，著
書出版，接受訪問，成年後更在不

同地方演講（都是透過電腦屏幕來
表達）。

《我》書分成多個章節，全都
以問題形式作標題。例如 「你如何
寫下這些句子？」 「你為什麼老是
靜不下來？」每一條題目，其實都
是在剖析自閉兒在其他人眼中看來
的所謂 「怪異行為」。就像 「你為
什麼一直跳起來？」東田解釋跳躍
能令他切實感受到身體的各個部位
，彷彿可以甩掉束縛着身體的無形
繩索。不論是任何身份或心態看這
本書，都能讓我們對世界上不同的
人兒，加深認識，作出尊重。

變成鳥跳起來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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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癢彭浩翔 楊勁松 黃橋燒餅 阿 濃

雲蹤雲蹤
潮音潮音

八月裏 夏
走進濃情的眼眸
風起 早秋
在悄悄地探頭

藍天碧水
揮舞着離愁
這一段曖昧的時光
留待歲月輕慢地揉

花
開得正紅
故事卻寫到盡頭
悲劇喜劇又何必太在意

說一聲感恩
道一句珍重
溫哥華的天空
依舊湛藍如洗似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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