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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 6A	徐浩軒

排隊的習慣，大家一定不會陌生。排隊乘車、排隊付款、排隊看醫

生……。排隊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不可或缺。

「排隊」是一種禮儀，是受教育、有教養有文化的象徵。排隊以先到先

得的方法去減低眾人因爭奪利益而發生衝突的機會，抑壓人們心中的貪念，

讓人在群眾壓力下遵守互相尊重的原則。

有不少國家的人民都嚴守排隊規矩，以此告訴世人國家民族重視禮儀的

優良傳統。如英國人、德國人，從孩提時代就受訓練，要謹守紀律。當地汽

車甚少闖紅燈，即使是深更半夜空寂無聲的街頭，德國人依舊守規，默默遵

照紅綠燈指示過馬路。究竟他們是刻板還是有修養呢？我不知道，但可以肯

定一點：這決不會在中國發生。

數年前中國申辦奧運成功，國家開始強調北京要成為「文化之都」，掀

起另一次「文革」。各省各縣，即使在村落中都貼上「要成為文化人，必須

從禮儀開始」的標語，其中一項的宣傳就是強調國人必須排隊。等候地下鐵

路時，從前人民都你推我擁爭相上前，現在則有警衞在旁監察，減少上車時

的混亂。這是文化之都應有的秩序，政府可以在網上向全世界自誇：「我們

已經準備好了！」

表面上中國人的禮儀水平提升了，實則我行我素、隨處便溺的人亦大有

人在。況且如果沒有舉辦奧運，人民會否甘願排隊守規呢？義工團體招募義

工，參與什麼植樹活動，永遠不會有人排隊參與，遑論發生混亂。為什麼？

就是因為「利益」二字。辛勤一天卻沒有回報，會有人樂於參與嗎？如果沒

有為了舉辦奧運的目的，國民又怎會踴躍成為「文化人」呢？中國人提倡的

所謂「文化」，往往只是表面的禮儀，排隊登上車後，粗言穢語、隨地吐痰

等壞習慣仍然常現。懂得排隊，就等於內外都有修養，成為文化人嗎？

且看看日本吧。有一次，一位母親帶著孩子開車上了高速公路，碰上

堵車，大家都停車等候。此時孩子開始內急，但也得忍着。因為日本法律規

定，司機和乘客不能在高速公路上下車。母親於是取出塑膠袋，讓孩子把尿

撒到裏面，帶回家中才處理。如果那母親是個中國人並身在中國，我相信結

果非必如此。

為什麼有些國家的國民樂於奉公守法，成為好公民，而中國人則不可

呢？這完全取決於國民的道德水平及公民教育成功與否。就國策而言，中國

不斷研究科技，成功發射火箭，成為太空競賽的其中一個參加者。表面上中

國感到光榮，實則國內貧富懸殊更趨嚴重。國家過份著眼於個別項目的巨大

成就，卻忽略國民質素的普遍改善。國家尚且如此急功近利，何況是無權無

勢的人民呢？

如果中國真的想發展成「文化之都」，不單止要學懂「排隊」，食品安

全、貪污等等問題也要一一解決，令國民由衷地奉公守法，而非在外國人的

目光下作虛偽的禮儀，那麼，中國第二次舉行奧運會亦毫不教人驚訝。

梁實秋的文章《排隊》、陶傑的《英式人龍》，都

從排隊現象談到中國文化習俗的流弊。同學的議論

沿襲前人的取徑，借題發揮，批評中國人普遍缺乏

自律與公德。（曾達輝老師）

「醜陋的中國人」一說，未必空穴來風，這是後天

社會教育的問題，還是先天基因的不足？

賞析與思考：

教 師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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