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次的旅程是瑞金之旅,出發前通過別人的口中,知道瑞金是一個不太發達的城市,組長們也提醒我們小心蟑螂出沒。可是,旅程完畢,心裏對瑞金卻有新的印象,還有難得的一點點珍貴的回憶…… 

 旅程第一天,有 7 小時都花在車程中.對於我這個從未坐過這樣久的長途大巴,又會‘‘暈車浪’’的我,實在是一個挑戰.起初,我心裏暗暗埋怨,但其後在車程中,望著窗出面簡陋的農屋,突然想到,為何要這樣埋怨呢?對比起他們,你坐在軟椅中,還開著空調,還想怎樣呢?可能人們會覺得我無稽,但這確實輕輕改變了我心中對得失的看法. 

 旅程第二天是到一個有機農場,本來是要下田幹活的,但天公不造美,我們只好參觀農場。場主給我們介紹了不少植物品種,大多是未聽過的,聽過的也未見過,但他們種植這些植物並不是用基因改造方法,而是靠生態循環系統。例如,他們會利用一些植物遺留下來沒有用的物質,混入泥土,經加工後變成肥沃的泥土,便又可以用這些泥土去耕種了,而且他們也會劈下無用的樹幹,然後燒它們來做飯,燒完剩下的灰,又可以成為田上的肥料了。他們亦養了幾隻小羊,牠們的基本食糧就是從田裏拔下不要的草,牠們的排泄物又可成為肥料了。場主也跟我們介紹他們如何免蟲害的方法:他們不除蟲,因為會破壞生態平衡,所以他們採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叫分散種植,即是以不同品種的植物相互間隔,以模糊害蟲的嗅覺,還會用紗網來保護農作物,並在旁邊種植其他植物來引開昆蟲。這些方法都是我前所未聞的,也令我反思,他們能善用每一樣東西,發揮他們最大效用,卻從不浪費,還遵從生態平衡的規則,可是在香港,甚至其他發達地區,浪費食物,浪費資源,破壞生態的情況時時出現。居住在發達城市的我,原以為這些情況都很平常,這些都只是社會發達的產物罷了,但參觀這個農場後,我才明白保護生態是一件重要的事。 

 旅程第三天是到 3間小學做探訪,並對其中兩間進行教學。小朋友們給我的印象是純樸,認真和友善。他們初遇我們這群來自陌生的城市的陌生人時,也會對我們十分尊敬,例如我們一進課室,他們便全體起立說早安,坐也有坐相,不是托著頭,也不是伏在桌子上,而是筆直地坐在椅子上,十分留心的聽我們說的一字一句。我問問題時,他們也會全班一起整齊地道出答案,我舉起檸檬的圖片時,他們竟全班一齊說出芒果!他們很可愛,也是我感動的地方。另外,比較深刻的是課室的設施和環境,椅子桌子都是殘舊的,最記得是他們的粉筆實在很幼,幾次我提起粉筆寫黑板時都吧它們折斷了,可見他們的物資實在不充裕,就連基本的粉筆,他們也只能挑幼小的,將就著用。當我們對第二間小學進行教學後,小朋友們都依依不捨。照相後,一位小男孩特意走到我旁,誠懇地跟我說:‘‘姐姐再見”,我為之動容,想到其實對於我們,他們來說,這次的探訪就像是一場夢,他們跟我們道別後仍會繼續上課,仍然處著資源貧乏的情況下。雖然我們有贈送物資,但只是杯水車薪,反而重要的是,我們或許不經意從這次探訪就在他們心中撒了種子,雖然這一世也可能不會再見,但他們可能會記得有這樣的一次,有一群大哥哥大姐姐給他們送溫暖,此行的目的難道不在此嗎? 

 第四天是最後一天,在車上,我回想起一片無際的綠田,咩咩叫的小羊,夾帶著草青味清新的空氣,純樸的小朋友,和掛在他們臉上略帶羞澀的笑容,確實改變了我對瑞金的看法,帶著回憶之餘,也透過此行,深深體會到身處在物質豐富年代的我們,不應該一味埋怨,而是要珍惜當下自己擁有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