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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生活在世上，難免會遇
到各種逆境、挫敗，不同的打擊會
伴隨着生活而來，如何應對、對抗
生活上的任何重大打擊，不僅是態
度，也是能力，更是一門高深的學
問。其實面對逆境時，我們往往不
會只有唯一的選項，我們要學會擁
抱B選項，透過分享悲傷去減弱當
事人的悲傷。

逆境與挫敗，以及生活的各種
打擊，是每個人不可迴避的人生課
題。對於自身來說，如何應對，既
是態度，也是能力；對於 「身邊
人」 來說，如何陪伴，更是一門學
問。《擁抱B選項》（天下雜誌出版社，二○一
七年十月）的可貴之處，正是在於深入淺出地闡
釋了兩類角色如何智慧地應對逆境與挫敗這一重
要的人生課題。

分享悲傷去減弱悲傷
《擁抱B選項》作者是facebook營運總監雪

柔．桑德伯格和心理學教授亞當．格蘭特。桑德
伯格的丈夫於二○一五年突然去世，遺下她和兩
個兒子。對於當事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所有
人或許很容易理解當中的煎熬，但由於我們並不
是當事人，所以無法感受過程中的艱難。

事實上，他人對於當事人的處境會有兩種回
應：一是想辦法去幫助他；另一種是避免在當事
人面前提起相關事件，藉由時間淡化一切。不
過，在作者看來，這兩種方式都不是最佳選擇。

我對於作者的看法深表認同。我在高中時期

經歷親人的離世，當時身邊的友人
年紀相若，少年對於情感的表達及
掌控，顯然是不成熟的，而身邊友
人大致分成兩類：一是整天陪伴我
玩樂說笑，迴避討論我的艱難。另
一類是直接問我需要什麼幫助。可
人家真的給予物質援助時，我卻感
受不到一點溫暖。但我至今卻很感
激一位女性朋友。她二話不說，默
默走向我身邊，陪伴我走過一段很
長的艱難時期。她不迴避去討論我
所受到的打擊，沒有刻意的安慰、
沒有客套的建議，只是默默聽我訴
說生活上的一切，更在不經意之間

向我遞上紙巾，使我有了微小的掌控感，找回了
違失已久的安全感。

之後多年，我都在想，為什麼這個女生給我
的 「幫助」 最讓我刻骨銘心？當我讀到《擁抱B
選項》，不禁豁然開朗。原來對於生活上的任何
打擊，我們要透過分享悲傷去減弱當事人的悲
傷。我們要為對方提供選項上的幫助，即所謂小
小的控制感，讓他重新奪回降低焦慮難過的主導
權。

我對於書中作者的故事，有另一層次的主觀
感受。我認為許多時候，我們仍是要學會一個人
去對抗生活上的任何重大打擊，這也是書中的主
旨，打造屬於自己的選項。但社會的進步在於不
斷學習，不斷實踐對他人有意義的行動。

後來，那女生最使我念念不忘並為之感動的
行為，是不管任何時候，我仍能深深地感受得
到： 「喔！原來你就在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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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
物上》（浙江大學出版社，二
○一五年五月）是財經作家吳
曉波的第一部散文集。作為自
媒體 「吳曉波頻道」 的擁躉，
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本書，
既因為書名暗合了我的生活態
度，同時非常好奇這位寫過
《激盪三十年》《大敗局》等
一系列著作的財經作家會寫出
怎樣的散文。不愧是我喜歡的
作家，《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
事物上》既美好又務實：寓人
生哲理於小故事中，溫馨感
人，特別是人物描寫簡單又深
刻，別具一格。

「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
的事物上」 原是台灣黑松汽水
的一句廣告詞，吳曉波在書中
用這句廣告詞來激勵十八歲的
女兒： 「原來生命從頭到尾都
是一場浪費，你需要判斷的僅
僅在於，這次浪費是否是美好
的。」 如果認為是美好的，就
勇敢去做，無論多久以後再回

憶也不會後悔，這樣才是真正
的享受了生活。

我很贊同吳曉波對青春的
理解：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為
中年做準備」 ，他認為奮鬥的
青春才是最美麗的，也只有奮
鬥過的青春，才能在中年時得
到 「喝下午茶，對自己的長相
負責，西裝革履，卑微而平靜
地活着」 的生活。

事實上，每個人的青春都
可能理想滿懷、充滿想做的
事、幻想未來要成為的人，但

人到中年，才明白一切都是有
「成本」 的，投資期都在青春
階段。青春理想，青春活力，
青春奮鬥，是中國精神和中國
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我們高興地看到，今天，
在疫情防控鬥爭中，青年不畏
艱險、衝鋒在前，彰顯了青春
的蓬勃力量；在脫貧攻堅戰場
上，青年傾情投入、奉獻自
我，譜寫了新時代的青春之
歌；在基層工作崗位上，青年
志存高遠、腳踏實地，把個人
的理想追求融入國家事業之
中……

讀完這本書，我理解了吳
曉波說的 「生命就應該浪費在
美好的事物上」 ，就是讓我們
明白要看清自己追求什麼、熱
愛什麼，用自己的激情和熱血
在最美好、最有創造力的年
紀，投入到國家需要的、個人
熱愛的事業中，珍惜時代、勇
擔使命，才能在擔當中歷練，
在盡責中成長。

招商局集團香港青年聯合會 梁學慧

奮鬥的青春最美麗

《人類動物園》（復旦大學出版
社，二○一○年三月）是一本闡述人
類物種發展史、人類核心行為模式以
及現代人困境的科普著作，它的核心
在於 「如何看待人類」 。作者德斯蒙
德．莫利斯從一個觀察者的視角出
發，比較分析了人類與其他物種在不
同自然環境中的行為特徵，提出了現
代都市人與其他物種在動物園中的行
為模式具有一致性的觀點，從而提出

了 「人類動物園」 的假設。讀罷此
書，掩卷沉思，我愈發感到：不論時
代如何推進，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
「變化」 ；也唯有創新，才能引領並

創造人類的未來。
與百萬年來人類緩慢的演化過程

相比，最近兩百年間，人類的種群數
量爆發性增長。一方面人類利用滿足
基本需要後的剩餘時間創造出了璀璨
的科學藝術文明，另一方面短時間內

生活環境與組織形態的巨變，使得人
類生活與深植基因的生物屬性之間不
可避免地產生了兩種基本矛盾：第
一，人類對於群體支配權的競爭日趨
激烈，每一個個體都渴望在龐大的社
會體系內獲得超級地位，同時年輕群
體由下而上構成地位壓力；第二，人
類的生物屬性需要大量的探索行為，
人類作為一種雜食動物，需要從環境
中不斷獲得刺激輸入。

我認為，《人類動物園》最大的
意義正是在於：在科普的基礎上，引
導讀者去深刻思考人類是如何應對這
兩種基本矛盾。循着作者的思路，每
個人都可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於我而言，人類探索新事物的天
性必須不斷得到滿足，才能解決人類
發展進程中的種種矛盾，這也應該是
人類生存的密碼。一方面，在面對嚴
重的生存威脅時，人們進行恐懼中的
探索，依靠發明創造來重建秩序；另
一方面，在社會安定時，人們進行安

穩中的探索，產生各種發展進步。由
此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創新成果給鼓
勵創新的群體帶來了比較優勢、巨大
的商業利益與文化崇拜。但當創造力
的趨勢對既有社會地位秩序造成威脅
時，又會受到來自超級社會中已獲得
強勢地位的年長者的壓制。這些年長
者即便欣賞年輕人的創造力，但由於
其已然背負着社會常規的沉重包袱，
並且需要盡可能維持其優勢地位，因
此在創新面前總是矛盾的。

這給了我們當代人一個啟示：我
們的社會既要鼓勵創新，又要容納創
新，通過制度創新來給技術創新創造
更多空間。互聯網提供的虛擬世界創
造了一個供人類開展全新探索的新世
界，人們在其中產生了新的連接方
式，突破了日常的階層和角色；人與
人之間的聯繫方式變得扁平，人們結
成新的亞群體，誕生了新的活動形
式。人類的未來將進入一個什麼樣的
時代？未來的希望在火星嗎，還是元

宇宙？智能社會將是什麼樣的？探索
的原始動能會將我們帶向怎樣的未
來？無論我們和世界的外表如何改
變，創新注定是引領我們前行的唯一
動力。

影響了幾代文藝青年的羅
大佑，其旺盛的創作靈感源自
何處？當陳沖從照亮整個時代
的銀幕美人變成了特立獨行的
女導演，歲月意味着什麼？堪
稱捧哏的最高境界的于謙，卻
從小害怕悲傷事物？曾作為偶
像符號登上《時代》雜誌的李
宇春，如何看待 「偶像」 的含
義與責任？《十三邀 2： 「偶
像是生意，是符號，是忍辱負
重」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二○二一年一月）正是許
知遠與十五位著名演藝界人士
深入對話，集結而成的一本時
代偶像訪談錄。從張艾嘉、羅
大佑到張楚，從吳孟達、林志
玲到李宇春，對話跨越時代，
涵蓋影視、流行樂、搖滾、傳
統曲藝等多個領域。

這本書最打動我的，並不
是其中的偶像元素，而是我通
過閱讀他們的故事，發現不論
是看起來多麼成功和不平凡的
人，實際上都是由平凡一路走
來。我尤其喜歡書中對倪大紅
的訪談。倪大紅憑藉電視劇
《都挺好》紅遍全國，演活了
一位大眾父親、可愛又可悲的

蘇大強角色。作者問倪大紅：
「你的表演很好，但是特別大

的名聲倒來得相對比較晚，有
時候會覺得和時代有一種錯位
的感覺嗎？」 倪平淡回應：
「也許就是因為錯開的這種節

奏，讓我還能夠靜下來，這就
足矣。」

許多時候，社會上不少人
生活焦慮、諸多抱怨，年輕的
軀體卻被老殘的思維包裹着，
這源於是跟他人有太多的比較
及對名利有過分的索求。對於
現時的成就及未來的展望，倪
大紅認為依舊是 「劈柴、擔
水、做飯」 。

這使我回想起早前跟一位
年輕人的對話，他反覆向我強
調社會、公司對他不公平、並

認為所認識的人是要用來為自
己 「往上爬」 。所謂的 「朋
友」 或 「知遇之恩」 在他眼中
看來，根本只是用來衡量有否
「利用」 的價值。

就此，我想藉由推薦此書
的表達看法：抱怨不是年輕的
權利，而年少氣盛絕非迴避學
習做人處事的理由。你看這些
書中受訪的人士，對方之所以
走到今天這個位置，大部分的
共同點是對他人的尊重、重視
你我作為 「人」 的價值。

世界是有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就算活到中年，也認為社
會要對年輕人溫柔一些，共情
理解年輕人現時面對的生活困
難。需要知道，構建和諧的社
會，是建基於尊重每一個人的
價值觀、也是你我要共同努力
邁進的境地。人生到最後，並
非你擁有名利的多寡，而是有
多少人在經年累月之後，還會
在他人面前提起你的價值，這
份價值的由來，是建立於人與
人真誠的相處。《十三邀 2：
「偶像是生意，是符號，是忍
辱負重」 》會使你慢慢感受到
這份寶貴的答案。

香港文化評論人 韓繼歌

重視作為人的價值

我一直是老師家長口中的 「好孩子」 ，求學
時期信奉 「學習比天大」 ，在情人節、聖誕節這
些同學們幾乎傾巢出動、出門狂歡的日子，我老
老實實待在教室溫習。升學、畢業、工作，在合
適的年齡找到相對合適的人，看似就將這樣度過
平凡的生活。所以，當我最近看了電影《我的青
春有個你》，不禁感慨：戀愛是青春的必修課還
是選修課？

影片講述了大學軍訓裏的一場意外，讓乖乖
女周舟和學渣混混邱飛相遇。從英雄救美到勇敢
表白，張揚的邱飛走進周舟的心。當兩人沉醉熱
戀時，已收斂張揚個性的邱飛，卻捲入一場鬥毆
事件。被迫退學的邱飛，在周舟痛苦的挽留下轉
身離去，只有他知道自己所做一切都是為了保護
這個心愛的女孩。十多年後的周舟知曉真相，面
對青春最痛的錯過，她終於尋回了美好的愛情。

缺失的一課也許總有遺憾。張愛玲說 「於千
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沒有早一步，也沒
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 ，現實中太難以遇到。
當青春裏沒有瘋狂、肆意和盡興，直接進入到平
淡如水的生活，會不會在某一天遇上某個人，如
石頭撞擊水面、激起朵朵漣漪，帶來心靈的悸
動。如果你喜歡的那個類型的男神女神，出現在
你的生活裏，難免重新撥動你那根敏感的琴弦，
誘發你隱藏已久的熱情。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穩定也是社會穩
定的前提。雖然現在社會風氣更加開放，但無論
輿論還是道德，都告訴我們：選擇你能選擇的，
然後接受你所選擇的。國畫適當的留白，增添了
意境，虛實相生、氣韻生動、引人遐思，無畫處
亦成妙境；青春的空白也未必不是另一種美麗，
努力學習讓我有能力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與異
性的延遲接觸讓我等待身心的更加成熟，沒有戀
愛的青春記憶也一樣充滿着陽光與歡笑，並沒有
荒廢那段難得的時光。

我們懷念的其實不是青春時某段朦朧的感
情，而是懵懂的自己、靜好的歲月、無憂無慮的
時光。與美好的事物保持一定距離，更加珍惜當
下擁有的生活，看電影《我的青春有個你》補上
青春這一課吧。沒有人永遠十八歲，願我們站在
時光的軌道上，揮揮手送別漸行漸遠的青春時，
內心充盈、無畏悲傷。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 羅崑

學會陪伴 擁抱人生

愉景灣社區青年 常婉瑩

學懂珍惜青春歲月

唯有創新 引領未來
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或者說，人類一切行為模式的根

源是什麼呢？從石器時代到青銅器、鐵器，再到近代工業革命，
至今日的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不難發現，人類的發展，一直
圍繞着 「創新」 二字。創新是人類文明得以不斷進步的源動力，
卻也是我們這個族群面對的最大矛盾。

香港青年作家 張曉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