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在說   

「啲女邊睇得上我」  

馬上多了三奶四奶五奶  

「老細鬼咁乞人憎」  

卻是斟茶遞水第一人  

法拉利之後又換平治  

結賬時方便「有事要走先」  

 

誰在說   

雖撐破數條皮帶 「一定係廿三吋腰」  

是雕刻大師引以為傲的，藝術品  

足足有四層下巴  

被肥肉擠得快要看不見的豆豉眼  

「係照亮員工方向嘅明燈」  

誰在說  

總有人喜歡說反話  

拍馬屁皆因工作能力不夠好  

經理並不帥氣  

他還會壓榨員—  

誰在說  

在旺角街頭看見大海  

公司天台的垃圾堆綠草如茵  

往下墜的過程中，發現  

八號風球天色尤其蔚藍  

大概是因為紅藍對比極大  

機器人有骨有肉   

胸前還有個大窟窿  

眼神空洞卻不忘鞠躬  

不發一言地擦拭鮮紅  

時隔一星期，又  

掛上新的招聘啟事  

這次　是誰   

還會說。   

眾生相   畜生道
柏舟
中國語言文學系四年級

懶洋洋 
會計學三年級 

蔡禮珊
公關專修三年級

有年小學暑假，母親請她正讀大學的堂妹回鄉時順便捎上我——因為外婆常常說我遇著饑荒一定餓
死，因為母親常常不滿我不能把略多於成人的飯量吃得徹底。

總之我隨母親的堂妹——姨姨，回她家去渡過我整個暑假。由於買不到相鄰座位，我靠窗的位置旁
坐了個抱著嬰兒的婦女，一路有比粟米更濃的粟米味氤氳鼻腔，相信那是來自嬰兒的尿布。巴士
晃。婦女滿臉疲勞，不辨性別的孩子咿咿。

好歹附近山上溪水都是聲稱掬起能飲的澈淨，空氣最後還是要清新起來的。五婆婆循她女兒的叫喚
前來應門，扶著鐵閘的兩側牆是剛剛好能把門立起的高度。只防盜，不防偷窺。

要迎遠客，他們慣常的做法是殺雞。這獨層的矮房後院圍了便利雞作息活動的圍欄，呼息間有雞屎
味的怡爽。

殺雞有刎頸、拔毛、沖洗、烹煮等多重工序，不久從醫院脫了醫生袍回來的五公公換上背脊裂成一
條條的白色襯衫也來幫忙，天未入黑便能吃了。

在陌生地方我謹記母親叮嚀吃掉每一粒飯，且飯桌右方是後院門，雞隻直看進來，我遂吃得很慢、
很慢。直到五公公也吃畢站起，他順手拿起近他的一隻裝著雞骨的小碟，向雞群走去，倒在欄杆
前。

我扭回頭急急扒飯，並企圖在寫作的此刻據邏輯虛構，其時必有聲音高亢嘹亮，雞聚集爭奪那塗著
人類唾液、幾小時前還和牠們一起嘈嚷的同伴骨骸。畢竟雞無須念及人情。

觀、食同類之白骨，想來雞能更淡泊生死，更明白自己此生必須死於人類的口腹之欲。日後我可以
告訴那些年長的人，雖然我沒有經歷過人吃人的慘況，但我見證過雞吞雞骨。

雞欄旁有無花果樹，果實的紫皮包著熟軟香甜的紅色核心。半月後，我已吃過一些。平常姨姨若顧
不上管我唸英文，我就在雞的面前走來走去，如牠們般，背手看藍天多藍。可惜我的鄉愁不在此
處，否則應該領略了自然的好。

或許正因我如此百無聊賴，於是遇見了你。有天早上我未醒來，就在我平日躑躅的那裡、我和兩個
姨姨睡眠的房間窗外，傳來你活潑的聲音。

你的聲音活潑，我朦朧中猜測你還年輕、身體嬌小，正興奮地
跑來跑去，引起雞群警惕。

然而到了晚上我才終於看見你。你被斬成深色的一塊一
塊，盛在必須要雙手合力才能捧起的不鏽鋼大碗裡。
不知為何，五婆婆還特意留起了你的尾巴。你的尾
巴纖細，比一般人的手指稍長一點，啡至黑的顏
色，混在肉裡非常突兀。

同桌的人開始合法地咀嚼你的肉，稱讚五
婆婆把肉煮得真香，然後聊當天各自做的
事、見的人。接着一個一個肚痛，去廁
所，再互相告知：是狗肉問題。

我模仿鄉間起居的日子裡，偶爾
聽說有蛇來訪。因是客，誰都不
去殺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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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歸去來時的橙色雙層巴士  
沿路青馬懸索的倒影一道道向後劃破天空的界線  

我曾在沖曬店取出你拍攝的舊菲林
看著我們不在的二十年前二十年後  

地圖上紅點往前向後迷失在這偌大空間
置地廣場兜兜轉轉數十載始終不得始終  

聚會的同行者不再為我沖洗茶杯  
滾燙的鐵觀音滲出一種難以言喻的苦澀  

往日最愛的巧克力咖啡來到感覺加了水  
曾經以為屹立不倒的九龍城糕餅店剎那宣布結業  

黑膠唱片機旋轉的是多少首讚人熱淚的經典  
熟悉的電話鈴聲卻迴盪著陌生的忙音  

新的我新的你開始融入不同時分的春夏秋冬  
兩隻貓一隻一隻遺留在你的我的家  

微笑的唇形泄露眼內藏不住的快樂  
悵然若失的接受從此烙下另一道變異的傷痕  

冬季聖誕劇場第六個巡迴如期上演  
無明灰塵卻鋪滿東京鐵塔泛黃的便簽  

踽踽獨行到尖沙嘴碼頭的藍色海旁  
繁星點點的街頭演唱從未唱出那首我的最愛  

銅鑼灣時代廣場的十字路口人潮湧動  
恍神不過須臾已被擦肩而過上萬次    

你走後的三十六天



拾貳
人文及創作系二年級新兼職路過人間

七十五呎的空間，貼著防曬窗貼的落地玻璃，一張約長八十厘米，寬五十厘米的木色折疊桌，兩張
純白折疊凳，正在跳動的計時器，我和她。

桌面散落著幾枝未能及時收進盒中的木顏色筆和兩張剛做完的練習，練習上壓著的數條電線互相纏
繞，充電器接通電腦，電腦又插著多端口轉換器，再而連接有線頭戴式耳機和遊戲感應器。

「叮、叮、叮」的拍子規律地從她戴著的耳機裡傳出，聲音卻變得很虛，每一下都拉走我一絲思
緒。但緊隨她的小手跟著拍出的節奏，又將我召喚了回來，電腦畫面不斷改變的紅黃綠顯示著她是
否能跟上節拍。

這些僅存的聲音反反覆覆，我偷偷打了一個哈欠，在不影響她做訓練的情況下抽出練習，瞄了一眼
便將她畫不直的線和配對錯誤的圖形圈起來，欣慰的是整體正確多於錯處。

「很厲害呀，我們保持專注，將誤差全部縮至綠色區域。」這話脫口而出，臉上被遮掩的笑容配上
與小朋友對話時的高八度語調，似乎就是我對待每個孩子的公式。

自從換了這份外人都讚好的新兼職，我時常穿梭停留於不同小房間，一對一地陪伴和指導患有過度
活躍、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或自閉症譜系障礙等各種問題的孩子。看著他們做完系統化的電腦
訓練，偶爾帶領他們做紙上練習，休息途中就聊聊天或播放短片給他們，千篇一律。從踏入小房間
那刻起，形影不離地與他們在同一空間度過兩小時。

計時器一分一秒地上升至約九十分鐘，專家才推開那道從開始就緊閉的房門，快速進入正題地向我
詢問進度，以及對她進行最終評估。

「今天有沒有全程專心呀？會不會突然看向窗外的風景和小鳥？讓我們先來看看你的數據如何。」

「外面又沒有什麼可看，但博士你可不可以不要和我媽媽說我只拿到了八十三分？她一定會說我
的！」

女孩的回答令我手中的動作一頓，繼而抬手看一眼手機顯示天氣廿八度，窗外白雲群集，卻只見灰
濛濛一片。落地玻璃所映事物是對面一座外牆正在翻修的商業大廈，應有的好奇心也被那邊的防偷
窺窗隔絕。海只能像一幅長方形掛畫，豎立於兩棟高樓之間。八歲的她在一次次訓練中陷於數字，
卻沒能察覺自己真正的進步。而我協助訓練孩子們的同時，似乎有一些東西正在無聲消耗。

這份工作的確有意思，讓我看見不同家庭故事。個案包括有父母皆是教授，但卻教不了天生患有讀
寫障礙的兒子。有單親父親帶著患有重度自閉症的雙胞胎前來尋求協助，希望兄弟二人能學會社
交，甚至只為一聲「爸爸」。亦有無視孩子天性，覺得孩子不聽話全因專注力不足而送來訓練和購
買腦力補充劑的專制母親。

但是，我卻開始考慮辭職。

昨天，太陽從東方升起──

他眼裡看到的世界千奇百怪卻也萬變不離其宗，或許這稱作人間。

七點，如約而至，沒有喘息的空間，世界就要開始運轉，「嘟」地一聲紀錄了時間，也紀錄了來之
不易的金錢。

「阿明，你先去打掃一下，看到沒有地下很髒，等有客人來再去收錢。」他看著地下那被視為「很
髒」卻微乎其微的塵埃，再抬頭一望，頤指氣使的經理明明就站在那污跡的旁邊卻氣定神閒。搞什
麼，只會站在那裡安排我去做，但下一秒他低下頭緩緩回應「喔，好。」

穿著校服的麻花辮和幫其背著小書包亦步亦趨的女傭走了進來。他立即揚起標準式的露齒微笑，機
械地說著：「你好，歡迎光臨。」但他忘記了口罩下的微笑不會被人檢視，更無人所知。「要一份
魚蛋同燒賣，唔該曬。」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令他怔愣了一下，隨即便被打斷了。「我不想吃這個，
我想吃媽媽給我煎的漢堡扒。」「等會兒校巴就到了，明天再給你煎漢堡扒好不好。」「不要，我
就要吃媽媽給我煎的！」傭人一把塞給她紙幣以試圖解決這一場戰爭：「但是已經買了，明天再
說好不好？」「不要，我要回家！」天真的小朋友總以為回家就能看到媽媽的漢堡扒，殊不知「
媽媽」近在眼前。

一個幾十條皺紋一瘸一拐地踏上台階，纖細的指骨讓厚重的玻璃為其開路。他迫不及待地抵達「近
期的世界」，手裡拿起那架子上的一份《明報》，一會兒唸唸有詞，一會兒搖搖頭，一會兒讚嘆世
界的豐盛，一會兒感慨世界的荒蕪。若是再進來幾個同樣從社會大學出身的老朋友，免不了又是一
場高談闊論。智慧的他們總愛給世界上課，不想落伍，卻只能透過薄薄的紙張和硬幣遠遠凝視著世
界。

「好的好的，不是說明天才截止嗎。客人急著要啊，那行，我盡量趕在今天完成。老闆，這加班費
有的吧？」一條領帶語氣急促、神色不安地走來走去，一手拿著瓶裝咖啡和三文治，一手拿著電
話。許是電話裡的談判不如己意，他安靜地掛了電話，嘆氣聲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傳播得分外清
晰。「能不能快點？這麼慢，也不知道是怎麼請你來工作的。」粗獷的聲音彷彿掩蓋了剛才沉重的
嘆息，阿明詫異的看著凶神惡煞的他，不知道這人的面孔竟可以轉變的如此之快，剛湧起的那一股
親切瞬間煙消雲散。生存，原來是一層又一層無止境的壓迫。

今天，太陽從東方升起──

他們走過，他們來了，他們也曾留下，可他們也會離開，或許這便是人間的規則。

「阿明，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十點再下班，麗姐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骨折了，你可能要暫時幫她頂一
下班。」「好。」「哎呦，別說麗姐了，上次做那個優惠活動，我也是把手給撞傷了，現在動一動
也是痛得不行。」「那有去看一看嗎？」「哪有那個時間啊，更何況何必花這些冤枉錢，行了，不
說了，今天又有主任過來檢查，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他一下又一下地擦拭著那早已一塵不染的透明玻璃，挑剔的經理又在耳邊唸經，指導他還有哪裡有
灰塵，像一隻擾人的蒼蠅。玻璃窗裡和玻璃窗外，他進入了獨自的異度空間，他自由自在地穿梭著
這個世界，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救世主，苦心經營著這間提供高檔服務的便利店，只要客人們願意
留下些東西，他能提供他的一切。第一位顧客匆匆地走過來拍八達通增值，錢，夠了。第二位顧
客，詢問最新的一款雜誌，美貌，夠了。第三位顧客，蹦蹦跳跳地要一杯思樂冰，純真，夠了。第
四位顧客，點一份優惠券，一句謝謝，夠了。他好像找到了這份工作的樂趣，也沉入其中。

一架又一架的士停置在透明外，等待著四處奔波，絕大多數，它們像是一潭死水，偶爾才會冒出幾
隻魚攪動著這潭死水。不像他的便利店，來來往往總是充滿了朝氣，儘管有時候他也羨慕司機們的
寧靜和舒適，可更害怕那巨額的養車費，也許車開不了幾次，便把人給養死了。這麼想想，他滿足
於這份工作，司機還要到處遊蕩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不需要走動便能看清楚世界的移動。有時
看到潮流的走向，有時看到了科技的力量，有時看到了人情世故的變遷，有時……有時……

最讓他深刻的是那個常年徘徊在這裡的一個老婦人，她被生活壓彎了腰，卻仍然抬頭直視東邊的日
出。她來了，拖著一個大推車，載滿了五顏六色的瓶瓶罐罐，拿走了我們放在橋下的一堆堆紙箱。
她走得緩慢卻又沉穩，穿著殘舊卻異常乾淨的衣服，走向了目光不能所及的地方。沒有人在意，也
沒有人幫忙，大家都匆匆地路過，匆匆得看不清模樣。

「阿明，今天辛苦你啦，請你喝杯飲料。」冰冷的溫度被掌心的熱氣揮發，暖意縈繞。

「明天見哦。」聲音帶來了夜幕，兩三顆星星在天上眨著眼睛。

明天，太陽還會從東方升起嗎？

哦，照耀下──

原來，我們都路過了人間。

周詩雅
中國語言文學系二年級

近年喜歡同時間讀多於一本書（即使內容非比尋常、出神入化），半年、一年後歸納一下，總
是文學書、非文學書各佔一半。那些非文學書我不敢稱之為閒書，獲得的知識也不算是雜學，
皆因驅使下一輪創作的往往是文學以外的資訊。因此我翻過涉及文物保育政策、香港鐵路發展
史、客家話常用詞、本地山野遠足、滅絕動物的報告、相冊、字典、指南、圖鑑等等。

容我分享最近讀到關於長鼻目的進化史：磷灰獸可說是最原始的象，五千八百萬年前棲息於北
非的水邊，外貌和習性似小型河馬。磷灰獸、始祖象等水陸兩棲的象後來遷入平原，體形漸
大，腳更粗壯，鼻子拉長。象的門牙（是門牙！不是犬齒）發達起來，而一千五百萬年前鏟齒
象科成為異類：鏟齒象的下頷特別長，樣子相當恐怖。五百萬年前的寒冷時期，猛獁（象）的
族群壯大，最後卻被氣候淘汰，被人類過度獵殺。非洲象是現今陸上體形最龐大的動物，母象
和小象組成象群，公象多數獨行。

作家、創作人的閱讀必須廣泛，有些知識來自命中註定，有些卻要自行物色。個人經驗是：不
知道甚麼資訊有助寫作，就盡量廣納知識，讓儲存的資料兀自發酵，準備趁上未知的時機。工
作經驗可說是今期《支流》作品的支柱，〈新兼職〉以第一身反思教育的真義，〈路過人間〉
的店員阿明以定點方式觀看人間，〈眾生相〉寫一間前景堪憂的公司。〈畜生道〉包含不少「
極速」的小節，譬如在醫院救人性命的五公公回家就落手宰雞；興奮地跑來跑去的幼犬即晚變
成一盤肉──朝夕雖短，卻有更戲劇性的瞬間。〈你走後的三十六天〉以兩行詩展示十一個片
段，讀後感受到一陣涼。

說回現存的長鼻目，除了吞吃岩石，非洲象也以象鼻（實是象的鼻與上唇）挖掘硝塘（含礦物
質的水窪）攝取鹽份。象群把濕潤的淺灘挖出一個個凹坑，這時候不同象群無分彼此，趁硝塘
未被烈日曬乾吸取維生的養份。有科學家稱這個壯觀時刻為野生象的象村，象村是非洲大陸長
鼻目後裔的交際場合，母象以人類不通曉的語言談及叢林和草原的變化。

象村之於象群，能否像閱讀之於人類──分享情感、交換信息，將經驗傳遞開去。硝塘中的
鹽，相信大家早已聽過，是創作價值其中一個比喻。

二○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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