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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達尼號的隱義

電影《鐵達尼號》（Titanic）在香港上映至今相隔已
二十五年了。該艘巨型豪華英國郵輪（排水量達五萬多噸）
在 1921年 4月 15日首航時因撞上冰山而沉沒。船上載有乘客、
船員共二千多人。但救生艇卻只有二十隻，於是在下沉前乘
客逃生的安排成為一大問題。

現代西方歷史學教授大衛．奧比（David Ownby），在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Pandemic一書中就以鐵達尼號沉沒事件作
為「引子」，對「現代價值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頗值得
閱讀、思考。

大衛．奧比先生對鐵達尼號下沉前船長讓婦女及孩童優
先登上救生艇逃生的安排產生疑問及評論，茲把他的觀點分
述如下。

鐵達尼號沉沒的故事反映出一種價值觀點提升。從效應
（副作用）上來說，乘客的逃生權利在嚴苛的危機裡面受到
了制約。當危機嚴重到涉及人的生與死時，即使是到了現在，
我們需要探討的事情在於「規則與公平」的延續問題。

鐵達尼號當時處於大麻煩，但乘客逃生的權利受到「約
束」。如果乘客不是婦女或孩子的話，那可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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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重要元素是「權利的界限（劃分）在於群體及個
人」，群體講民主，個人講自由。從鐵達尼號的事故展示出
來的是：群體與個人之間所擁有的「領域」不是絕對的。個
人的權利是生存，而生存權卻被操控於群體。但不能就此便
說群體的「安排」是主觀和雜亂無章，群體依然是受「規則」
規限著，而基本的規則是「民主」。雖然原則是「婦女與孩
童優先」，但在鐵達尼號的悲劇明顯不是「投票的結果」，
乘客卻大都接受了它，誰人違反那原則都會被群體所制止。

如此說來，「婦女與孩童優先」並非取決於投票，我們從
事件中看不見「群體民主」。事實是，大部分人都接受船長的
決定並與他合作，但那並不能證明船長的決定是民主，否則因
之而發生來自群眾的激烈反抗行為其結果都被視作「民主」。

事實上，鐵達尼號的故事強調的並不在於「建議在危難
中極其削減個人權利去引起公眾的興趣」，但公眾的興趣並
不是取決於故事中的民主過程。換句話說，在緊急狀況中，
並非單止於滿足個人自由，同時卻又要滿足於群體中的民主。

其中唯一的理由是：在一個緊急情況之下，我們容許「自
由」與「少數救生艇」進行鬥爭。這意味著在事故中便沒有
一個人可以登上救生艇，等同於把緊急的時間用於「民主」
投票。所以船長一定要即時作出決定，沒有去思考任何「文
化」及「政治哲學」上的事宜。

事過之後，已逃生者可能會爭論就算是船長也應該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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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才可以擔任。但當鐵達尼號撞向冰山，他們都把自己的
「信條、學說」擱在一旁。

故事中所遺漏的一點：船長作出的決定並不是為了他自
己與妻兒，他是為「其他乘客的優先需要」而作出決定，因
此才可以獲得群體接受。如果船長自己與妻兒朋友優先登上
救生艇，鐵達尼號的故事展現出來的結果會截然不同。

以上是大衛．奧比對鐵達尼號故事的看法與反思。

水寶認為可以將大衛．奧比先生較為複雜的述說「簡單
化」思考：個人的自由（生存權）、群體的民主（專制），
其中二者的關係、對立（分歧）點，可以從其中慢慢拆解、
理順。

水寶另外想到鐵達尼號事故還衍生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船上「法律」的制定人、執行人是否「權力」過
大？要是其中擁有「逃生優先權」的人是船長的朋友、親人，
誰去揭發？即使揭發了，誰去「制衡」？

其二：如果船長的妻兒不獲優先登上救生艇才算「服
眾」，那樣做對船長又是否公平？

其三：二十隻救生艇滿載逃生乘客垂吊落海面，而每隻
救生艇由一名水手操控，那麼對沒有「資格」登上救生艇的
水手是否公平？是否又是由船長去「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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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若要公平，救生艇載滿乘客逃生，遇到浮沉於冰
海上垂死掙扎的乘客（事故中有一千五百多人喪生），操艇
水手是否應「讓座」而不是用槳去擊打他們？

還有，依照法律，船長率先棄船逃生，事後回到本國會
受到法律制裁，大衛．奧比先生在文中暗示「在東方沒有這
個傳統（是指：船長在最後才可撤離）」。其實，船長棄船
率先逃生的，近幾十年來，東西方都曾發生過，不關甚麼傳
統不傳統，不信？可去查閱郵輪的災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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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

大約在七八年前，筆者參加一個旅行團到韓國（南韓）
旅遊。隨同旅行團大巴的男導遊是香港人，且稱呼他為 A君。
當然，旅途上、行車中，作為導遊不可能「惜話如金」，總
要搞搞氣氛，以增遊興。

A君說由於從事導遊行業，他有一段時間被調派帶團往
韓國旅行，於是多了機會在當地逗留，所謂「近水樓台先得
月」，他結識了一名韓國女青，在「我倆情投意合」之下，
修成正果—結了婚。婚後夫妻倆定居於香港，而 A君仍操
故業。

A君說他的韓妻很有東方女性的優點：溫柔、順從，以
夫為尊。每次當他出團，一切事前所需要的物品，如證件、
內外衣褲、現金、銀行卡、旅行藥品等，她都會事先為他預
備好，A君拉起行李箱便可起行，從不需要他費心（香港女
性可能「不吃韓妻這一套」）。他的「演說」給人的印象是「很
有滿足感」。

A君從孤伶伶的單身漢轉為有妻室的幸福男。他話題一
轉，說到了韓國人繼承了的儒家傳統：「長幼有序」。他舉
了一個例子：在飲宴場合喝酒碰杯，韓國人（尤其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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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注重輩份，碰杯雙方就算是平輩，只要對方知道你的年紀
比他大，甚至只是年長幾個月，都會當你是兄長的輩份，在
碰杯前會把自己的酒杯置於你的酒杯較下方位置才碰杯，以
示尊重，至於長輩更不在話下了。「吃了多年白米飯」的筆
者，就從未見過在香港有這樣細緻的禮節。我想是否這種禮
儀，像相撲、箭藝、馬球（polo）一樣，外傳了，人家保留下
來，自家卻是失傳了？

最近一次偶然機會，筆者隨團到內地一些教育機構探訪，
在晚飯聚餐時間，主人家以酒款待，賓主之間互相敬酒、碰
杯，原來他們完全保留了上述的傳統禮儀：碰杯時都會給來
賓來個自謙式的「把杯子降低一些的碰杯」行為。他們的動
作自然，似乎是習慣了如此行為。古諺說「禮失求諸野」原
來是真的有事實證明……

筆者想：要不是民間對文化、歷史傳統的堅持，可能……
可能會出現像孔子、屈原的「籍貫」忽然遭外人「改變」，
或端午節的起源是「來自他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情
況，那麼將來倉頡、嫘祖、蔡倫、祖沖之、畢昇、李時珍都
可能被更改「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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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旁無木側飲馬

下面一段文字據聞是史學大師錢穆先生的自述，其文（大
意）如下：

錢穆少年時已很喜愛讀書，熟讀四大名著不在話下。他
的父親有時會帶他到鎮上一間茶樓喝茶。那年他大約八九歲，
某次在茶樓與世叔父輩茶聚聊天，小錢穆向他們講述古典小
說《三國演義》的故事，說得精彩、動聽，世叔伯們都大加
稱讚，小錢穆也面露洋洋得意之色。

茶罷，父子二人一同踱步回家。路經一道橋，父親停下
來指著那橋問兒子：「你知道『橋』字是怎麼寫的嗎？」錢
穆回答：「『木』字旁一個『喬』字。」父親又問，如果去
掉『木』字旁改為『馬』字旁呢？」小錢穆默然不語。

錢穆的父親也算教子有方，拐一個彎從側面去教導兒子
戒驕。

木旁為「橋」馬為「驕」。說到驕傲，筆者在之前的文
章也曾提及：驕傲有如人的盲腸，是生下來便擁有的痕跡器
官，是上天「免費」奉送的。它是給人的一種考驗，考驗甚
麼？它既無用卻暗藏著「病灶」，當處理不妥善時，問題就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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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聖賢及修身者都以戒驕作為重要儆惕，為甚
麼？因為難戒！筆者也相信聰明如錢穆大師，必定克服過來
才有以後的學術成就。

其實想深一層，既然這個毛病人人都有，只看幾時「發
作」罷了，那就試試去培養包容的心，尤其是朋友，如果他
或她間中「發作」了，也不須大驚小怪。若果他們「發作」
時段與「事實」相符，就稱讚一下吧，那樣做不會叫你「少
咗一塊肉」，何樂而不為？假如所驕傲的是「超乎」實際情
況，也可以報以一笑，不須作出太強烈的反應，顯示一下「寬
容」，要明白自己有時可能也如他們一樣「觸犯」同樣的錯
誤。如果因為對方「表裡如一」而產生妒忌心，那就說明「道
行」修煉還「未夠火候」，同志仍須努力。

明代朝臣宋濂經過努力苦學做了大官，得到了皇帝的賞
識，但卻招來妒忌。妒忌者認為他只是憑一時際遇才能顯貴。
宋濂在他的〈送東陽馬生序〉（一篇寫得非常好的文章）一
文中慨嘆：「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古往今來皆如是。其實，只要不斷自求進步，而不左顧
右盼、上攀下比，須知「一山還有一山高」，妒忌心便逐漸
減退而致「煙消雲散」。

筆者想，只要潛心修煉戒驕與及容人之驕，終有一天會
「修成正果」。但到那個時候，可能會因為自己能夠修得「正
果」而產生驕傲，矛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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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坊題名

一個傳說故事：清代中葉，某省一位富商擬開設一間賭
坊，為了隆重其事，開張前幾天邀請了當地一位省級高官—
總督為其賭坊題名。賭坊主人知道這位總督進士出身，才識
兼具不在話下。邀請他來題名大可為賭坊「鍍鍍金」，來個
升價十倍。

到了題名之日，總督當眾即席揮毫，寫了「五貝亭」三
個大字。眾觀者大惑不解，紛問字中含意。總督氣定神閒坐
下，啜了口茶，緩緩解釋道：「大凡有貝字部首的字，大都
與金錢財物有關。「五貝」代表了五個由貝字部首組成的字，
分別是：貪、賭、貧、賊、賤。」他稍停一下繼續說：「因
為貪心而去賭博，因為賭敗而致貧窮，因為貧窮而去作賊，
因為受刑而變下賤。」眾人聽後鴉雀無聲。

那位總督大人在上述場合寫下「五貝亭」三個字作為賭
坊招牌，在一般人看來他也頗乏「人情世故」—他在不適
合的環境做不適合的事情；但卻也反映了總督有個性，不從
俗，有見地，同時也頗自信（不怕賭坊主人不用其題名）。
筆者也可以這樣解釋：總督個性耿直，不乏讀書人的「頭巾
氣」（「既然東主請我來自抬身價，那就得隨我發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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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他沒有不近人情地拒絕題名要求而折損官民關係，
但又不願意違反自己的原則和情操—不以賭博為美事。

上述故事中的賭坊主人不知要怎樣下台了。接受總督的
題名吧，「五貝亭」的解釋若傳了開去，便削弱了人家來賭
錢的意欲；拒絕採納題名吧，又害怕得罪了總督，那麼將來
處處給你為難、設限，也頗屬不智。只可以說賭坊主人是自
討苦吃。

常言道「小賭可以怡情」，水寶以前一向「嫉賭如仇」，
原因之一是有親戚泥足深陷於賭之害，致妻離子散。現在自
己在心態上有了一些「微調」：社會上確實有一些「善財難
捨」者，在合法可控的博彩業底下，把那些被輸掉了的「小
財」集腋成裘，造福弱勢社群，不失為一種「變通」之法；
要不然，賭徒們大概也會去幫襯那些地下賭坊。但怎樣能夠
令政府主導的博彩業造到不致令人「因賭而作賊，因賊而變
賤」呢？那卻十分考功夫，處理不好的話，這邊廂賣廣告「波
馬亨通」，那邊廂卻設置「戒賭熱線」，叫人勿「倒錢落海」，
矛也盾也。那些因賭敗負債「著草」（一走了之）者，所遺
下的妻兒子女，就得由政府一力承擔，供養他個十年八載不
出為奇，那麼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博彩收益能夠互相抵銷否？
那就得靠精算師們去「參透參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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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夢

「人說人生如夢�我說夢如人生

短短的一剎�你快樂你興奮

匆匆的一場�你悲哀�你苦悶

帝皇的尊嚴�乞丐的窮困

山峰上的白雪�海底裡的奇珍

當你從夢中醒覺�你已走完了人生」

上面是一首叫《夢》的國語（普通話）舊歌，作曲者是
顧嘉煇先生。年輕一輩可能從未聽過這歌，其實歌詞內容也
挺有意思的。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
龍，花月正春風。」1這闕詞是一代帝王，在夢中申述他落難
時的嗟嘆。

筆者記得還是孩提時代，間中會發的一個夢：大暴雨後，
所有街道都水浸逾米深，有如眾河在奔流，市民皆「行不得
也哥哥」，筆者卻可以展開雙手飛翔、飛翔，飛翔穿插於街
道上空，鳥瞰著湍湍流水，好不過癮。

1 出自南唐李後主《憶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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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事漸長，負笈「書塾」，偶而碰到「依書直說，並
無雜言」的情況，於是「吾喜能夢見周公」，所帶來的後果
卻是：罰以「程門立『堂』」，以示警戒。那究竟是夢還是真？

「夢裡不知身是客」，是在長途旅遊車上半夢半醒之時
所「不可或缺」的。在旅遊車上所發的夢，內容頗繁雜：時
在家，時在野，時是小孩，有時已是「壯年聽雨客舟中，江
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發過最為「凶險」的一個夢：夢見一個彪形身影，從我
的房間慢慢「移」往騎樓。那是一個黑窈窈的，只見其背，
莫見其面的身影。「他」走路時飄飄而行，如沒雙腳般。筆
者抱著被子半遮面地偷看，眼睛張得大大的看。那肯定不是
在作夢，是現實，那是……是……一個遊魂。

發過最富「美感」的一個夢：夢見花間之中，有一隻大
鳳蝶在飛舞。稍看半刻，牠忽然化作美女，與我共舞於草地
上，「翩翩蝴蝶正當行」，夢魂中，與蝴蝶共舞者，究竟是
張少帥，還是水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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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與信任

筆者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從事為顧客下訂單（商品及服務）
的工作。有一個頗為奇怪的現象：單憑語音（那些年還未流
行視訊）便可與顧客們建立了感情，彼此僅憑著聲音去「幻
想」對方的外貌、形態，這是一種頗有趣的互動工作。

顧客有時來電下訂單，剛巧遇到筆者不在崗位由其他同
事接聽時，他們會說等待筆者回崗位後再打過來，或是留下
電話待我回覆之類。這種人與人之間隔著空氣的信任，就單
憑語音建立了起來，有時真的摸不著，有一種「奇幻」的感
覺。

筆者回想起來，除了語音，還施以「輔助」的是：對所
提供的貨品或服務作出質量、質素上的保證，這當然會涉及
公司的「後盾」力量。假若公司是不顧商譽或者採取「過咗
海就係神仙」（欺騙、不負責任）的態度，那任憑從業員的
聲音如何親切、認真，也不可能獲得顧客的信任與認可，這
乃自不待言。

筆者也感覺有趣的是：有些顧客可以定時來電談及一些
跟買賣、服務不相關的「題外話」，是一些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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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瑣事」，從而知道彼此生活上的喜好、習慣。這情況
就好像一些沒甚麼病痛的病人主動定時去見見他們的家庭醫
生才覺得健康、安穩的心態一樣。筆者與顧客之間的維繫是
憑藉於聆聽、理解、商量、順意與包容。

回想顧客們叫筆者感動的來電是：

「喂！ S.P.，近來如何？提提你留意近期股壇上的『大
鱷』……」

「S.P.，與你談談哪一間保險公司比較可靠……」

「喂！ S.P.嗎？下個月我會轉職到某大公司上班啦……」

「S.P.，我要辭職在家中照顧孩子了……」

「我要移民與家人團聚了，打個電話與你道個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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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的耕讀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中的段皇爺，在他
未出家更號「一燈大師」之前，有四大弟子—「漁、樵、耕、
讀」。「漁樵耕讀」是中國農業社會中的四種職業：分別是
漁夫、樵夫、農夫、讀書人（知識分子）。少年十五二十時，
曾閱讀過清代名臣曾國藩先生的《曾文正公家書》，始知有
所謂「耕、讀」詞彙。

幾年前筆者到安徽黃山旅遊。在登山前一兩天下榻於山
腳下的宏村民宿，其間有意參觀宏村的民宅、私塾、祠堂，
閱覽其鄉紳遺墨、詩文、對聯，得知宏村曾經歷過「耕讀」
狀況。

所謂「耕」，顧名思義是耕作、種莊稼等的農家生產，
是屬於經濟層面的活動；而「讀」是指教育、知識、德行傳承，
屬於文化層面的活動。如果純粹著重經濟生產的「耕」，那
麼農村社會可能大部分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
何有哉」的莊稼漢，下一代也可能是質魯無文子弟；如果只
強調「讀」，那麼這個地方可能是處境相對落後的窮鄉僻壤。

筆者在「想當然」：農村耕者（或宗族）有生產力去聘
請外地老師、宿儒到家鄉來，在書塾中講學、施教，可讓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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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子弟得到知識啟蒙，也能使農村的人文文化發展起來。當
中假如有出類拔萃者，便可通過官方考試而當秀才、而任舉
人、而位進士，然後為官為吏，造福鄉黨父老，我想這是有
農村鼓勵耕讀的原因之一。

水寶三四年前到過廣東潮州「自由行」，曾參觀過一條
「進士街」，街道伸延百多米，每隔十來二十米便豎立了一
個高聳牌坊，牌坊上刻錄了哪朝哪代出自潮州諸位進士及其
時官銜，有名有姓，彰顯一方人文文化盛況。

當然，能夠經科舉成為中央官或地方官員，個人俸祿收
入肯定比幹莊稼好，其中最大的社會功能，就是可以強有力
地推動文化發展，繼而造福鄉梓。

筆者有個疑問，「耕」與「讀」是否壁壘分明不可逾越？
其中有否半耕半讀的年輕子弟？當然，那些年有些宗族觀念
較強的鄉村，有宗親組織作捐獻，免費供書教學。但寡婦孤
兒的生計如何？有否如現代的「半工半讀」的「兼讀生」的
情況出現？農家幹活，體力勞動消耗大，「晨興理荒穢，帶
月荷鋤歸」2之後仍要挑燈苦讀，其中艱辛可想而知。所以現
代那些在工餘負笈的學子，教授、講師們一瞥彼等疲態伏案，
或累抵夢鄉，通常都……憫而不擾……

2 出自晉陶淵明《歸園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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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意、誤撞中學習

筆者曾經購買了一個家庭式電熱水壺，可保溫的，容量
六公升，開水可被調較至攝氏九十八度的恆溫狀態，在壺蓋
面的電子感應鍵一按便可以流出，非常方便。

電水壺大約用了一年後，忽然某次按鍵後出水卻止於涓
涓，再由涓涓變作滴水不現。起初以為壺內水泵老化了，也
因為已過了保用期，於是便把它當作舊電器般棄置掉了。其
後買了一個較為昂貴的，以為「一分錢一分貨」，必定可以
用上它兩三年吧。豈料八九個月之後，卻來個「梅開二度」，
發生的故障與先前的電水壺一模一樣。可幸的是電水壺仍在
保用期，於是拿去廠商的保養部維修。

維修師傅將壺內的小型過濾器拆出來清潔，原來因水垢
沉積，很快便修理好了，並即場來個試水，確定沒有問題。
師傅事後對我說：「當每次遇到出水阻塞時，可以用一個新
鮮檸檬，切開兩半，放進壺內加水通電煮開，冷卻後清空壺
內存水，水垢便可被清除。」筆者回家找出電水壺的說明書
查看，確實印載了有如師傅所說的解決方法，只是自己「大
頭蝦」（疏忽），結果把先前的電水壺給糟蹋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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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個案：注重環保的人士都知曉市場上有充電電芯
（電池）供應，筆者也是響應者之一。買回來的充電電芯（2A、
3A），一般可以翻充幾十次。但有幾次在翻充時，充電顯示
燈卻不作慢閃（代表無法充電），於是以為電芯的「壽命」
完結了，便將它棄置。後來感覺有些不妥：為甚麼充電電芯
的有效期如此短促？只是第五六次翻充已經壞掉？一次心血
來潮，用水磨砂紙（打磨金屬用的）在「失效」電芯的正負
兩極輕輕打磨，讓其表面金屬光澤再現，然後再作充電，很
興奮，一切正常！其實電芯的失效只是正負兩極的金屬面氧
化產生了「電阻」而已。那麼先前遭判了「死刑」的電芯便
白白地給「犧牲」掉了。

較早前往新疆旅行，在巴扎（市集）買了當地的一種出
品—馬油。當時只想用來應付秋冬天乾燥天氣引起的皮膚
爆拆（乾裂）。岔開話題，筆者身體上有一特殊「病徵」：
左足底皮膚常常有乾裂現象，有時還如蛇皮般定時「褪（蛻）
皮」，但右足底的皮膚卻光潤如白玉。某次去浴足，浴足師
傅說我的左足底皮膚受到真菌感染，要去看醫生，要吃藥。
筆者一向諱疾忌醫，一次無意間把馬油塗於左足底患處滋潤
一下。但塗抹了幾次後，發覺「褪皮」情況止住了，皮膚漸
趨光滑。大約兩週後，已可「溫泉水滑洗凝脂」了，真的奇
哉怪也！

從上述的事例，得出一個結論：自己的大意如獲得正視，
更正之後便增進了「家居小常識」，對日後的日常起居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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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兼省錢的效果。有時在一些自己不著意的小事兒中，卻
偶然發現了某些東西有「隱性」藥效。其實科學的發明，有
時也是誤打誤撞：想發明來解決 A的方法卻適用於 B。胡適
先生的《嘗試歌》：「自古成功在嘗試」；水寶補上一句：「嘗
試有時現新事，哪會前功盡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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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文物寄存他國？

聞說歐洲國家荷蘭最近將部分文物歸還印尼，公開承認
那些文物是荷蘭在殖民時期從印尼掠奪得來的，並向受害國
致歉。筆者想：壯哉斯行！

某次朋友飯局，A君忽然吐出一句「壯語」：「被外國
掠奪的華夏文物最好不需歸還，有心欣賞者到外國去參觀便
可。」筆者聽後大吃一驚，這些話若給「有心人」聽到，他
隨時可能被定性為「現代漢奸」，或被會被扣上「數典忘祖」
的帽子。但在細聽他續說理據之後，又頗值思量。A君說他
曾參與過文物相關工作，修護文物的支出是非常「可觀」，
那是不論在人力、物力上都得付出很大的事宜。他續說：「唯
一感覺不好的是：文物「寄存」他國，在民族面子上是不大
理想而已。」諸君對他這種說法又有何感想？

筆者也同意：在勘探、發掘、維修、保養、展示文物所
須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財力確實不菲。要不，我們大可以
將所有古代帝王、貴族、將相等的陵墓、地藏、洞窟等一一
挖掘開來，然後探其究竟，考其年代，推斷其前繼後承的來
龍去脈，豈不是在考古、文化的探本尋源上的一大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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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寶數年前曾前往西安旅遊，除了參觀秦始皇的兵馬俑，
還參觀過西漢景帝（漢武帝的父皇）的陵墓—陽陵。景帝
陵墓地宮之大，文物陶俑之豐富，錢幣、五榖、（已開發的）
兵器藏量之大，真叫人大開眼界。據館內的文字介紹，要完
全挖掘陽陵中的文物，從現在起計需時超過一百年。「一百
年」是個怎樣的時間概念？若以三十年為一代人計算，須歷
時超過三代人！那麼還需要繼續挖掘不？放棄算了？

秦始皇的兵馬俑展館，每年吸引中外遊客以千萬計，其
中需要收取參觀費乃無可厚非。水寶進館前，看到當地單是
從事導賞外語翻譯（穿著制服）的從業員，已數以百計。依
這情況看，因參觀兵馬俑所牽涉的「邊際」業務，如酒店、
導遊、餐飲、交通、紀念品、手信等等，各樣收益相加起來，
相對於挖掘兵馬俑（只是部分）在經濟上是得還是失？那自
不待言。但須強調一點的是：開發文物工程是否可達至「以
戰養戰」的效果，繼而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事業，從考古、參
觀、旅遊等事業相輔相成，是規劃上的重點所在。

歷史文物給人家強搶豪奪，卻要花費到外地「參觀」，
給強盜國帶來收益，這是否「藉寇兵而齎盜糧」3？再者，假
如某一天，他們國庫羞澀，將文物變賣以救燃眉，到時文物
散落得不知何處，又哪來欣賞參觀？

3 出自戰國李斯〈諫逐客書〉，意即把武器借給了賊兵，把糧食送給了賊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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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有一段時間曾心儀書法，喜臨摹隸書，買了一本漢
代《禮器碑》拓本。原碑是在日軍侵華時被掠奪過去的，我
卻要買給他們搶去的原碑拓本（其註明原本：東京國立博物
館），試問感受如何？筆者並非在製造「民族仇恨」，人家
強搶了文物（數以十萬件計），有否想過有如荷蘭人般的道
歉歸還？還是繼續向受害國國民收取文物參觀費？也許他們
有另一種想法：強搶你的又奈我何？有本事就打過來要回那
些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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