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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麗燕

以下文章N 年前寫成，但文章中說

的土今天還在我故鄉的天地間彌漫紛飛，

且依然不期而至地飄揚過海，並帶來了

PM2.5 這種新成分。土，何時不再揚？

天，何時變蔚藍……

早晨起來，掀開窗簾，看到的是灰

朦朦的天、狂風中搖曳的樹枝及前天剛被

老公擦拭一新現在卻落上了一層灰土的

車。我在心裡嘆息道：唉，它到底來了，

我故鄉的土！

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愛北京的

一磚一石，一草一木，更愛北京的風土人

情，文化氛圍。唯獨讓我愛不起來的是北

京的氣候，尤其是春天。本來春天是一年

中最美的季節，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

萬物復蘇、欣欣向榮的開始。春風和煦，

春光明媚，鮮花盛開，奼紫嫣紅的滿園春

色應該最令人神往。但北京的春天在我的

記憶裡是與風沙聯系在一起的。大好春光

常常被風刮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將人

賞花踏青的情趣一掃而光。因此春天成了

我最厭煩的季節。

直到來到日本，我才真正地感受到

了春光的美好。不想故鄉的土卻翻山過

海，不遠千裡地飄然而至。剛到日本的時

候，日本人說大陸的黃沙來了，我不以為

然，認為是人家的惡意誹謗。我不相信那

些粉塵會不被海阻隔。但在日本經歷了十

余年春秋，那隻有在每年春天才駕到的粉

塵，讓我不得不承認黃土高原、戈壁沙漠

於使人染上水俁病、疼痛病等公害病。但

這些環境污染的嚴峻現實為日本敲響了警

鐘，使日本及時地採取了一系列環保措

施。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日本的環境才

有了如今天這樣的改觀。也正因為有了這

些經驗教訓，當今的日本才能站在環境保

護的前沿，承擔著履行《京都議定書》的

義務。

真心地希望經濟日益騰飛發展的中

國不要重蹈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覆轍，將環

保與經濟發展同等對待，從現在做起，從

中最細最輕的成份具有這樣的遠征能力。

每到這時，有人便不無調侃地對我說：

“來自你故鄉的土，你應感到親切。”而

我卻在心中吶喊：這樣的故土，拜托！最

好別來！別說日本人不歡迎，就是我這樣

的故鄉人也不想聞到這樣的氣息，不想感

到這樣的親切。

這樣惡劣氣候的形成當然有自然因

素，但更有人為因素。來自西伯利亞及蒙

古地區的冷空氣將中國西部及蒙古的沙石

帶到中國北部地區純屬自然之功力，本無

可厚非。要怪隻能怪中國為什麼存在於上

述地區的南端，而要受它們的氣候影響。

但這無異於強詞奪理，自然環境的形成豈

能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對於一個並不

理想的自然環境，我們除了自認倒霉以

外，還能懷著愛護、珍視、改善並與之共

存的心情對待她的話，風沙也許會漸漸遠

離我們。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中國人的

環境意識淡薄，甚至可說毫無環境意識。

尤其是近年，單純追求經濟的發展使人見

利忘義，人們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瘋狂地

將自然破壞：大面積的砍伐破壞了森林、

植被；過度的放牧損毀了草原、牧場，使

得沙漠化傾向日益嚴重。據說沙漠正以每

年數厘米的速度向首都北京——我的故鄉

挺近。可以說，導致今天環境不斷惡化的

人為因素恐怕更多。

其實現在在我眼中青山綠水、空氣

清新、環境優美的日本也曾飽受大氣污

染、工業廢棄物之苦。經濟高度發展時期

的日本，曾烏煙瘴氣，廢棄物橫流，以至

改變每個人的意識做起。即使這樣，要想

初見成效也許需要一代人或幾代人的努

力，因此實在是勢在必行，當務之急。

看著電視畫面上被沙暴刮得暗無天

日的街道，想著我熱愛的故鄉人這樣地遭

受風沙的折磨，真讓我難過之至。什麼時

候北京的天空能碧藍？北京的空氣不再因

混雜著粉塵及污染物而濃重？什麼時候我

故鄉的土不再飄揚過海彌漫島國的天空？

我也不再聽到“黃沙來了”的聲音？希望

這一天別太遠。

初到日本的國內來人，對日本人遵守社會公德的自覺性和自制力都十分

欽佩。諸如：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大街人行道上，公園露天休息場所

等，極少痰跡；甚至大街上，地鐵站裡，超市裡，雖人潮如湧，但大聲咳嗽

的人都極少，更見不到隨地吐痰的人，人們普遍使用自帶紙巾來處理並且將

自己的垃圾隨身攜帶，而不是隨手扔掉。

每家每戶的生活垃圾，不僅用不漏的袋子裝得嚴嚴實實，而且仔細分類

投放：可焚燒處理的垃圾扔在一處；洗刷幹淨的塑料瓶之類放一處；玻璃瓶

放一處；可回收利用的紙盒放一處；碎玻璃、燈管等易刺傷人的物品嚴格包

裝並以文字注明“危險品”，放在專門地點。

走在大街上，商場裡，也需視垃圾種類投入不同垃圾箱中。大街上，公

園裡，東京縱橫交錯的通海河道裡，極少見到隨風飛舞或隨波漂流的垃圾。

盡管市面上很少見到環衛清掃人員，但街面幹幹凈凈，水面碧波翻湧。筆者

甚至親眼看到一名在公園長椅上過夜後的流浪漢，早晨爬出睡袋後，立即把

身邊垃圾投入垃圾箱。諸如：遵守交通規則。在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時段，道

路兩側人行道上的行人和自行車川流不息，人人急急趕路，個個行色匆匆，

但在十字路口，不管有多少人等紅燈，卻從沒有闖燈的人，都靜靜等待綠燈

亮起再急急通過。一旦轉彎行駛的汽車和過路行人及自行車相遇，汽車則會

停下來靜靜等待。諸如：公共場合不大聲喧嘩。在公共場合，日本人語言交

流都是小聲且簡短。在人員眾多的街道、商場、地鐵站、超市及公用車廂

裡，即使在人多擁擠的環境下，也十分安靜，極少有人大聲說話，更沒見到

吵架罵人打架鬥毆的場面。在公共場合，聽到最多的日語音調是：奧哈要高

雜一嘛斯，斯咪嘛塞，阿列嘎督。意思是問好、抱歉、致謝。而且聲音溫揉

細小。諸如：遵守公共秩序。在車站候車，在超市交費等，凡是需排列先後

的場合，即使隻有兩三個人，日本人也會按秩序排隊。即使人非常多，也絕

沒有人插隊。筆者曾在超市交費隊伍旁邊等人，無意間回頭一看，我身後排

了長長一隊人，我趕緊表示歉意並示意請後面的人向前，他不僅行禮致謝，

還說了一句日語：斯咪嘛塞，阿列嘎督。

為什麼日本人在社會生活中有如此的自制力？筆者認為，除了社會法制

規章健全的原因之外，良好的社會生活習慣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古語說，

習慣成自然．人生活在社會之中，如果從小到大養成了某些不良習慣且久而

不改，就會成為一種終生惡習，有此惡習的人，會要求全社會的人都服從他

一個人的西慣，將全社會人都遵守的規章規范視為限制其自身自由的枷熵和

綁繩，總以去掉枷鎖綁繩為最快，一有機會，就想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結

果，攪得整個社會不得安寧。

相反，從小到大養成良好的社會生活習慣，那麼，嚴格遵守社會公德，

遵守規范規章，就不再成為行為人的一種精神負擔和約束，而是成為一種條

件反射般的自然反應，此時，你讓他去主動違反公共規章，他會覺得不舒服

有壓力。筆者曾經注意到兩次事例的細節：一位媽媽牽著自己３歲左右的兒

子等紅燈，在綠燈即將亮起的一瞬間，媽媽向前邁了一步，兒子卻緊緊向後

拽著媽媽，並指了指信號燈，意思是說：不能過，綠燈還沒亮。一位奶奶推

著嬰兒車，帶著一歲多的孫子坐在長椅上曬太陽，孫子坐在嬰兒車裡，用吸

管喝光一瓶小包裝牛奶後，隨手將塑料空瓶丟在地上，奶奶身後就是垃圾

箱，她撿起空瓶，本可回身投入垃圾箱裡，但她卻將空瓶塞在孫子小手中，

推著嬰兒車繞了一圈，來到垃圾箱旁，對著孫子的小臉，說了長長一段話，

之後扶著孫子小手，將空瓶投入垃圾箱中。

以上兩件事例說明，日本人遵守社會公德的習慣，是從小養成的。也說

明，良好的社會生活習慣，是良好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全社會自然人自覺遵守

社會公德和規章規范的根本基礎。

■ 歐陽蔚怡

日本的高考在冬季，是流感最猖狂的

季節。幾乎考生們都會提前注射流感預防

針，仍然蒙受流感之害的人還是層出不

窮，更何況普通感冒防不勝防。今年的高

考還沒有結束，最讓當事人擔心的大概不

是應戰能力，而是是否會感冒。如果此期

間不幸頭疼腦熱，哪怕是在過去的模擬考

試中戰績輝煌的考生在實戰考場即使幸免

一敗塗地，也會因為戰鬥力的削弱而與夢

想失之交臂。仰天長嘆、欲哭無淚的懊悔

不僅僅是考生本人，家長、老師、同學都

會為之深深惋惜。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會遭

遇這樣的噩夢。

高中二年級的兒子已經很長時間沒有

感冒了，兩周前參加模擬考試，在考場漸

我和孩子們有了洗鼻子的習慣之後的確很

少患感冒，就連多年吃藥無效的鼻炎也漸

行漸遠。女兒過去每年冬季至少要與感冒

交鋒一次，因為準備高考才養成洗鼻子的

習慣，從那以後很少受到感冒的騷擾。

兒子被染上感冒，我意識到家傳的預

防措施還不足以讓長時間處在高濃度病菌

病毒環境的人“出淤泥而不染”。女兒聽說

兒子那天沒戴口罩，便說，“冬季出門，

尤其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這種毫無防御

漸覺得喉嚨不適。雖然我用中藥配方快速

遏制了感冒，隨後的三天無法正常起居，

當然談不上看書學習。假如這種情形發生

在明年大學考試期間，我們不禁有點不寒

而栗。

對於感冒，應該說我們很早就有了防

范措施——起床之後、睡覺之前以及外出

回家之後一定用溫鹽水清洗鼻子和咽喉。

這是多年前兩位受益者的強力推薦，也經

過我們家的實踐驗證是最為有效的方法。

的狀態誰都容易被卷入感冒的行列”。我

期待持有醫生執照的女兒有什麼絕招能夠

保證弟弟明年高考期間安然無恙，女兒卻

說了一番我早就明白的道理：“一旦得了

感冒就為時已晚，最好的辦法就是提高自

身免疫能力和加強防御“。其他同學的母

親也因為兒子患上感冒而對明年提心吊

膽，問我有什麼秘訣。“出門戴口罩，進

門洗鼻子”，這是10年前女兒考大學的經

驗。明年冬季，我們將嚴陣以待。

■ 張飛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