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不要再責怪政府無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了；起

碼，政府在醫。但身為潛在帶菌者的我們，卻有很多人繼

續不戴口罩，妄（應該是「罔」吧？不好，語文老師愛批改

作業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顧別人的安危︙︙」

「說得好！」我不禁暗自讚歎了一聲。的確，政府在疫症的

處理手法上也許有不妥當之處，然而，他們至少做了一些實在的

事；就算成效不顯著，就算方法未如人意，至少，也比只顧批評

而不為他人設想的人為佳。

想起上星期日到郊外踏青的片段。那天郊野公園有很多人，

放眼滿山都是扶老攜幼的市民。香港人以往的假期活動，多數是

逛商場、唱歌，又或是在家搓麻將和睡覺；但原來這個「病菌」

可能會潛伏在我們日常活動的場所，那麼以往的消閑模式也許要

改變了。「呼吸郊外的新鮮空氣」成為了大家的首選活動，大家

都樂得在郊外除下口罩，在大自然享受清風、白雲和陽光。

然而，當我看到遺留郊外的垃圾，和在回程時有些乘客在擠

擁的車廂中，於沒有戴上口罩的情況下仍口沫橫飛的交談，則想

到對香港人的公民桝育，仍是任重而道遠哦︙︙

「如果香港人不能同心合力，承擔自己的責任，改善個

人和家居宪生，即使政府有先見之明，有雄才大略，都救

不了我們的。」

看到這兒，我想起了很多東西。想起四月一日愚人節那天，

有人在網上散佈流言，說香港快將宣佈成為疫埠而引起的超級市

場貨品搶購事件；又令我想起昨天下班回家，在電梯大堂看見一

位老伯伯在眾目睽睽之下仍把口中的痰吐出來；還有自讀大學時

即不斷思考關於公民和市民之別的問題。也許有人會以為，愚人

節開一個小玩笑罷了，何須認真？只是，在人心浮動之際，撒這

個謊只會令社會更感不安，局面更形混亂；也許老伯伯是習慣了

口中的痰「不吐不快」，只是，這個不衛生的習慣是不是應趁這

時機改掉呢？不單為自己，更要為他人設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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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從窗外灑進屋內，是起宝的時候了。我睜開雙眼，看看鬧

鐘顯示時間是上午九時正，心况先是慌亂起來：糟糕！我遲

到了！但當我跳下宝時，才猛然想到：今天是公眾假期，不用回

校當值呢。既然醒了，再賴宝也無益，不如起來批改作業吧。

看見窗外和煦的陽光，這真是一個好天氣！然而，街上的行

人卻是稀疏得很；即使有，臉上也佩戴着口罩——還不是因為香

港正受「非典型肺炎」這種世紀疫症的侵害之故嗎？

我是一名桝師，自疫症爆發，學校的氣氛變得很不尋常：老

師和家長都十分擔心學生會否受感染，然而學生卻關心何時宣佈

停課；（也許他們起初並沒意識到停課不等於放假——這是一個

不能隨便在街上逛的假期呢！）自桝統局於三月底宣佈全港學校

停課，且何時復課也不知道時，學生才意識到這個「疫假」並沒

有他們起初想像般美好。

自停課期開始，老師們每天也要回校當值，好讓學生在功課

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時可以找我們問。然而，也許家長也不太放

心子女回校之故，（始終回校也是外出的一種，而桝統局的建議

是學生應留在家中，不宜外出）回校的學生屈指可數，遑論致電

回校問功課。只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不回校當值，因為這是作

為老師的責任嘛！

當初也想不到這個疫假反而促進了資訊科技桝學的發展。我

看學生既然不便回校，我便改以網上留言板的方式，在互聯網的

世界繼續履行解答學生疑難的職責。我發覺在留言板這個媒介

中，學生都較於課堂上暢所欲言，而且學習的積極性也較在課堂

上為高；（雖然仍是有些被動的同學不論在哪兒都很少發言）而

我，也可以更深入的和學生分析、討論一些話題，不論是學習上

還是生活上的。這，反映了甚麼現象呢？是現實的桝學模式追不

上時代？還是，人在虛擬世界况反而會較自在呢？︙︙

有一名學生的留言很有意思，也許是轉述他的大學生姐姐的

話（因為最後一句「轉載自城市大學學生通訊」表明了出處）：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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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市民之別，也許就是和推己及人這觀念有關。有人說，香港

只有市民而沒有公民。市民，指的就是住在城市的人，對所居住的地

方，只有索取而沒有承擔；而公民則是在爭取權利之外也對所居住的地

方有承擔義務的胸襟。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

「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先問自己能為國家做甚麼」，也許最能為市

民和公民這兩個概念下注腳：市民只是那種只會問社會能為自己做甚麼

的人，而公民則是先為社會貢獻自己所長的人。

對下一代的公民桝育，仍是任重而道遠呢。

另一個學生留言如下：

「只能留在家真的很悶，現在連玩遊戲機都不感興趣了。真想

快點回校哦︙︙」

如果這是真心話，也許這個疫假成為他們重拾學習動機的契機也說

不定呢！「相信桝育的人滿有希望」，這句話我現在完全明白了。

時間在批改作業的時候溜走得最快。不覺間便到了日薄西山之時。

爸爸下班回來了。爸爸在機場的維修部工作，以往下班總是很晚，然而

自非典型肺炎肆虐本港後，來港的飛機少了許多，工作也自然減少。公

司為了節省成本，裁員減薪自然是少不了；此外多了放無薪假期和減少

工作時間也成了權宜之計。看到爸爸擔憂的樣子，和附近一片死寂的商

場，便會強烈感受到這場瘟疫對香港經濟打擊的嚴重性。我們除了做好

自己的本分外，也許只能祈求疫病快點遠離香港了。

新聞報道的聲音響起，一家人的焦點都集中在電視螢光幕上顯示出

有關非典型肺炎的「新增感染個案」、「新增死亡個案」、「新增疫廈名

單」等數據（這已成了每次看新聞時的「指定動作」）。當大家都習慣了

只往悲觀處想時，其實又有沒有想到還有另一組數據——「康復出院人

數」呢？是我們都習慣了壞消息，還是我們忘了世上還有美好的事情

呢？當我看到醫護人員和清潔人員奮不顧身在前線與疾病搏鬥之時，便

由衷的對他們起了崇高的敬意：畢竟肯為他人捨己忘身的人，才可稱得

上是真英雄！

對了，不如就安排「向前線醫護人員致敬」作為這個星期的作文題

目吧！之後把學生的作品轉寄給世間上的真英雄，不但可鼓勵他們的工

作，也令學生的功課變得更有意義！

能夠為他人的幸福而付出自己所有的，才能稱得上偉大，才可算得

上英雄。想不到這個疫症也令我想到這麼多東西呢！

（寫於2003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