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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从曾祖父起，我们家三
代没有人吸烟，爷爷不吸，他
的四个儿子都与烟绝缘，但
从我这一辈起，堂兄弟中有
一半烟民。小时候我经常看
到身边人吸烟，四川人称“吃
烟”，家里来了客人，集市遇
到熟人，烟民都要相互敬烟，
如果搞不准别人是否吸烟，
总免不了问一句：吃烟不？不
吃烟的就会摆摆手说“不
会”。父亲就是那个常说不会
的人。

小时候，我根本不懂吸
烟的危害，加之当时吸烟的
风气很盛，很多有权有势、有
钱有身份的人都吸烟，所以
觉得吸烟很时髦，不吸烟的
人似乎不够潇洒，并不认为
不吸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
惯。院子里有些小孩比较调
皮，想法把大人抽的香烟偷
出来让小伙伴们尝鲜，所以
我很小时就吸过烟。旱烟却
没有人偷出来吸，味道太冲。
在当时的农村，纸烟是新鲜
玩意儿，价格也不是一般烟
民消费得起的，所以小孩并
不能常常抽到纸烟。有些烟
瘾的大孩子就用纸卷干枯的
红薯叶子抽，我也尝过，那味
实在与柴草烟雾没有任何两
样。小学时，同学中风行玩一
种叫扇(或打)烟牌的游戏。
把包装香烟的纸小心地揭开
摊平，折成等腰三角形，有字
的一面朝外，用力拍在地上
扇，烟牌翻转算赢，由香烟价
格高者先打。大人往往烟还
没有抽完，烟盒就被小孩预
定了，烟价越高，就越抢手。
扇烟牌的小朋友对香烟的行
市烂熟于胸，比老烟民还门
儿清。痴迷于扇烟牌的孩子
长大后普遍爱抽烟，这可能
缘于当时流行的烟牌游戏。
我没有迷上抽烟，可能因为
家里大人都不抽烟，很难获
得香烟盒的缘故。

读中学以后，学业紧张，
学校禁止抽烟，所以很少接
触到香烟，虽然同学中也有
烟民，但都处于地下状态，没
有人敢于公开挑战校规。但
老师中有烟民，有的甚至边
上课边抽。读大学时，同学中
已经有一些烟民了，男生聚
在一起吃饭喝酒，免不了抽
一支烟，一来二去，有的同学
就上瘾了。但我对抽烟后第
二天早上嘴里发苦、口气难
闻很在意，所以并没有成瘾。

工作后，经济独立了，请
客时免不了买烟，陪着客人
抽两支，吃请时也常常被老
烟民诱导着吸一支。只要有
聚会，总是少不了香烟助兴，
别人吸烟，不抽同样要吸二
手烟，干脆一起熏吧！有人告
诉我，吸烟时从不吸进肚子
里，从口腔进，走鼻孔出，这
在资深烟民看来，简直是暴
殄天物！聚餐时如果包间里
有三四个人吸烟，基本上满
屋子乌烟瘴气，熏得人睁不
开眼睛，可害苦了不吸烟的
朋友。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回家后头发、衣帽、提包上全

是难闻的烟味，妻子嫌，孩子
厌，即使全身衣服换尽再来
个彻底的沐浴，也很难消除
顽固的烟味。有个朋友很少
参加聚会，因为受不了烟味，
他曾对我吐槽：“那味比下水
道还臭。”

随着社会的进步、控烟
政策的施行，越来越多的人
或者去吸烟区吸烟，或者戒
除香烟，更多的年轻人选择
不吸烟。在我身边，年轻人吸
烟的比例明显低于中老年
人。也有少部分年轻人仍然
对香烟情有独钟，但他们在
家里已经被妻儿赶到厨房开
着抽油烟机吸，在单位，则被
赶到厕所、楼道等地方。一个
烟民朋友抱怨，开着抽油烟
机吸烟有什么意思？最好是
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躺在卧室
大床上，点上一支烟，边看书
边对着天花板吐烟圈，别提
多美了！我猜测他如此神往
这种吸烟方式，估计是因为
妻子压根就不给他这种待
遇。当前，中国许多城市的公
共场所都贴上了禁烟标志，
但没有禁绝吸烟，一方面是
管理不到位，一方面是有些
烟民根本不拿规则当回事。
幸好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对二
手烟说不，少数烟民才不敢
恣意妄为。

2014年去台湾，见烟民
基本都蹲在下水道旁边吸
烟，公共场合都禁烟，景区专
设吸烟区，没有人边走边吸，
鲜见相互敬烟。近邻日本控
烟更严，法律禁止20岁以下
的青少年吸烟。许多城市大
街不允许吸烟，如吸烟只能
到指定区域，违规者如被“巡
逻指导员”发现，将处以1000
日元至2000日元罚款。

在中国大陆，烟民的生
存空间还很大，有人公开宣
传吸烟并不影响健康。在这
种香烟文化的熏染下，婚宴、
寿宴、满月宴甚至白事的酒
桌上，都少不了香烟侍候，主
人甚至还要站在大门外敬烟
迎客。常言道，无酒不成席，其
实无烟也不成宴。有人公开
宣称，“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
仙。”我在外工作多年了，虽然
平时基本不吸烟，但回老家
也要买烟，遇到成年男人还
要上烟。我弄不懂为什么要
这样，但入乡随俗，如果不这
样做，就会被老乡弹嫌，说某
人家的儿子是大学老师，回
家连香烟都舍不得买。

目前，香烟已成社会公
害，一方面污染空气，造成呼
吸道及肺部疾病，另一方面
致使部分青少年沉迷香烟不
能自拔，严重影响身体发育。
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严厉的控
烟政策，上海已经出台了公
共场所控烟条例，今年3月1
日开始实施。烟民有吸烟的
自由，非烟民也有拒绝吸二
手烟的权利，吸烟者应该顾
及别人的感受，这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标志。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敬烟的习俗

1936年，嘉宝(Greta Garbo)
主演的《茶花女》让这位世界百
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再次获得
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五年
后，一部香港“茶花女”影片《蓬
门碧玉》由南洋影片公司摄制完
成。七十多年后，这部影片被人
从美国旧金山寻回，立刻成了香
港电影资料馆的珍藏之物，因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电影
喜欢改编外国作品，而这部香港

“茶花女”却是由一篇香港小说
《黑丽拉》改编而来，小说作者和
影片编剧都是香港本土小说家
侣伦(1911—1988，出生于香港九
龙，原名李霖)，他被杨义的《中
国现代小说史》充满敬意地称为

“香港新文学作家中真正具有
‘文学史’身份的第一人”。

《黑丽拉》有着《茶花女》男
性忏悔式的叙事声音，而与《茶
花女》最大的不同是，《黑丽拉》

“茶花女”式的悲剧发生在南洋
女子黑丽拉和穷作家“我”的相
爱中。流落到香港打工的黑丽拉
强悍、自尊，生活困境中与华人
男子“我”产生了真挚情感，但最
终被都市浮华、社会流言所吞
没。

侣伦 1 9 2 8年开始发表小
说，华洋杂处的香港社会中的
异族形象，是其早期小说所显
现的香港文学的特异之处。《永
久之歌》描写了在德意志的星
空下三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
和友情，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
共同追求。名门之女戴茵罗倾
慕出身木匠之家的哈莱，而出
身望族的史密德久恋戴茵罗，
却以成全哈莱和戴茵罗之姻的
善良心地作出自我牺牲；哈莱
知道事情真相后，隐迹江湖；欧
洲大战中，哈莱双目失明，史密
德阵亡战场，戴茵罗别墅夷为
焦土，仍在回响的是这三个年
轻人对友谊、爱情的执着追
求……小说将这些情节环环相
扣，一气呵成，在对异族青年男
女的命运、追求的理解中表达
了人类相通的爱和美。

《无尽的爱》更进了一步，以
“我”的视线写出了人类历史中
一种历久而在的悲壮。小说在日
军占领香港城区的真实背景下，
以中国人“我”(戴克)的眼光，在
葡萄牙少女亚莉安娜的遭遇中
浓缩起人类苦难。亚莉安娜的母
亲和弟妹身亡于日机轰炸之下，
新婚前夕，未婚夫巴罗奔赴前线
成为义勇军机枪手，被俘后为跟
亚莉安娜早日重聚而越狱，在越
狱过程中牺牲。亚莉安娜对战争

的理解显然早已突破了民族、国
家的界限，她原先跟巴罗约定，
要一起进入中国内地，当“对日
本作战”的“志愿兵”。巴罗遇难
后，亚莉安娜忍辱含垢，一心为
未婚夫复仇。耳闻目睹中国民众
在日军武力下“简直是地狱”一
样的生活，更坚定了她复仇的意
志。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控
制住自己，跟日本宪兵队长佐藤
周旋，用每周六夜里一杯咖啡所
下的慢性毒药终于让佐藤命归
黄泉，她是为了巴罗“勇敢的爱
而同样勇敢地去接受死”。小说
结尾写到“我”在弥敦道上目睹
亚莉安娜从容就义：“她昂起头
来傲岸地走着，乌黑的长发微微
地飘动；两只圆大的耳环闪着金
色的光芒，一步一步地走向囚
车。”这情景，会使中国人都“联
想起法兰西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那些昂然踏上断头台去为自由
而献身的女英雄”。在这种人类
共有的历史悲壮中，充溢着的是
人的尊严。小说中“我”和亚莉安
娜的交往，甚至冒险营救她，都
发生在“人类的一点真纯爱”中。

《无尽的爱》作为香港文学中难
得的反侵略小说，其所抵达的高
度在整个中国抗战文学乃至世
界反法西斯文学中是突出的。

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
侣伦曾流亡内地，思想倾向于左
翼，战后返回香港。当时的香港
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峙，
但“侣伦思想行为‘偏左’，笔下
的‘左味’却淡”，他关注里街小
巷的香港底层民众生活，开拓了
香港“乡土”叙事的重要流脉，他
最成功的作品——— 长篇小说《穷
巷》(1948)由此诞生。小说在“香
港，1946年春天”的“序曲”中展
开了战后香港的全面描绘，通过
讲述香港一间狭小简陋的住房
中四位相濡以沫的穷朋友的生
活，反映“香港，迅速地复员了繁
荣，也迅速地复员了丑恶”的现
实。新闻记者高怀抗战期间积极
从事抗日，战后失业；军人莫轮
抗战前线作战致残，复员后捡破
烂为生；同是抗日军人而被遣散
的杜全更是生计无着，无奈中投
奔莫轮；小学教员罗建工薪微
薄，全力支持着这“一家四口”的
租金，还和高怀一起搭救了被逼
自杀的女子白玫。小说以“住”的
困窘凸显了香港的生存环境，在
一间四个男子的小屋再挤进一
个年轻女子的独异的“家”的环
境中写出了战后香港贫民的命
运，也在香港的世态人情中写出
了人物的善良强韧，风雨共舟，
相濡以沫，这种小人物的历史才
是地道的香港历史，充溢着香港
民间的情义和生命活力。小说结
局，杜全在被人诬陷入狱后，又
断送了与阿贞的婚事，绝望自
杀；包租婆周三姑将高怀等赶出
木杉街，高怀仍对未来充满信
心：“我们是有前途的！”表现出
一种理想情怀。

《穷巷》作为最早“全面深
刻写香港现实的作品”，是侣伦
深入开掘香港文化资源而超越
当时香港“政治化”状态的结
果。刘以鬯称赞《穷巷》是“写人
间疾苦而不做政治扬声筒的小
说”，这也成为香港文学的一种
历史缩影，足以让后人久久怀
念。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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