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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凡

3月9日，兒子小象所上高中的畢業

儀式。我們夫婦都去參加了，其中幾幕讓

我感觸頗深。

其一。校長為每一位畢業生頒發畢

業証書。點名、鞠躬、雙手鄭重交付畢業

証書、握手、退後、再鞠躬。每一個孩子

都是這樣，哪個孩子握完手，著急走了，

校長還會把他扶回來，認真地鞠上一躬。

226個孩子們有序地排著隊，一個、一個

地上台，校長用了大約1個半小時的時間

一絲不苟地重復著這套動作。我們就這樣

一直靜靜地觀看著這個莊嚴的儀式，直到

給最後一位畢業生頒發完畢，我想校長終

於可以休息一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鞠完

躬的校長轉過身一直目送這位畢業生走下

舞台，再走回自己的位子。此時我看到的

校長的目光不僅是校長更像是父親，同時

看得我也眼眶發熱了。

其二。上面的儀式中途隻停頓過一

次。那是當一名畢業生上台時，校長鄭重

地宣布“你是我校建校 5 0 年以來的第

10000名畢業生”。同時還請上來一位先

輩與他對話，原來這位前輩是該校的第1

位畢業生。當天還有10多位該校的第一

屆的畢業生趕來為第五十屆畢業生祝賀。

當他們從座位上站起來向後輩們揮手祝賀

時，白發與黑發之間的互動讓我看到了一

到孩子的一生。

其四。頒發完“皆勤獎”校長致辭。

這是一所初高中一貫制的升學預備校，校

長沒有提到高考，而是介紹了孩子們作為

志愿者奔赴災區、參與APEC 的情景。

野外生活、藝術表演、還特別提到參賽全

國高中生搞笑大會獲獎一事。聽到這些，

我聯想到這裡的畢業生有的後來成為了宇

宙飛行員、著名音樂家……聽說兒子的同

種動人的傳承。

其三。頒發完畢業證書，之後是頒

發“皆勤獎”。連續3年沒有請過假、遲

過到的34名，連續6年沒有請過假、遲過

到的34名。全場為堅持不懈的孩子們響

起了長時熱烈的掌聲，我知道這裡面也包

括家人多年的努力。校方並未夸獎學習，

而是表揚了全勤。細想這個“皆勤獎”與

學習是應該有內在關系的，而且也會關系

學就志愿報考國立大學的意大利語專業，

將來要作一名意大利餐的廚師。我為兒子

在這裡度過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擁有更

清新廣闊的未來而感到欣慰。

其五。學校給畢業生贈送紀念品。

一個是圖章盒，裡面裝著刻有每個學生姓

氏的圖章與印泥，盒蓋內襯是學校的照

片。圖章在日本使用得比較普遍，孩子們

今後走向社會也要使用圖章。蓋章也意味

著一種責任，我想將來孩子們每當打開這

個圖章盒，取出圖章要蓋章的時候，大概

都會想起當年老師的教誨。另一個是名片

夾，這個等孩子們上班後也會用上，當我

這樣想著打開時，卻看到裡面整齊地裝著

校長及各科老師的名片。我想起了剛才校

長致辭的最後提到，孩子們走出校門後遭

遇了什麼煩惱或者收獲了什麼喜悅都可以

與老師聯系，我們會在這裡等著你們。而

且，今天我也親眼看到了五十年前的老學

生回到母校來了。

其六。畢業儀式之後大家去參加了歡

送party。孩子們、老師們、家長們相互

慶祝，在這個party上我們發現本屆畢業

生中居然有4位同學是華人子弟。家長大

都與我一樣20多年前隻身踏上東瀛，如今

相聚在一起看到我們的下一代在這裡的成

長感到欣慰。正在這時小象過來告訴我，

根據網上的發表已經憑借統考成績被某大

學錄取了，不過本人還要繼續挑戰一下。

她父親有句口頭禪，明天再說。就算是天塌了下來，她父親依然會一成不

變她說，明天再說。小時候，她信以為真，真的以為她父親會明天解決，後

來，知道那不過她父親的一種措辭，因為明天之後永遠有明天。她母親厭惡她

父親的這種對待明天的態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從小就教育她，今天的事

情一定要今天做好，不要等到明天，因為明天總有明天要做的事。成年後，她

終於理解了她父親，那不過是大人們對待現實生活的一種逃避，那無能為力。

卻又羞於承認，在子女面前，始終想保持長輩的尊嚴。

 明天多美好。讓人活在期望中。所以懶散的人有了借口，明天再說。

 對於明天，她更愿意活好今天。明天很近，卻也很遠。一場災難，人為或

是天意，也許就會見不到明天的陽光。而今天的陽光就在頭上，實實在在，溫

暖宜人。明天是看不見的，微小雖帶有美好，去始終隔著一個夜晚的距離。夜

晚很短，睡了一個覺天就亮了。夜晚也很長，當你失去親人，當你失去愛情，

那個夜晚便會讓你覺得漫長如年。

 某一年，她對自己說，你在明年要生個孩子。何年何月。不是今年，是明

年。那個時候，她不過才20幾歲。心想，時間還多，不差這一年。後來，那個

明年她並沒有生孩子。她又對自己說，在30歲之前生就行了。後來，30歲到來

了，她仍然沒有兌現諾言。她又對自己說，還是等明年吧。她知道，明年之後

永遠有明年。她學了她父親，在為自己尋找自我安慰的措辭。那個時候，她理

解了她父親。就像她小時候，她始終不明白她父親為什麼今天的事情不今天做

好。多年後，她自己卻近了她父親的墨。她怕。怕那個明天。不在她的控制范

圍，怕無法擔當。前怕狼，後怕虎，卻又無從說起。怕被恥笑。乳臭未幹的二

八少女都可以堂堂地做母親，她一個三十歲的女人對著別人說，我害怕。她真

的沒有那個勇氣。你若問，怕什麼？她會輕輕一笑說，怕那未知的無法擔當。

她母親對她的影響很大。她母親說，孩子是一個生命。生下來就必須對她負

責。當有不幸存在，當然是母親承擔。她母親又舉了個列子，一對夫妻家庭破

碎，妻子可以選擇拋棄子女再嫁，這樣可以獲得幸福。可是那被拋棄的子女肯

定會過得不幸。幸福隻有一個，有媽的孩子是塊寶。子女既然是媽媽帶到這個

世界上來的，那麼必須要負起全責。

 她見過很多南美的父母，孩子生了下來，像貓狗一樣，給點食物，養大成

人。不接受教育。那樣的生命，生与不生，又有什麼區別？小學時，學過放牛

娃的故事。貧困農村，隻為養兒子，尋求傳宗接代，又不接受教育。兒子養下

來送去放牛，小小年紀，你問他為什麼放牛，他說，放牛好掙錢娶媳婦養兒

子。當然，即使運氣好生了兒子也還是放牛。這則故事，她當個笑話看。不理

解。她很欣賞她母親說過的一句話，孩子不要多，質量上去了，一個頂十個。

你看那中國制的產品，價格無論怎麼低，在世界上就是賣不過高價格的日本

制。因為沒質量保證。

很多政客會對選民做下承諾，保證明天會更好。對於政客來說，沒有比明

天更好的詞匯了。明天看不見，渺茫，所以可以夸下海口，大言不慚。其實，

明天很遠，很遠，很遠。因為有無數個明天在等著你。那無法預見的未來。那

近在眼前的明天。

 世界無限大。

■ 房麗燕

近來發生的一系列圍繞釣魚島的問

題使原本風雨飄搖的中日關系再次受到沖

擊，就連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紀念都

沒能在彼此之間營造出些許友好的氛圍，

取而代之的是被驅之不散的陰霾籠罩著。

在領土問題上，相信任何國家都會

對其主權進行毫不退讓的維護，釣魚島也

是一樣，中國有中國的理，日本也有日本

的由。但是，即使中日之間登島與反登島

的壯舉或鬧劇反復上演，即使反日鬥士將

同胞的車再砸掉千萬台，即使奪旗英雄將

日本國旗奪盡燒光，也不能使問題的解決

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最終還是兩條平行

線。

的確，釣魚島對於中日兩國來說都

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就連毛周鄧這樣英明

偉大的人物也隻有將其擱置的解決辦法。

其實，領土之爭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個地

德裔人為主，深受德國文化的影響，公共

語言為德語系方言阿爾薩斯語和法語。讓

居民說法語是法國統治最初實施的強制同

化政策，不過近年法國改變了該政策，不

再強迫居民說法語，所以很多年輕人不會

說法語。

如此爭奪這塊土地的原因之一是因

為這裡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但是擁有

阿爾薩斯主權的法國對此卻沒有自由開採

的權力。這是因為歐洲各國在經歷了漫長

的戰亂之後，為避免再為領土問題、資源

問題引發戰爭，法國與阿爾薩斯周邊國家

為達到共識而訂立了共同條約。條約規定

區，而並非僅存於東南亞地區各國之間。

但是關於領土紛爭的解決並不是沒有妥善

處理的先例，法國和德國之間的阿爾薩斯

地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阿爾薩斯地區位於法國和德國邊

界，關於這一地區的歸屬，法德之間有很

長的爭議歷史。可以說在歐洲戰亂的歷史

時代，它曾為戰利品輪流歸屬於法德。最

初它曾為羅馬帝國的領地，17世紀被割

讓給法國，19世紀又被德國佔領。上個

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之後，由法

國統治至今。

如今法屬的阿爾薩斯地區，居民以

對這一地區礦產資源的開採需得到周邊國

家的許可，而不得擅自開採，與是否擁有

該地區主權無關。

也許法德之間的問題與中日之間的

問題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以我一個愛好和

平、不喜歡通過武力解決爭端的凡人來

看，一味地爭議、一味地磨擦而使矛盾激

化升級的做法絕不是聰明智慧的解決問題

的方式。兩國之間也如與他人發生糾紛時

一樣，需要雙方本著誠意通過真摯而冷靜

的對話來解決。當然擱置不解決也不失為

一個好的解決方式。

       □

■ 蔡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