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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有七日

談》是新西蘭作

家沿濱（艾斯）

、 海 風 （ 張 海

峰）合寫的短篇

小說集，或者說

是一部故事集，

顯然，在結構形式上是對薄伽丘《十日談》的致敬，但是

時代背景與內容截然不同。

疫情期間三對夫妻/戀人為了躲避疫情而躲在鄉間，

沒有電話沒有網，為排遣無聊而講開了故事，每天一個

主題，分別是信仰、夢想、奮鬥、愛情、教育、死亡、希

望，每一個主題下有六個故事，多側面地加以反映，這樣

就相當豐富了。總共四十二個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出來的

國度烏有國裡，說是虛構，其實影射的是新西蘭，當然

也概括了各國華人移民的典型特徵，涉及到華人移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人物遍及華人社會的各個階層，有牧師和教

徒、教授與學生、議員和僑領、文壇旗手與媒體大佬、詩

人與畫家、打工者與老板、家長與孩子……就像一幅用文

字構成的烏有國華人社區清明上河圖，既有大河奔流，

也有纖毫畢現。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所有故事均以烏

有華人移民生活為背景，組成了一幅當今烏有乃至海外華

人移民的浮世繪。”總體來說，此書主要立足於批判性，

把某些海外華人為達到個人目的所採取的種種機巧揭露得

淋漓盡致，飽含著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這應該是這部書

的最大價值。從魯迅批判國民劣根性到現在，快過去一百

年了，國民劣根性並無多少改觀，甚至可以說，經過文革

的人性扭曲和文革後的全民經商狂潮，國民劣根性比民國

時期更加嚴重，而且隨著國門的開放，這種劣根性還蔓延

到國外，給華人丟醜，也損害移民國的社會公平和社會風

氣。本書的批判很有價值。

並且，由於此書涵蓋生活面的廣闊性，具有很好的實

用價值和認識價值，不論是打算移民者，已經移民者，還

是完全沒有移民意願者，都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知識。

作者的批判性體現在很多方面，譬如寫華人教徒瑪

利亞利用教友們的善良獲得無盡的幫助，佔盡好處。所謂

的繪畫大師李以染本來只是在街頭畫像的低水平繪畫者，

只因為總理偶然到他的畫攤畫了張像，被他逮住機會拼命

宣傳，又給國會大廈送畫懸掛，然後當做資本到中國去

吹噓，利用中國媒體的崇洋迷外把自己打造成所謂繪畫大

師。在《密笑與哈拿》這篇裡，密笑和約書亞這對華人夫

婦哭窮，利用一對西人夫婦教友的善心，讓人家半賣半送

地把大別墅轉售給了他們。在《順勢而為的超市老板川普

陳》這篇中，這位華人超市老板對兒子傳授剝削經說：“

我給員工簽的是年薪，表面上給他們一種安定的感覺，

實際上給他們的活沒有時間限制，時間一長，他們就會辭

職。我們再招新員工，就能避免每年給他們漲工資。再

說，我們也可以避免他們知道我們公司內幕太多。”在《

曲線移民的吳詩晴》這篇裡，女留學生吳詩晴通過欲擒故

縱的手段讓老男人娶了自己，拿到烏有國永居身份，又讓

洋老公做了絕育手術，以後又以老公沒有生育能力而提出

離婚，恢復自由身，達到了曲線移民的目的。此外，在《

海歸教授中國夢》，在《精明的超級爸爸》，在《種子的

煩惱》，在《我不是普通人》，在《我的鄰居瑞門》，都

有批判性體現。我舉的例子足夠多了，說明作者的目光是

銳利的，批判也是比較深刻的。

如果愛好與謀生

一致，應該是最幸福

的。可惜我不是。我

主業是做供應鏈管理

研究與教學的，供應鏈能否順利，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同行

的支持，周邊大環境更是重要。我個人的創作也是如此。

再次得到南溟基金的支助，我知道並非因為拙作有多

優秀，而是我們很幸運，是基金評委對我們的偏愛。這是

我們創作得以小有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環境。特此，向蕭

老師李老師及評委們表示感謝！

時光飛逝，十二年前拙作《新西蘭的微風》曾獲南溟

支助，裡面基本上是我剛移民新西蘭時對新西蘭的印像。

相見易得好。文字裡充滿了對新西蘭人與事的贊美。但時

間久了，慢慢發現世界上沒有完美，新西蘭也不是世外桃

源。咱們華人社區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與動物世界簡單粗暴的叢林法則相比，

人類更爾虞我詐。我一直想用自己笨拙的筆

來反映我們所處的社會。以前寫詩，我用筆

名“艾斯”。但當今社會，詩歌似乎被詩人

們玩壞了，詩人比詩多，所以，我嘗試著寫

點小說，用了我的小名“沿濱”，開始創作

《烏有七日談》，去表現我在海外華人社會

看到的聽到的故事，希望這些故事能讓讀者

有那怕一丁點的思考。愛之深，責之切。所

以，這些故事基本是負面的。負面的一般來

說會給讀者的印像深一些。但是，我內心也

充滿希望。所以，我在書的最前面專門加了

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名言，“每個聖人都有過

去，每個罪人都有未來。”

我原先雄心勃勃，想寫成《十日談》那樣的作品，但

水平不夠，只寫了七天，選取了七個主題（信仰、夢想、

奮鬥、愛情、教育、死亡、希望），組織了一些咱們華人

的故事。我移居新西蘭二十年，搜集了很多故事素材，計

劃三年前完成文稿，但自己找了各種借口，拖了又拖。我

有自知之明，知道像我這樣懶且慢的人，得靠環境來逼。

所以，我強迫自己2022年6月再次申請南溟基金，因為再

拖下去，恐怕又是上一年的重復，作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

完成。所以，如果沒有南溟基金，我是不可能完成這本書

的。但是，因為是被逼趕出來的習作，有時一天趕三四個

故事，導致一些故事有些虎頭蛇尾，很是毛糙。非常感謝

評委們對我們習作的包容。好在書的結構是開放性的，可

容我們日後修改。

我在寫作上較為幸運。兩本得到南溟的贊助，一本少

兒小說得到另外的支助出版，而且這些年在奧克蘭圖書館

受到小讀者的歡迎。更幸運的是，我在新西蘭遇到了張海

峰博士，他也是我在

信仰、生活等各方面

的知己。海峰兄認同

我的文學創作理念，

給我很大的鼓勵。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投入大量的時間與

精力，對全書重新進行編排，進行銜接，並加入自己的力

作，對書進行充實，讓全書更上了一個層次。

供應鏈管理追求投入產出比。但是，我感覺，海外華

文創作似乎是個例外。像我們這樣的普通寫作愛好者，絞

盡腦汁辛辛苦苦寫出來，幸運地得到支助出版，滿懷熱情

地贈送給世界各地想要看我們書的讀者後，卻很少收到反

饋。有人開玩笑地說，你這樣送書，還不如請我去吃一頓

麥當勞。所以，我更感謝南溟基金的評委們，還有為我們

拙作寫評論提建議的張奧列、張勁帆、鄒唯韜，天津的馬

代用，中國社科院王宏淼教授等人。他們又

圖什麼樣的回報呢？

蕭老師說得好，“搞文學的人要耐得住

寂寞，有一個讀者都應該感到慶幸。不然，

就學太史公藏之名山，傳之後世。”

美國學者艾德勒與范多倫在《如何閱讀

一本書裡》說，百分之九十九的書只能當娛

樂消遣或接收資訊用，少數的書談論的是人

類永遠感興趣又有特殊洞察力的主題，而這

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既然如此，我們為什

麼不能再努力一點，創作出像《十日談》這

樣的經典呢？

我一直認為，作品創作出來之後，就

不再屬於作者了，如同我們的孩子，一旦出

生，就不再屬於我們，雖然我們可以影響他們。因此，我

真誠地希望，並且呼吁，我們澳大利亞新西蘭的華文作

者，讓我們一起來討論《烏有七日談》，這幾個主題是否

合適，這四十二個故事是否恰當？

我完全持開放的態度，歡迎我們澳大利亞新西蘭的華

文作者，一起來集體創作《烏有七日談》。不管是誰，只

要您有好的故事，我願意用您的故事來更換、充實現有的

故事，爭取打造一本經典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品。

我的目標是，至少，十年後，二十年後，甚至數百年

後，人們提到海外華文作品，能想到有一本《烏有七日談》

，就像現在我們還想到有一本《十日談》一樣。到那時，誰

會在意是哪位作者？即使在意，對作者有什麼意義呢？

但對讀者，我相信是有意義的。

澳大利亞新西蘭這麼多有才的作家，有這麼豐富的

經歷，有這麼自由的寫作環境，我相信，這個目標是可能

達成的。如果這樣，歡迎您聯系我，電子郵件wangyan-

bin2023@hotmail.com

感謝南溟，力創經典
沿  濱

■沿濱近照

烏有國的“清明上河圖”
——《烏有七日談》讀後感 張勁帆

相信澳洲和新西蘭的讀者，對《烏

有七日談》很容易產生共鳴，因為書中的

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發生在我們所

處的華人社區。或者在各種場合中你碰到

很多這樣的人，或者三五知己聚談中你聽

到很多這類的八卦，又或者，你自己身上

也有某些相似的行為曾不斷反思。總之，

對這些故事，這些人物，你似曾相識，但

又不能對號入座，因為它畢竟只是一部針

砭海外華人社會亂像的寓言式的虛構性作

品。

從作品架構上看，新西蘭作家沿濱、

海風的這部長篇小說是模仿意大利文藝復

興時期薄伽丘《十日談》的風格，以瘟疫

為背景，躲在別墅開講故事。但《烏有

七日談》把聊侃設計為七天，對應新冠疫

情的標准隔離期七天，恰好也與聖經情景

對接，神創世紀是七日，造出了日、天、

海、地、畜、人，然後安息。七日談，有

一種天地陰陽連環的遐想。兩位作者結合

自己的生活閱歷、人生經驗，聯手舊瓶裝

新酒，虛擬了一個烏有國，卻裝進了南半

球島國真實的華人社會。

作品讓三對中青年華人在新冠疫情

期間於一處偏僻莊園隔離七日，每人每天

講述一個故事以消磨，六人圍繞七個主題

（信仰、夢想、奮鬥、愛情、教育、死

亡、希望），故事套故事，有如人生多重

奏、多聲部。莊園雖然環境優美，設施現

代化，但偏偏因斷電而沒有電視，沒有

網絡，沒有手機，只有風聲海浪聲，如同

一道隔離牆，與世隔絕。正是這種遠離塵

囂，所以能放下煩惱，放鬆心情，真話實

說，無所顧忌地大侃特侃自己的親身所見

親耳所聞。這些故事幾乎涵蓋當地華人的

各個階層，從議員、僑領、畫家、詩人、

作家、音樂家、大學教授、企業老板、到

油漆工、快遞員、留學生、陪讀媽媽、單

親母親……每個故事都在有意無意剖露人

性的深層。

在這本新書的封皮後面，我寫下了這

段文字：七日談，七種不可忽略的人生情

狀。作者以虛擬的國度，實景的生活，幽

默的筆觸，構築了一幅令人尋味的海外華

人移民浮世繪。人生無常，人性無形，忽

悠有術，陰陽有序，可謂華族根性，盡在

其中，令人掩卷三思。

為何三思？因為華人社會五光十色，

甚至許多光怪陸離，居住國的環境與母國

的生活也有勾連，華族根性的各種光譜與

我們自身也有比照。凡有海外生活經歷的

人，都能透過故事的表面感受到現實的真

酷性。在這樣的華人社會，既有信仰的虔

誠與虛無，夢想的可期與變調，奮鬥的艱

辛與暖意，也有愛情婚姻、家庭教育的困

境與應變。作者採用反諷、戲虐的語言，

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假亦真來真亦假，

讓你慢慢咀嚼，意味無窮。

讀這些故事，你可能會感到很負面。

如《虔誠的信徒瑪麗亞》，盡管每次跪在

地上祈禱，但她上教會只為尋伴侶、找工

作、搞傳銷，揩教會油水，沉迷於世俗

塵心，暴露其對信仰的虛無。《辭職的牧

師》，把求神拜佛看作是與神佛的交易，

一邊傳道，一邊享受物質和欲望，非常功

利性。《華社楷模范議員》，一個曾經風

生水起的華人議員因謀私利而鋃鐺入獄。

但細細思量，作者並非故意去抹黑這些表

面光鮮的人物，也不是有意挑出社會的霉

點，而是一種“逆向思維”，從人性的軟

弱中顛覆了人物的光環，顛覆了“美夢”

的追逐，有心去探究追夢奮鬥與道德行

為之間的放縱與自控，從中找出平衡點。

作品寫出了華人的小聰明、左右逢源，甚

至投機取巧，寫出了追求夢想的表層與深

層，追夢中個人與社會的道德行為。作者

並沒有趨同於廉價的堆砌的表面的所謂正

能量，而是在“逆向思維”中著力發現問

題，打量齷齪，反省自身，不動聲色地從

反面的映像去投射深層的正能量。我們從

困惑中、懷疑中，感知著人類良知的正能

量，咀嚼普世的價值觀念。

也許有讀者覺得這些多帶灰色基調的

海外游子，對於故土和新鄉都是回不去也

融不進的“局外人”，他們的尷尬是因其

個人的經濟目標受到制約。我倒覺得，海

外華人是全球化格局下的“局中人”而不

是“局外人”，他們的窘迫不在於環境不

在於經濟，而在於價值觀的取向，何去何

從取決於你能否脫胎換骨，在大時代中順

應潮流。

作者正是在這種人類文明的公序良

俗上審視華人社會，讓我們反思海外華人

如何讓自己的人生價值不再子虛烏有。或

許，這正是“七日談”給我們帶來的啟

示，也是南溟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用心。

與批判性相對應的，

作者在藝術手段的一個突出

特色就是反諷，語調詼諧，

這反映在許多篇章中。反諷

是一種漫畫式的描寫，對人

物的某些特點加以誇張，

作者的態度也就在其中了。

如在《華社楷模范議員》這

一篇裡，主人公范議員組

建 新 黨 的 成 立 大

會 上 ， 主 持 開 幕

式 的 是 玄 學 會 會

長 孫 半 仙 ， 把 范

議 員 大 大 地 吹 噓

了 一 通 ， 而 且 說

姓 范 即 模 範 、 典

範，範字有草有水，預示繁茂滋潤。支持組黨的協會也是

五花八門，包括釣魚協會、腰鼓隊、廣場舞隊等等。到了

後來，范議員觸犯刑律被判了刑，孫半仙又有一套說辭，

說是他早就勸告過范議員要改名字，因為其名“范任”諧

音“犯人”，但是范沒聽。於是“採訪記者和電視機前的

觀眾們都連連感慨，又聯想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一股

莫名的自豪感竟油然而生。”讀來讓人忍俊不禁。在《華

文旗手顧若之》這篇中，顧若之吹噓自己的家族，從曾祖

輩到祖輩和父輩，全是與名人有交情，但又拿不出任何證

據，說他的右派父親死在了夾皮溝，這顯然是搞不清楚夾

皮溝與夾邊溝的區別，作者明顯在諷刺他的無知和吹牛。

《油膩大叔的錯愛》中的主人公景東，靠開妓院發家，然

後換個英文名字就成了著名僑領，這也是明顯的諷刺。可

以說，這整部書都是以反諷的漫畫式的筆調來寫的，全書幾

乎沒有予以正面褒揚的人物，有對某些可憐人的同情，但是

某些可憐之人也有可恨之處，譬如《全乎命運》裡那個控制

不住自己情欲而落入女房東圈套的姜教授，最後只能拋棄美

麗的髪妻和失去自己尚在懷孕中的孩子。還有《不歸》裡那

個回國後被反復折騰而死去的老粉紅；而那些所謂的成功者

又幾乎都是靠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上位，譬如景東。

與反諷相關的是語言上的幽默，有些句子相當精彩，

譬如這樣的句子：“據說京都大學的校友分為三等。頭等

的必須是本科在京都讀的，如同皇后生的太子才算是血統

純正。次等的是從外校考進京都大學的碩士或博士的，如

同妃嬪生的終於翻身也得了皇子的身份。三等的是非京都

大學的畢業生但後來突然升格成了京都大學的校友的，如

同皇帝微服私訪一不小心與民女產生愛情後生的龍子。”

這樣的比喻委實很妙。

本書還有一個藝術特點是出乎意料的情節反轉，如

在《浪子回頭》這篇裡，兒子因為房子繼承的問題與母親

鬧得很不愉快，離家出走了，後來經過教會的人做說服工

作，與母親和解，而且表示同意母親的選擇，將房產捐給

教會，本來故事到這裡似乎達到了大團圓結局，誰知作者

突然來了一個反轉，寫出兒子在捐贈協議中留下特別條

款，規定房產先要轉變為家庭信托基金財產才能捐贈，而

且他將成為家庭信托基金的控制人，這就是說，他可以改

變捐贈的決定。原來所謂浪子回頭只是一個煙幕。這就比

較有意思了，它說明了人的理念和性格不是輕易容易改變

的，這也是可信的。再如《全乎命運》裡兩個同鄉，村幹

部兒子奪了普通農民兒子的參軍民額，後者很失落，但是

後來考上大學，成了天之驕子，而當兵的村幹兒子卻上戰

場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而死去，彼此命運發生陰差陽錯的

逆轉。在《曲線救國》這篇裡，兩個同班同學，因為升入

中國京都大學的名額有限，成績更好的鄉下孩子衛國在老

師的勸說下，把位置讓給了縣教育局副局長的兒子良軍，

各自畢業後，衛國因為境遇不好反而尋找機會移民到了烏

有國，而良軍因為條件好，沒有出國，以至於後來求老同

學幫他把孩子弄到烏有國讀大學，而衛國的孩子反而因為

中國對海外生的優惠待遇而去了中國京都大學讀書，圓了

衛國早年沒能進入此大學的遺憾，命運再次發生反轉。情

節反轉顯然是作者才情的驚喜展示。

由於這部作品自身定位在講故事，語言上敘述多於

描寫，文學性稍弱。引子的部分顯得稍長，進入故事慢了

些。有的篇章顯得有些匆忙，故事沒有充分展開，而有的

篇章又鋪排得過長，卻並不是太必要，少了些均衡性，譬

如最後一篇。

瑕不掩瑜，《烏有七日談》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好書，

祝賀此書的出版，期待作者在未來有更上層樓的收獲！

英語中有一句名言：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

tions。它出自1944年出版的《通

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

dom）。這部在當代政治經濟哲學

領域中堪領風騷的巨著，是後來

在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代表作。

此話有幾種譯法：“通往地獄

之路，率皆由諸多善意鋪成。”或

者：“人類通往地獄之路，往往是

由善意鋪就的。”意思是：原本立

意良善，結果卻衍生出另一個意想

不到的壞結果。哈耶克在《通往奴

役之路》中指出，最近幾代人倡導

的美好的烏托邦設想，不僅不能實

現，而且為其奮鬥還會產生某種完

全不同的東西。人類的繁榮、幸福

和尊嚴，來自個人自由，而不是烏

托邦。

哈耶克這個觀點，為普遍認

同，成了常識，就像中文裡所說

的“好心做了壞事”，而早在兩千

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學家蘇格拉底也

有確切的類似表達。他說過，善良

也是分種類的。向上提升為善，具

有判斷是非善惡能力的為良，有善

心無良行，是一種愚善。無知即無

德，無知的人是沒有資格行善的，

因為無知的善良即愚蠢的善良很可

能做錯事，甚至可能導致更大的災

禍。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

英語這句名言更要從受善意

恩惠那一方解析。這涉及人性的諸

多問題。我們知道，人性有許多“

陷阱”。貪婪這個陷阱很容易看

到。“群思陷阱”也常常發生。人

在群體中，會出現從眾心理，往往

呈現出“盲目”、“衝動”、“狂

熱”、“輕信”的情感和行為，每

一種狀況都極具感染性，大家相互

感染，形成共同行動，追求某種他

們自以為絕對正確的目標。有一部

書，《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就分析人們在群聚狀態下的這種

心理、道德、行為特征，解釋為何

群體往往呈現出這些特點，而控制

和妄圖控制群體的人又是如何利用

群體的這些特點建立和鞏固他們的

控制和統治的。

人性是個飄忽不定的存在，

受兩個因素所主導：一是“自存”

，是人的天性謀利本能；二是外部

環境，也就是社會規則的寬鬆或嚴

苛。人性不完美，有“惡”的一

面，而社會又是復雜的，若沒有一

套外部規則的匡束，品德再高潔的

人，也難以對抗人類普遍天性。一

種看法還認為，人類取惡更易於取

善，若任由其發展，會一再做出損

人利己的事，因此在組織民主自由

的政體時，首先就是限制人的自存

企望的過度發展，而不鼓勵人人自

行其是。

受善意恩惠那一方雖然是弱

勢群體，亦同樣有可能墮入人性陷

阱。

在當今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

的一個例子，就是引起廣泛關注並

為尋求解決方案而紛爭不斷的社會

福利制度。其初衷是對社會最底層

反思華族根性的《烏有七日談》
張奧列

警惕人性陷阱——再談澳洲10月14日公投 何與懷

■關於10月14日公投的一次民意調查。（9月25日視頻截圖）■《通往奴役之路》封面

濟，有些政客亦可能無底線地向民

粹主義讓步，造成福利步步升級。

越陷越深的福利體系滋養越來越多

的懶人、閑人，也是對其他人的財

產掠奪，阻礙社會財富的創造，最

終使國家的債務狀況不斷惡化，使

整個社會走向全體貧困。

對當下澳洲來說，從人性的深

層狀態來審視是否應在議會設立“

原住民議會之聲”這個機構並因此

要修改國家現行憲法，來審視澳洲

為此而定於10月14日舉行的這次

公投是否正確，答案應該是很清晰

了。

這次公投之前，悉尼剛好發生

一些與原住民相關的事件。

澳洲一年一度最大的美食展

Fine Food Australia於9月11日至

14日在悉尼達令港的展覽中心舉

行，專門幫助澳洲商業出口的澳洲

外交貿易部屬下的澳洲貿易和投資

委員會當然參加。據報道，和往年

不同的是，它的攤位展銷的十五個

食品企業全部都是原住民公司，即

使它們都不具備出口資質，有些甚

至還沒有網站。而其它非原住民公

司則全部被排除在外。公投還沒通

過，那些即使只有一個原住民成員

但掛著原住民旗號的公司，就己擁

有政府優先資助和獲得政府合同的

特權；如果公投通過，情況將不堪

設想。

9月5日，悉尼下北岸莫斯曼

（Mosman）市政府否決了“大都

會地方原住民土地理事會”聲稱對

一塊四千平方米價值一億澳元的綠

地擁有產權的申請。不過，這只是

該土著團體還在爭奪土地產權的三

千個個案的其中一個，它發誓說還

會盡最大努力爭奪盡可能多的土地

產權。記錄顯示過去有三分二成功

個案，只有三分一被否決。單單在

新州，原住民正在爭奪的土地產權

個案高達四萬個，其中有綠地、保

齡球俱樂部甚至還有警察局。人們

有理由擔心，如果公投通過，私人

土地和房屋也不會幸免，只是時間

問題。

現在澳洲國家有關支出的6%

用於占人口總數3%的原住民和托

雷斯海峽島民。根據澳洲政府生產

力協會的統計，2017年，政府在

他們每人身上支出44，886元；

在其他居民每人身上的支出為22

，356元，也就是說澳洲花在他們

人身上的錢，要比其他人多一倍。

這個比例歷年差不多。澳洲對原住

民在醫療、住房、就業和教育等各

方面有相當多的優惠待遇。但是，

因為人性陷阱作慫，在原住民中，

有人喜歡無限地“憶苦”，喜歡翻

兩百幾十年前的舊賬，要不斷而且

加倍賠償；而不“思甜”，不想想

如果不是因為現代文明不是因為澳

洲現行自由、平等、公正憲政，他

們又如何可以被尊重被福利？

很多抱著善意對公投說YES的

選民以為，公投只是承認原住民憲

法地位那麼簡單，殊不知一但承認

其特殊地位，他們會“宜將剩勇追

窮寇”，接踵而來的就是永無休止

的各種索求和賠償，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治地位和權力、土地和金錢

等等，上到立法，中到司法，下到

行政，可以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今後一場場撕裂並削弱澳洲的噩

夢，在人性陷阱引誘下，不是不可

能連續不斷發生的。

貧困人員的救濟，然而受善意

恩惠的弱勢群體中會有人出於

人性弱點不切實際過分要求救

哈 耶 克 曾 經 喚

醒無數烏托邦患者，

鼓舞每一個熱愛自由

的人。今天我們尤應

切記：“通往地獄之

路，率皆由諸多善意

鋪 成 。 ” 無 論 初 衷

多麼美好、意願多麼

良善，忽視人性中“

惡”的一面的愚善實

踐，必將帶來負面的

結果。

要 警 惕 人 性 陷

阱，無論是在什麼人

的身上。

（2023年9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