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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雙春雙雨水」

高科技「野蠻人」
小狸這兩天很火大，
因為竟然被「給手機卡
充值」這件概念中的芝

麻小事佔用了整整兩個晚上還沒搞清
爽……2023 年了，充個話費竟然比
2003年複雜困難100倍，有冇搞錯？
事緣狸老竇和狸母上來港探親，住
得有點久，買的儲值電話卡到期需要增
值延期，於是好戲上場。電話儲值卡是
在香港著名的連鎖便利店買的，封套上
印電訊公司和便利店的Logo——看
來是聯合出品。基於過去幾十年的生活
經驗，小狸在便利店購買充值券前完全
沒有多想，不就充個值麼，打個電話或
輸入個串號就行吧？
事實證明真不行。在之後整整兩天
的充值探索中，小狸先後經歷了：被迫
下載電訊公司的App；被迫用郵箱註冊
電訊公司的會員（或者用Google 賬
號、Facebook賬號登錄，不接受電話
註冊）；拍照上傳證件以進行實名認
證；App上明明顯示「插入SIM卡自動
識別配對」卻總也配不上；翻箱倒櫃找
當初摳出 SIM卡後剩下的廢棄包裝
（充值時才得知配對SIM卡的第二個
方法是掃描包裝上的「二維碼」，但有
幾個用戶摳出卡後還會留包裝？）；
安卓手機掃描不出二維碼；安卓手機接
收不到認證短訊（後找了一圈才發現被
「好心」地當騷擾短訊「自動屏蔽」
了）；摳出SIM卡換到另一部iPhone
上再安裝APP、登錄、掃描、收短訊、
註冊；在這當中，還包括每2分鐘就要
被安卓手機自動彈窗的「明星廣告壁
紙」噁心到（老狸們都表示「不知道什
麼時候就被自動安裝了」），還包括N
次打電話給電訊公司客服尋求技術支援
但卻永遠說線路忙（號稱24小時客
服）；以及兩次親赴便利店找店員幫忙

或退貨，但店員鼓搗半天明顯還不如小
狸，以及表示退貨要再打便利店客服電
話且「現已下班」。最終小狸通過
iphone跌跌撞撞終於貌似充好了值，但
電訊公司的App系統滯後及界面顯示一
塌糊塗，除了一堆自動下載的遊戲服務
外，也完全看不明白充好與否——只
能憑第二天停不停機來判斷了。
狸老竇和狸母上全程一路觀摩，慨

嘆如果是他們自己搞，那是第一關就要
投降的——連App商店都不知道為何
物。而小狸慨嘆，這一頓複雜操作和攻
關打怪，別說老年人，就算是半個IT
人的小狸自己也吃不消。充個話費而
已，要不要搞這麼複雜？不是正大力宣
傳「香港，你好」麼，這種遊客體驗又
怎麼能好？而一天到晚在自我陶醉的
「現代科技文明」到底還要把老年族群
逼瘋到什麼程度？
在這個案例中，成就高難度系數的
一半「功勞」在於該App對安卓手機格
外不友好，但以華為、小米為代表的安
卓機，因比 iPhone 便宜且照相功能
佳，恰是最多老年人喜歡選擇的。就好
比逼瘋老年人的另一個大殺器——智
能電視，愈是老年人愈是看電視的主力
軍，愈要對他們「下狠手」——電視
付費和平台付費你分得清嗎？電視機和
機頂盒兩個操控器你會操作嗎？動輒
40秒的廣告你會「跳過」嗎？「誤訂
閱」後你會取消嗎？「不訂閱」後你會
「退出」嗎？……
人們總是得意於科技的進步，近期
更有不少人陶醉於所謂「人類文明」，
但文明並不只是科技的發展，更是不拋
下同伴的那根癒合的大腿骨。如果看個
電視或充個話費都能把弱勢族群逼瘋，
手握再高端的科技也不過是個野蠻人，
和所謂文明毫無關係。

夏曆遇上雙春兼閏月
之後，接下來較多是沒
有立春的「盲年」。亦
有些情況是年初沒有立

春，卻借了下一年的立春，那麼雖然是
只得12個月的平年，也有可能不是盲
年。讀者知道春節（夏曆大年初一）和
立春（公曆2月4或5日），可以拿萬
年曆再進一步了解，可是大部分人都缺
少了這份「探索精神」。
明年甲辰年（對應2024年），春節

大年初一在公曆2024年2月10日（已
過立春），夏曆12月30日大除夕則在
公曆2025年1月28日（未到立春），
正是「前不巴村，後不店」。12個
朔望月只共354天，就是典型的盲年。
再後一年乙卯年（對應2025年），也
是雙春兼閏月。丙午年（對應 2026
年）也是平年，卻不是盲年。春節在
2026年2月17日，大除夕卻在2027年
2月5日，剛好過了立春。換言之夏曆
平年12個月約354天，一般有23或24
個節氣，閏年13個月約384天，必定
有25個節氣。
1984 年甲子遇上罕見的雙春雙雨
水。是年春節在2月2日，除夕在1985
年2月19日，剛過了雨水，共是26個
節氣之多！香港民俗認為「雙春兼閏
月」的年份最宜嫁娶，盲年則不甚合
適。「雙春雙雨水」更是非常難得，
1984年甲子有何特別的吉慶？這事我
們香港人應該知道，是年中英簽署聯合
聲明，確定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
現在回頭去看，那可是為今天「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走出重要的第一步！

夏曆每19年置7閏，這個數量的朔
望月，就可以與19個回歸年對上了！
如果在公曆和夏曆的生日都慶生，每年
就可過兩次生日。但是遇上19周歲那
一年，常有兩曆的生日重逢，然後
38、57、76周歲的生辰，都有可能只
過一次生日。不過這個特別的周期，間
中會出現一天誤差，未必所有人都能每
19年都遇上。
這筆賬很容易算，夏曆每19年共

235個朔望月（19×12+7 = 235），以
平均29.53天算，共是6,939.6天（235
× 29.53 = 6,939.6）。另一方面公曆
每 19 年 ， 也 是 6,939.6 天 （19 ×
365.2422 = 6,939.6）。附帶一提，人
群中剛好在夏曆閏月出生的，只佔
2.9%（235分之7），上回談到專業人
士不知「農（夏）曆有閏月」，或許也
可以理解吧！
二十四節氣其實還要再細分兩類。

奇數數序的仍叫「節氣」，偶數數序的
又叫「中氣」，以其在「回歸月」的中
間之故。公曆二月上旬立春，又叫「寅
月節」，接下來的雨水，又叫「寅月
中」：3月上旬的驚蟄是「卯月節」，
下旬春分是「卯月中」，餘此類推。入
冬「建亥之月」有立冬、小雪兩節氣；
「建子之月」有大雪和冬至；「建丑之
月」有小寒和大寒。然後又回到決定一
年之始的立春。
前文提過夏正建寅、殷（商）正建
丑，周正建子。還可以再加「秦正建
亥」，中國歷史上按二十四節氣定歲
首，有多達四種制度！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很多青少年常陶醉於一人一手機，有些為了掃下有什麽
吃喝玩樂，而有些小朋友則閱讀漫畫哩！
從正面去想，青少年用手機看漫畫，也是電子閱讀呀！
那麼，何不藉看漫畫的偉人故事，展開新一年的閱讀非常

任務呢？
文友呂志剛兄，於線上為教師們分享利用漫畫偉人傳記圖書，激發學

生閱讀興趣，從而促進和提升閱讀素養，其分享內容精彩，值得借鏡。
在這新世紀，人們都可透過手機快速取得很多資訊，但面對資訊氾
濫的世界，重要的是，如何將知識變成力量？這種轉化的能力是需要
培養的，培養青少年的閱讀素養，先要透過閱讀來學習，認識和懂得
解讀來自不同媒體的信息，如何取捨判斷？整合知識以結合生活去運
用？養成習慣浸淫日久，可培養高層次及獨立思辨能力，生活上就有解
難能力了。
閱讀偉人故事好處多，青少年可吸收偉人智慧，自我借鑒，增進思考
力，培養同理心及正確價值觀，建立起值得「見賢思齊」之模楷，對個
人品德成長有好影響。另外，兼可提升閱讀技巧，假如讀了能夠易位思
考，青少年設身處地想像自己在當時社會，可怎樣做呢？忠義兩難時，
如何抉擇？
藉閱讀偉人一生故事，也可分析他們取得成就的秘訣，從中歸納偉人
的性格特質，例如護士之母南丁格爾，在她做護士年代，此工作被認為
是卑賤的，只有修女及貧苦老婦才肯做。南丁格爾的重要貢獻，是勇於
在戰地工作，並應用統計學知識，分析發現大多數士兵是因惡劣的衞生
條件和缺乏護理致死，她致力情況改善，大大減低了傷患的死亡率！
讀她漫畫書的少年們，不就可分析下南丁格爾的特質嗎？
她有堅毅好學的精神，關心傷患者，又肯犧牲自己之心力及時間，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等，這些好品格都值得小讀者仿效啊！
在某個學生調查中，原來在很多人心目
中的偉人是迪士尼、愛迪生、羅琳、史匹
堡等；讀偉人的傳記漫畫，我希望同學可
以多選些我國的偉人故事，勿只偏重於西
方，因為多讀我們東方近世代之偉人，會
更有親切共鳴感及時代感，例如同學若看
了袁隆平的故事，必為中國人驕傲自豪，
由衷敬佩讚嘆……看漫畫的非常任務，正
是觸動你提筆寫下你的讀後感，總有些偉
人的金句善行，得到你的認同，促發你思
考，結合自己的生活及看法，表達出個人
的見解及反響，來相互交流切磋，砥礪上
進吧，共勉！

讀漫畫的非常任務
前些日子，去

某中學參加活
動。一眾議員和
有影響力的「人

物」與學生們做互動對話，
我似乎是個例外——主辦方悄
悄對我說，作家是文化領域的
專家，學生更喜歡。我當然知
道這是客套話，連連說「過
獎過獎」。
互動是分組進行的。主辦方

請了若干專業的攝影師，分散
在各個組裏；每組裏有若干工
作人員，既為學生與嘉賓的互
動服務，又幫助攝影師把可以
別在衣領上的那種小咪高峰不
厭其煩地在不同發言的學生之
間移來移去。那些鏡頭自然是
錄製了不少寶貴的片段，比如，
有學生在與我互動的時候，問：
「你喜歡作家這個職業多一
些，還是喜歡教師這個職業多
一些？如果讓你重新選擇，你
會如何選呢？」我告訴他，兩
個職業都與人的精神和成長有
關，我都喜歡，我從來沒有過
厚此薄彼。相反，這兩個職業
於我來說，都帶來了精神的富
足和快樂，而且，它們之間互
相補充，教師的經歷讓我的寫
作更加豐富，寫作的經歷讓我
更好地在課堂上教導學生。
學生的眼神清澈明亮，我也

在回答問題中間，感受到自己
發自內心的喜歡——不論是這
個問題，還是提出問題的學
生。這個環節結束了，主辦方
又讓我在鏡頭前講一段「為學
生打氣的話」，我略略遲疑，

但還是照做。之所以遲疑，是
因為這有點做作，比如，要我
一定用「我是……」來開頭，
作家這件事，如果用於採訪時
的自我介紹，多少有些奇怪，
畢竟它不是一種職務。最後一
個環節，是在活動的Banner前
面，與學生們集體合影。離開
校園時，主辦方沒有人送我，
我猜是嘉賓太多、他們人手不
足。我傳信息給邀請人：「圓
滿完成任務，回見。」
晚飯後，坐在沙發上滑手
機。忽然看見微信的朋友圈
裏，那些參加活動的議員們都
把與學生互動的圖片以及大合
影，發了出來；還有一些人甚至
發了短視頻。我在想，嘉賓的人
比較多，主辦方根據他們認為
的重要程度，把整理好的相片
和視頻按先後逐一發給大家，
也屬正常。可是，兩天過去，
我仍然沒有收到任何相片。也
直到這時，我才明白，原來，
有一種厚此薄彼叫做遺忘。
人文的溫暖和現實的殘酷總

是相伴相生，讓人看見戲謔和
諷刺。剛剛和學生們講了「厚
此薄彼」，自己就真切地感受
了一回現實的厚此薄彼。人總
是愈活愈清醒，但也愈活愈阿
Q，兩相結合，大概就是一種
標榜的「通透」。我沒有去追
問主辦方了，自我安慰：那些
嘉賓的影響力要大得多，厚一
些實屬正常。
我默默地將主辦方邀請人的

手機號碼拉黑，這大概是我人
生之中為數不多的厚此薄彼吧。

厚此薄彼

數當今中國畫壇低調
而不斷散發異彩的，不
能不說寫實派畫家冉茂

芹。他榮獲不少國際獎項，肖像和人體
寫生享負盛名，更是畫壇少數創作歷史
故事的畫家；他又是出色的藝術教育
家，經常在各地講學，桃李滿門。他在
台灣舉辦的「冉茂芹八十回顧展」剛結
束，獲得高度讚賞。
冉茂芹老師出生於湖南，畢業於廣
州美術學院舞台美術專科。他的繪畫受
文藝復興及十九、二十世紀俄國和歐洲
多位傑出藝術家影響與激發。上世紀八
○年代移居香港，教授繪畫。1988年
在台灣舉辦畫展回響熱烈，
此後定居台北。他屢次獲得
內地及國際繪畫首獎。多年
來受邀於美國、內地、香港
及台灣各大專美術院校和藝
術教育機構講學。
對於寫實，冉老師的看法

是：「無論我畫的是肖像、
風景或靜物，我致力於傳達
寫實畫之美。 寫實並非忠
實精確地複製每一個細節。

反之，我希望透過構圖、氛圍、選擇性
的細節和筆法，來傳達一種藝術的現
實……我試圖表現出每一個所選主題
的美，呈現給觀者栩栩如生的形象。這
種形象的美並非來自完美無瑕，而是來
自其特有、獨一的現實。」
冉老師從不吝嗇分享他繪畫和創作

經驗，除了在台北開設雙橋畫室教授學
生外，出版書籍30餘種，還經常發表
藝術相關的文章，難得的是在網上分享
他繪畫的直播片。
他對藝術的熱愛令人動容。他常邊

繪畫邊講授，隨畫中的境界和當時的
心情，他會吟詩訴說跨越畫中的艱難部

分，忽然又會唱一首歌表達
畫至另一境界的愉悅，畫悲
劇歷史人物想到對方的憂戚
時又會忽然下淚……所以每
一幅畫都充滿他的感情。
一如他說：「對我來說繪畫
是一種樂趣，也是對美學成
就無止境的追求……每當我
有新的發現，就會興高采
烈。透過繪畫，我努力將美
的畫面流傳給後世。」

當代中國畫家冉茂芹

在所有車站的短暫停留，並
不能產生真正即將離開的感
覺，因為這些車站已經不復當

初僅僅作為中轉站或者作為另一個新的開始
即將到來前的終結而存在。在當前基於人性
的設計當中，是要使車站不像一個車站，去
回歸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本身是完全鬆弛的
日常生活，包括便利店、購物商場、飯館、
書吧。這些被用來安置在車站的設施並無助
於出行本身。恰恰相反，除了盈利這個顯著
的外在動力之外，它實際上還承擔一種緩
解衝突，令人忽視臨界點的情感功能。或者
說，僅僅是為了填充旅客到達車站並離開之
前的這段空白，以一種同一性與連續性，將
分離作為斷裂的事實通過同一性的功能設置
加以掩蓋。
在同一性作為現代性主要症候的狀況下，

出行真正做到了悄無聲息。即便你終於成
行，到達了另一地，也依然感受不到差異。
同樣的設施，包括車站的、市區的、以商業
作為規劃的整個都市都與車站日常性功能景
觀一樣。因為，功能至上主義本身就在以複

製的方法盡可能快的改造一座又一座城
市。在這種狀況下，出行作為尋求差異的必
要性其實大大降低了。只有功能性出行還很
必要。它以某種不得不出行完成一個既定目
標的方式發生。而這種出行，或許正在令另
一座城市的某個細節與「我」相同。
甚至連習俗也正在離開地域限制，或者成了
一種地域性的符號被批量生產，再以商品的形
式進入到整個社會的流通體系。有時候，在表
面上看起來，一種理想，或者叫做差異性所帶
來的新奇感正在一點點的被滿足，甚至是在潛
在鼓勵懶惰的不行動當中讓差異成為一個手邊
之物。在離開了一整套來自於物的發源地本身
的習俗之後，此物的差異性固然還是在形體上
與眾不同，但是這種不同卻無來由，或者它所
誕生的那個傳統的習俗被掩蓋了。
即便有這樣一個集團，它很尊重文化，認為

文化才是產品生命周期得以延續的秘訣，然而
這裏提倡的文化絕不是產品從本地出發時所攜
帶的那一個，而是被某種一般化、且無爭議的
普遍觀念替代了的。想一想可口可樂，用運
動、青春、友誼代表氣泡、能量與分享，百年

來他們的產品未變，主旨未變，只是不斷的用
了些新技術，換了些人和場景。有時候，本土
性會被不加解釋的當成一個「異域風情」的賣
點提出來，或者有可能出於構建不同給它一個
故事。但其實都是言不由衷的。
然而，我們還是固執地渴望出發。在這一切
的同質化發生之後，新的出發就成了絕對精神
性的。到達一個新的地方，地理距離實實在在
的變化令我們離開了物質世界的功能性，而呈
現出一種無往不利的暢快感。即便吃同樣的
食物，即便住的地方千篇一律，這種因為不期
待功用的行動給一切都蒙上一層亮亮的外殼，
成了一個以放鬆作為主題的一以貫之的世界。
這不是真實世界，這是快樂家園。
神奇的是，看來精神是真的可以起作用的。

因為一旦你重新回來，回到循規蹈矩的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來的時候，你感覺到了無窮的力
量，先前的出行果真讓你成了一個新我。同樣
都是抽象的、相似性的行為，效果卻絕對不
同。這或許可以說，概念的不同並不像我們想
像當中那樣因其都是抽象的便在本質上一致。
實際上，精神世界本身是有本質差別的。

異 鄉

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
民間流傳這樣一則笑話：在古

都長安，有一年天降大雪，一個飽
食終日的文人見雪花飛舞，美麗壯
觀，遂詩興大發，隨口吟道：「大
雪紛紛落地。」他的吟唱被經過他
身邊的一個新陞遷的官員聽到了，

這官員為感謝皇恩，隨聲附和道：「這是
皇家瑞氣。」旁邊一個賣棉衣發了財的商
人聽後，也趕來湊趣，吟道：「再下3年
何妨？」這時，路邊一個乞丐正凍得發
抖，聽了這幾句歪詩，即破口大罵道：
「放你娘的臭屁！」
這幾句詩雖然粗俗，但卻說明一個道
理：人的地位、處境不同，對事物的看法
和需求也不一樣。不了解這一點，有時好
心也會辦傻事。筆記小說《近世叢語》
中，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個樵夫，在山上砍柴，時常去一座寺
廟裏歇腳。寺裏的和尚對他很熱情，總是
以好茶相待。有一天，樵夫問和尚，喝茶
有什麼好處？和尚說，喝茶有三大好處。
一可以消食，二可以提神，三可以寡慾。
樵夫聽了，說道：「哎呀，這三大好處對
我來說是三大壞處啊！你想，我天天吃糠
咽菜，肚子裏沒多少油水。喝茶把食消
了，油水豈不更少？怪不得我在你這裏愈
喝愈餓呢。我早出晚歸，每天都很辛苦，
晚上美美地睡一覺，覺得很舒服。而喝茶
提神，讓我睡不，那可太痛苦了。至於
寡慾，就更不好意思了。我是有老婆的。
我雖然窮，但對老婆很親熱。如果我喝茶
寡慾了，她怎麼受得了？」樵夫要求下次
來時喝點井水就行了，不要再喝茶了。
這則故事中的和尚，雖然滿腔熱情，好
茶待客，卻因忽視了樵夫的實際需要，反

給他帶來「痛苦」。和尚的好心，卻未起
到好的作用。
類似這樣的例子，歷史上還有很多。

《莊子．至樂》篇中講了一個魯侯養鳥的
故事，就更加荒唐可笑。
有一天，一隻海鳥飛落在魯國都城的郊
外。魯侯讓人把牠迎進太廟，向牠敬以美
酒，為牠演奏九韶之樂，並設牛、羊、豬
三牲具備的大宴隆重招待這位「貴賓」。
然而，海鳥卻被搞得頭暈目眩，憂愁悲
苦，不敢吃一塊肉，不敢飲一杯酒，3天
後就驚嚇飢餓而死。為什麼會這樣？就是
因為魯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鳥的
生活方式去養鳥。而以鳥的生活方式養
鳥，就應該讓牠棲息於荒野樹林，浮游於
江河湖泊，捕食蟲子魚蝦，隨鳥群的隊
列止息，從容自得、自由自在地生活。
這則故事進一步告訴人們，如果不按實際
需求盲目行善，即使心再好，付出再大，也
常常事與願違，以至造成嚴重後果。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它對現實有重

要的借鑒意義。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人因
為主觀臆斷，有時也會犯同樣的錯誤。某
報曾報道過這樣一件事：
有一家醫院送醫下鄉，積極認真地安排

了一批心臟病專家、心腦血管專家、腫瘤
專家到農村為農民治病，然而出乎意料的
是，找這些「專家」看病的人並不多，多數
人卻愛找當地衞生院的普通醫生看病。因
而這些高水平的專家並未發揮應有的作
用，而當地的「土醫生」卻照舊忙不過來。
究其原因，當地農民所需要的，主要是能治
普通病、常見病、多發病的醫生。這家醫
院的領導不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沒有針
對農民的迫切需要，盲目地追求名氣、權

威，因而不但浪費了寶貴的醫療資源，也
未能解決農民缺醫少藥的根本問題。
送醫如此，支農也一樣。在農村扶貧工

作中，能不能解決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
題，更關係到事業的成敗。筆者就聽說過
這樣兩件事：
某市一文化單位到農村扶貧，幫扶對象

是一個比較貧困的山村。幾年來，他們除
投入不少資金外，還給該村送去一些家電
和書刊等文化用品。可是幾年下來，該村
的面貌並無多大改變，群眾的生活也無顯
著提高，貧困的帽子仍未摘掉。而另一個
文化單位也幫扶一個自然條件跟前者差不
多的貧困山村，他們不但沒有送很多家電
及文化用品，支援的資金也沒有前者多。
可是幾年下來，該村不但摘掉了貧困帽
子，村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這家
扶貧單位也被評為市裏的先進典型。為什
麼這兩家文化單位會有這樣大的差別？原
來他們幫扶的山村，都比較窮，村民最需
要的是增加收入，解決基本生活需求。後
者深知這一點，所以派出工作人員，深入
到幫扶的山村大搞調查研究，利用當地風
景好、靠近名勝古蹟、山果多等自然優
勢，一是開展鄉村旅遊，建起農家旅館，
吸引來各地的許多遊客；二是幫助修好山
村公路，多方打通山果的銷路，並建起果
品加工廠，把多餘的山果製成便於儲存的
特色食品……所以幾年下來，村民的收入
顯著提高，貧困村變成了富裕村。以上兩
例進一步說明：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
在為民造福的工程中，任何措施都應貼近
群眾的切身利益，符合群眾的實際需要。
否則，計劃再宏偉，付出再多，也可能事
與願違，計劃落空，希望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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