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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明的《裸體

日本》，副標題是 「
混浴、窺看、性意識

，一段被極力遮掩的

日本近代史」 。顧名

思義，本書主要從 「混浴」 、 「窺看」
和 「性意識」 三方面探討日本在裸體觀

念上的變遷，是一部日本裸體文化演變

史。本書描繪了日本人在心態上由開放

到羞恥的層次演變過程。

本書共分六章，首兩章都引述外國

使者及旅行家訪日時所看到的混浴情景

，第三章敘述日本人與現代不同的裸體

觀，第四章闡述當西方文明到日時，日

本人的裸體觀如何受到衝擊，最後兩章

則提及當傳統裸體觀受到衝擊後，日本

人發生了何種變化，包括在日常生活、

藝術和性意識上。

開放裸體與非性羞恥心
為何十九世紀日本的裸體觀念如此

開放？例如書中記述，無論男女，從公

共浴場入浴後都會光着身子回家；住家

是開放式，外人可在外直接看到家中，

而家中女性的上身亦是一絲不掛。無論

是在現代人或當時的外人看來，這些行

為簡直是不可思議，認為日本人缺乏 「
羞恥心」 ，但 「羞恥心」 正是裸體觀念

原因。

日本人並未將裸體與性產生連結，

而只當裸體是 「臉部的延伸」 ，當裸體

與臉部一樣都是 「日常用品」 ，羞恥，

便不必要。書中引述一名日本男性的混

浴習慣時，他說 「當我在澡堂看到一位

赤裸的女性時，我也不會刻意撇開視線

！我不覺得這樣有什麼錯」 。相反，西

方人將裸體與性相互連結，在不同文化

下對羞恥心的詮釋，想不到會為日本的

裸體觀帶來重大的衝擊。

裸露、羞恥與西方文化
對比日本人自由顯露裸體，西方人

遮蔽裸體的目的是管理內在的性慾望。

如上所述，日本人已將裸體日常化。對

外國人來說， 「真實的目光」 會在裸體

上下游移，但如果持續使用真實的目光

觀看裸體，則他們又與自我管理內在性

慾望的目的自相矛盾，所以需要以批判

的眼光審視日本人裸體，說此是不知羞

恥的行為。

直到明治維新，由於厲行現代化改

革，為 「對於外國人避免有失禮節」 ，

政府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頒布混浴禁

令、對於猥褻物和裸體加強管制等，令

公然的裸體轉變為隱藏裸體。明治維新

之現代化，需符合西方之標準，以 「裸
體觀為例」 ，西方文化是遮蔽文化，日

本若現代化，其需由顯露文化轉至遮蔽

文化，以合西方之標準。明治時期一系

列改革，令日本人對於裸體觀的羞恥感

推上頂峰，使後來日本的裸體觀誕生出

與西方人相同的羞恥觀念。

總括而言，《裸體日本》敘述了日

本文化在裸體觀念上的轉變及每一階段

的表徵和現象，但措施背後的動力則來

自西方人的眼光和批評。所以，本書不

僅是日本的歷史和文化史，亦是一本有

關日本對外的交流史，見證日本社會如

何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由開放到羞恥的日本裸體文化
幾年前讀過稻盛和夫

的一本書叫《活法》，我

記得好像是第三章，他講

凡事要依靠原理思考的

時候說了一句讓我記憶深

刻的話： 「看似複雜的事情只是簡單事情的

投影。」 這句話的信息量太大，以至於我每

當遇到一個新領域時，對這句話總有新的

驗證。

比方說，學投資前，我以為股票是一個

很不確定的複雜魔咒，但現在發現，其實股

票就是債券。只是如果要把股票等同於債券

，這中間需要增加一個維度，這個維度就是

時間，加上時間維度這個過程就叫做升維，

一旦升維之後，你就會看到極簡的畫面。

在漫長的時間中，無論美股還是A股，

寬基指數大概都是一個年化12%的債券（參

考傑瑞米西格爾《股市長線法寶》）。

把股票一語道破成債券的是巴菲特，他

說： 「我就是把股票當成債券來買。」 而查

理芒格補充道，這個債券的收益率就是淨資

產收益率ROE。美股道瓊斯百年來平均年化

收益是12%，個股ROE長期最高的是一家叫

菲力浦莫里斯的煙草公司，常年ROE高達

19%，成為美股長跑冠軍。

巴菲特買股票看長線
了解了這些背景後，我們用升維之後的

畫面來概括巴菲特這50多年來的投資： 「那
就是在一個平均利率為12%的債券包裏，挑

選出利率15%-19%的債券，然後以浮存金

做槓桿，以安全邊際做前提，在這些債券折

價的時候買入，長期持有，最終獲得20%多

的長期收益。」
這些大人物站在非常高的高度看到的畫

面不是複雜了，恰恰是簡單了。

「看似複雜的事情只是簡單事情的投影

」 ，振聾發聵的句子！就像佛法告誡我們諸

相非相的道理一樣，每天讓我們心神不寧的

那些變化表象，你一旦升維之後就會發現他

只是簡單事物的投影，然而大部分人卻更願

意盯着那個複雜的投影不放。

在物理世界裏，我們用平常的三維時空

看到的地球軌道是一個近似橢圓形的複雜軌

跡，但是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中，用四

維時空來看地球軌道，它就是一條簡單的直

線。而三維時空那個複雜的不規則橢圓，只

是四維時空裏一條簡單直線的投影。霍金在

《時間簡史》中就怕像我這樣的，沒有時空

感的人理解不了愛因斯坦的結論，於是舉了

一個容易理解的例子，想像一下，在三維時

空中一架飛機在航道上直線飛行，飛過一個

凹凸不平的群山上空，這個時候在地面的二

維平面上得到的投影就是一條不規則的，上

下劇烈起伏不定，不規則的軌跡。

那個不規則的，上下劇烈起伏不定的投

影如果放到股市裏，不就是那個每天起伏不

停的K線圖嗎？每天那麼多人盯着那個複雜的

不規則的投影，在總結規律，在預測走勢，

然後永遠陷在那個山谷裏捕風捉影。

而那架飛機，只是沿着簡潔的航道直線

飛行，最終準點到達目的地。

複雜只是簡單的投影

一個城市的詩和遠方
──讀劉以鬯《龍鬚糖與熱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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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實習計劃，我和

另外七位實習生一同被派往

中國建設銀行北京市分行長

安支行的五個部門：業務管

理部、住房金融及信用卡業務部、個人金融

部、綜合管理部，和公司業務及普惠金融事

業部共進行四個星期的實習。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綜合管理部實習

期間，我和實習拍檔一同撰寫了一份活動計

劃書，協助籌劃8月份舉行的員工拓展活動。

在計劃活動的過程，我們需設身處地，選擇

適合員工們參與的活動及集體遊戲，避免他

們感到吃力。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大挑戰。

建設銀行也為我們安排了學習點鈔的工

作坊，嘗試快速地一次點好數疊一百張鈔票

並把其捆好。這些活動都是平常很少接觸到

的。

初來北京之時，我們尚未習慣使用微信

支付等電子支付平台，只會用現金支付，直

到數天後我們才嘗試使用二維碼支付。在此

之前我一直以為使用電話作支付是十分費時

失事的，用過後才知道原來電子支付是如此

的方便，不論是付款還是轉帳也是轉眼間的

事。這時我感受到京港兩地在支付方式上的

不同。兩地在很多地方都有着巨大的差異，

例如在北京的菜式是遠較香港的口味重；在

北京坐地下鐵是要先過安檢的……這些種種

都讓我適應了很久。

在北京的一個月期間，建設銀行的員工

經常邀請我們一同踢足球、打籃球，彼此之

間也建立了友誼。我和組員們於工餘時間亦

會在北京市區四處探索，尋找當地食、玩、

買的好去處。經歷了在北京的一個月之後，

我發覺自己很喜歡內地的工作環境，希望將

來也有機會到內地發展事業。

「神州搵好工」 2019 北京實習團

原來電子支付如此方便
李承臻

香港中文大學

Give or Not to Give a "Choice"？

《龍鬚糖與熱蔗》收錄

於劉以鬯短篇小說集《寺內

》，講述了一個十九歲男青

年亞滔在油麻地一幢大廈的

入口處賣龍鬚糖，而他的龍鬚檔對面，是

一個賣熱蔗的十七歲女孩，叫珠女。身處

社會底層的二人，靠着每天小生意的微薄

所得維持生計、補貼家用，在偶爾的四目

對視間，暗生情愫，兩人均被對方的勤勞

與務實所吸引和打動，但兩人又都沒有向

對方表白。對愛情的純美渴望給了他們的

生活以甜蜜的希冀。

現實主義中流淌的城市溫情
一日，一個地痞流氓企圖在珠女身上

佔便宜，亞滔見義勇為、挺身而出，保護

了珠女。之後的日子，在亞滔和珠女互相

無言地遞上幾卷龍鬚糖、一根削好皮冒着

熱氣的甘蔗中勾勒出城市中的溫情。故事

在亞滔被流氓報復而不幸離世的結局中戛

然而止。

《龍鬚糖與熱蔗》這部作品

是劉以鬯先生 「貼地」 創作的

代表作，小說用現實主義筆法

，含蓄地表達出香港這座紛繁

的國際大城市中，即便是社會

底層的小人物，也擁有美好的憧

憬、純淨的情感以及無所畏懼的凜

然正氣。儘管故事以悲劇結尾，但以兩

個香港青年為代表的城市精神，卻雋永深

刻、深入人心：自強不息、勤勞勇敢、充

滿正義，這正是這座城市前行之中不可或

缺的力量。它揭示了一個道理：只要有這

份溫情存在，城市就有希望，生活其中的

人們就有詩和遠方。

近年來，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界，

經常反思：香港的青年人、特別是回歸後

的一代人，為什麼不懂得珍惜光陰、珍惜

這個城市已經擁有的條件──不論是繁榮

的物質基礎還是回歸祖國懷抱後傳統文化

的極大豐富，卻在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

置自身的前途於不顧，心甘情願地成為政

治的棋子、為別有用心的黨派所利用和擺

布，以至於走上街頭或是罷課罷學，有一

些年輕人甚至以身試法、身陷囹圄。我想

，如果我們回歸 「以文化人」 的教育本身

去看，應該多用諸如劉以鬯先生《龍鬚糖

與熱蔗》這樣既貼地又溫情的作品，去感

染人、教育人、激勵人，教誨和引導這個

城市的年輕人，什麼是 「詩和遠方」 ，什

麼樣的追求才是 「詩和遠方」 。

關注和珍惜城市的文化名片
《龍鬚糖與熱蔗》這部小說，除了精

神層面的鼓舞和激勵，還有一點值得閱讀

：它較完整地展現了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

的傳統技藝，如龍鬚糖的製作、熱蔗的種

類。我們可以從小說中，對一個城市的文

化名片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這些傳統技

藝在一招一式、一叫一賣之中，飽含着左

鄰右舍的噓寒送暖和熙攘之間的蕩氣回腸

，充滿了人情味。縷縷銀絲包纏着花生餡

的糖果，古名為 「銀絲糖」 。相傳皇帝到

民間出巡時發現了這款民間小食，於是命

人帶回宮中，自此成為御前小吃，並改名

為 「龍鬚糖」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到處都是民間

工藝的小檔攤，麵粉公仔、叮叮糖、糯米

糍，小說中講到了亞滔拉龍鬚的過程， 「
好似睇魔術咁，嗰陣時可以一粒一粒咁

買，一毫子有三粒。」 「拉了約莫十三

至十四圈後，把糖圈扯斷，再把花生、芝

麻、椰絲等餡料包裹。」 劉以鬯先生不愧

是香港華文作家中的大師和鼻祖，他的小

說中，既有不老的城市情懷，也有不老的

城市記憶，這些美好共同瀰漫在經久不衰

的文字脈搏之中，成為這座城市的 「詩和

遠方」 。

陳國浩

就是敢言

成員

最近看了一本輕

鬆的小書，叫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Choice"」
，感到無所適從之時

，要好的韓國姐姐送

給我這本書說，你看了之後就發現大家

都面對共同的煩惱，沒有哪一個人特殊

。意識到這本書講的其實是選擇。也許

現在面臨成年人的煩惱並不是沒有選擇

、而是選擇過多，而每一次選擇其實都

代表着一次人生資源的投入，並有相應

的成本、放棄和錯過，所以做選擇才這

樣難。書裏面，有幾個眾人皆知、卻仍

在人生不同階段看到時感觸不同的小理

論令我印象深刻：

一、
那個人為什麼對我沒有好臉？我是

不是做錯了什麼／說錯了什麼話。是我

的問題還是他的……？可是如果每一件

事都這樣去煩惱和自責，那麼心志就沒

有辦法集中在最該去重視的事情上。

二、
長大成人的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不被

允許失敗，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想在某件

事上成功，就先要願意在它身上失敗。

如果連這個心理預期也不被允許，那可

能我們根本就不會成功。

三、
當你想在生活中獲得任何重要改變

卻不知該如何達到時，做任何一件小的

行動都可以。在行動的過程中慢慢你會

自我調整和試錯、逐漸捋清該走的路。

四、
作者總結到，在人生中你想真正體

會到一件事在人生的維度中帶來意義，

是當你懂得取捨與投入，放棄與專一

—無論是一個人，一件事，還是一份

事業。而這種專注唯有拒絕其他所有選

項才能得到，也才會凸顯它的深度和力

量。令我想到巴菲特的複利理論，也令

我想到前陣子看到的一份領導人報告

—實驗室將幾千個世界五百強進行分

析，找到了那些在15年內從一般變成極

好的公司（標準是股價升了至少三倍）

，而這僅有的十幾家公司的共同點就是

他們都有一位符合level 5 leadership

的公司領導人，其共同特點是性格謙遜

不張揚，因此不會將自我表彰當做首要

目標，卻在目標和標準上極其堅韌。幾

年如一日堅持信念和標準，摒棄一切其

他雜念和反對聲音而向着唯一的目標推

進，最終行至卓著。

人生到處都是正確答案，因為有限

的時間可以被花在所有有意義的事情上

。然而如何選擇，卻變成了個人問題，

也因此導致每人過着五花八門大相徑庭

的人生，在完全不同的領域取得成就。

所以當人生都是正確答案時，卻沒有正

確答案。

金融業文藝青年，公眾號 「至愛吾
愛」

◀香港一代文學巨匠
劉以鬯，2018年以99
歲高齡辭別文壇

▲紅磡海底隧道的開通，掀開香港經濟起飛的一章

◀ 「龍鬚糖與熱蔗」 收存於劉以鬯短篇小說集《寺內》

◀《裸體日本》揭示日本社會對裸體
從開放到保守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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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時間如何流逝，不論世事有幾多變遷，人世間，總有些美
好的事物，比如真摯的情感、向善的力量、正義的化身，始終閃耀
着人性的光芒，永不褪色，給人以慰藉和溫暖，帶我們走向詩和遠
方。香港作家劉以鬯先生的短篇小說《龍鬚糖與熱蔗》，正是一部
教人向真、向善、向美的作品，儘管它創作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距今已將近半個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