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樣的奥運

香港書法家的困惑
網絡上有篇題為
《記憶香港：從
「九龍皇帝」到劉

德華題字，光怪陸離的香港書法
簡史》的文章，此文大講特講那些
年「九龍皇帝」曾灶財在牆上的
塗鴉和劉德華、鍾鎮濤等藝人的
「明星書法」。然後說「在香港
民間書法家之外，香港主流的書
法圈也早已建立形成。不過，令
人遺憾的是，各個媒體平台，對
於已經成立25年的香港書協並不
甚了解，其做了哪些貢獻、培養
了哪些優秀書法家，似乎並無可靠
內容，僅知道代表人物有鄒德忠、
黃簡、梁君度等……」
顯然，該文作者對香港書法圈
並不熟悉，香港有香港書法家協
會、香港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
書法家協會香港分會、香港硬筆
書法藝術協會、香港書法專業人
員協會、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等
眾多書法藝術團體，這些團體成
立的時間有早有遲，但都經常舉
辦書法作品展，而且許多書法家
都開班授徒，默默耕耘，開展書
法教育，多年來也培養出不少書
法人才。如香港硬筆書法藝術協
會主席、香港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許雪明長期在香港大學教書法，
筆者曾出席過他的師生書法聯
展，覺得他不少學生都非常出色。

最近筆者發起為河南水災書畫義
賣籌款，他的女弟子呂卓君捐出
的小楷《金剛經》六條屏，展開
細細觀之，覺得字字工整，筆勢
堅勁，峻拔剛斷，相當不俗。
香港書法家對社會當然也有貢

獻。如香港書法家協會容可權先
生把書法創作編成電腦字庫，在
全世界華語地區廣泛使用，除專
門請書法家寫的招牌，多數都是
用這個字庫字體設計製作的，可
說容可權書法遍天下。
對於香港的書法家來說，最大

困惑是他們的作品難以在市場上
流通。香港字畫市場細得可憐，
書法家創作出來的作品少有人問
津，正所謂「筆底明珠無處
賣」。除了在中央圖書館和大會堂
租個展廳擺幾日展覽之外，便再
無用場。書法家也難怪香港沒有
市場，因為香港寸金尺土，一般市
民住的房子也只有五六百呎，正所
謂「豆腐乾」那麼大，一個千呎單
位便稱豪宅了，放一套半套沙
發，擺個電視櫃，就沒剩幾吋空
間，哪有地方可以掛字畫呢？所以
書法家鮮有靠賣字畫為生的，這
自然就要靠教書法「搵食」了。
香港最窮是書法家，和內地書
法家相比，實在「貧富懸殊」。
鑒於香港確實難以發展字畫市場，
書法家真想拓展，惟北望神州了！

「不一樣的奥
運」為期17天，終
告完成使命，徐徐
落幕……想像到日

本舉國上下、全世界均鬆一口
氣！在疫情仍反覆未受控的今
日，要舉行全球盛事，壓力可謂
「雪上加霜」！對主辦者和參與
者都是嚴峻的考驗！雖然缺天
時、地利，有些遺憾，但總算大
功告成。

不可脫除「口罩」
不可近距離接觸
不可外出遊玩
不設現場觀衆
許多「不」的設定，成就了這
次難忘「不一樣的奥運」！
卻絲毫沒有減退人們對它的期
望與激情。特別是香港，我們已
許久沒舉辦盛事、沒外出旅遊、
沒共同的喜慶樂事，感謝香港體
育界、感謝香港代表隊運動員，
在各界氣氛沉鬱迷茫的時候，為
我們打下了「強心針」，帶來正
能量，喚起新鬥志。
畢竟近年香港的社
會氣氛欠佳，難得是
運動員們仍能沉着應
戰、刻苦受訓，這種
逆境自強的精神，不
就是我們常自豪的「香
港精神」？！「獅子山
精神」？！原來「精
神」已根植在這群年

輕人身上，且發揮得淋漓盡致！
功不可沒的運動員教練們，來

自五湖四海，有本地的、內地國
家級的、外籍的……不分彼此，
通力合作，打造一張亮麗的奥運
成績表，體現了香港的真正包容
和自由——我們一直標榜的國際
大都會文化。
以香港彈丸之地，一個近750

萬人口的城市，能獲得一金二銀
三銅的奥運成績，確實令人鼓
舞，但願這股在社會激起的熱情
和凝聚力持續下去，不會因奥運
落幕而淡退。事實上香港自1996
年參與亞特蘭大奥運獲金以來，
我們期盼出現更多的李麗珊、張
家朗、何詩蓓、劉慕裳、杜凱
琹、李皓晴、蘇慧音以及李慧詩
等千千萬萬的逆境自強者！
擁着頑強鬥志的李慧詩校友在

奥運閉幕當天舉行的「場地單車爭
先賽」，再次奪得銅牌為港爭
光，這位正在我母校（浸會大學）
修讀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課程的

校友，一向以能兼顧學
業、體育事業優秀見稱，
她說︰「人生就是這樣，
有時你用力完成一件事，
結果雖然未如理想，但起
碼已盡力，無悔。」
「不一樣的奥運」，讓

我們更悟出︰不放棄、
不後悔，成就「不一樣的
人生」。

有朋友以為「香港導盲犬
之父」張偉民（Raymond）
主席是視障人士，他笑言，
「大家誤會了，我只是一個

愛犬之人，20多年前我在狗仔身上賺到了
錢，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希望在這裏
為市民大眾作出一點服務，於是我創辦了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Raymond自言沒有書緣，小五輟學之

後，便到一間茶餐廳賣麵包，一位女士送他
一隻小狗，自此他便深深愛上了，更希望一
面工作一面與動物在一起。1986年受恩師指
引，飛到紐約學習為狗兒剪毛，「那裏的小
狗兒早已習慣讓人家剪毛扮靚，我捉牠右
手，牠會遞上左手，好開心！回港後，我
想繼續這種工作，為了增強本事，1988年
我飛英國去學習訓練狗隻，包括追蹤、搜
索、服從和保護等等……在那裏我第一次接
觸到導盲犬，其實沒有太深印象。」
Raymond因為懂得美容和訓練狗，回港

後生意非常暢旺，「我夢想建立一個寵物
王國，我選擇移民新西蘭，在這裏我要向
太太講抱歉，更多謝她的支持，1990年8
月最後一個星期五，兒子剛滿月我離開了
香港，兩年後入籍才重逢，兒子已經懂走路
了。我的寵物王國誕生了，內有貓狗酒店、
美容服務、貓狗訓練、寵物運輸等等，最後
我更與新西蘭政府合作做了當
地第一個貓狗檢疫中心，從此
貓狗入境不用再在第二個地方
檢疫半年了。」
當年Raymond無意中在收

音機聽到有關導盲犬中心
的訊息，他找到了，並且開
始在那兒當義工，苦等10年
終於有機會考取到導盲犬訓
練員的資格，「2008年我決
定賣掉自己的貓狗酒店，買
回自己的自由，當時24小時7

日工作，精神壓力好大，我的子女在讀書
階段都來幫忙，沒有時間放假……」
「我那塊地仍可收租，便去台灣拜訪在

新西蘭認識的師兄，參觀他的導盲犬中
心，我有信心自己在香港也開辦一個，及
後師兄送我兩隻小導盲犬，其中一隻是
Google，牠們身上都有特別的基因。狗仔
1歲左右由寄養家庭收回來訓練，六七個
月便與牠們配對主人，導盲犬都不收費
的，只要政府發出殘疾證的朋友都可以申
請。」服務中心主要將導盲犬訓練成高質
素專心工作、有紀律的工作犬，「犬隻不
能嬌生慣養、不聽使用者的指令，萬一發
生危險，我們要承擔全部責任！最近非常
高興，我們在新界打鼓嶺蓮麻坑路前三和
公立小學可以建成訓練學校，希望大眾了
解導盲犬由出生到服務至退休，我們的所
有工作歷程。香港大概有17萬4千多名視
障人士，如果有一成需要導盲犬服務便需
要1,740隻，但現在只有50隻左右。」
好消息傳來，服務中心最近生了一胎7
隻小狗兒，「真好，在我們需要的時候上
天有這美好的賜予，但我們更需要的是善
款……我是義工，但工作人員也要有微薄
的薪酬，還有狗兒福利和犬隻的醫療照料
等等，中心熱線︰26281833，請多多支
持。」Raymond主席再三提醒市民，「凡

遇上導盲犬請牢記︰（三不一問）
不拒絕、不干擾、不餵食，遇迷
惘的視障人士要問一問是否需要
協助。自從有了導盲犬服務，視
障人士生活改變了，圈子大了，
自信心提升了，不用再吃精神藥
物的個案增多了，很鼓舞！當然
我最感恩太太和孩子對我一直的
體諒和支持！」
多謝「香港導盲犬之父」Ray-

mond主席，你所做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我們感恩有你！

「香港導盲犬之父」張偉民
文公子2003年時，曾經出版過以自由行遊

客為目標的購物指南雜誌，當中，邀請商號惠
登廣告，必不可少。文公子在媒體推廣工作多
年，明白到廣告商最擔心的，是花錢登了廣

告，但廣告是否有成效？生意有沒有因為落了廣告而受惠
呢？又受惠了多少呢？
因此，文公子鼓勵廣告商在落廣告時，不妨加一個推廣的

印花，剪下印花可獲一些優惠。最常見的優惠，是當現金券
使用，例如每消費滿100元，可作10元使用；又或者使用優
惠券，購買任何產品可獲禮品一份之類。廣告商只要事後計
算回收的印花數量，就可以計算到帶來了幾多宗新生意和相
關的生意進賬。
然而，經過好幾期的實踐，發現購物優惠如果不吸引，要
買滿一定數額才減丁點的銀碼，除非貨品是深受消費者歡迎
的日常用品，否則使用率一般偏低。反而，凡購物即可作現
金使用的現金券，會比較受歡迎。
禮品換領，也要看禮品是否吸引。文公子2000年在香港

電訊工作時，負責該集團的購物網店的銷售和《i.SHOP購
物指南》的出版工作，就曾與美心集團的Hello Kitty Café
合作，只要在餐廳消費滿一定金額，剪下印花就可以換Hel-
lo Kitty限量版杯。結果聽說只是短短一個周末，就幾乎全
數換罄，也為餐廳帶來非常滿意的客量。
近日，香港政府正式發放消費券，各大商號亦紛紛提供購

物優惠。文公子登記的，是最為普及的八達通。新聞所見，
有便利店提供購物現金券，鼓勵用八達通的消費者前往便
利店，將消費券拍卡入賬，就令門前大排長龍。據悉，該便
利店的現金券是有使用條件的，但由於橫豎大家都需要購買
日常生活所需，不用白不用，很多消費者都在拍卡後，「順
便」就用消費券加現金券就地購物，也算是一條推廣的好橋。
文公子就利用了消費券添置新衣，在一家連鎖服裝店買了

數件衣物。店員說可以用八達通的應用程式，下載電子優惠
券，買滿200元可用20元，而買滿300元可用100元。文公
子剛好用了200元，應該享有20元的折扣；但店員卻提醒
我，可以多買100元貨品，滿300元的話就會節省100元；
換言之，多買的100元貨品是免費的！試問又會有哪位消費
者不動心？
有人說，成功的銷售，要明白顧客要的不是便宜，要的是

感到佔了便宜。這個購物優惠策略，事實上非常成功，絕對
是提升營業額的一條好橋。

購物優惠策略好橋

周潤發獲浸會大
學頒授榮譽人文博
士，以表揚他專業

成就及對全球電影的重要貢獻。
周潤發不愧是明星，在台上致
謝詞時，用輕鬆戲劇手法，憶述
他如何由一個鄉下窮小子來到大
城市，生活貧苦，經過努力，出
道了，經歷9年捱更抵夜拍劇的日
子，連見發媽的時間也沒有，拍
電視劇走紅後，轉戰拍電影，由
香港拍到荷里活，由荷里活拍到內
地，他稱拍戲是為搵食被逼出來
的。最後他不忘多謝香港人給他的
鼓勵、包容和愛錫。他更多謝香港
這個地方，賦予他智慧和愛他。
周潤發的一番話反映了當年香
港的社會面貌和娛樂圈生態，以
及他個人的奮鬥史。
他童年時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香
港經濟尚未起飛，他和家人跟30
多人擠住在細小的舊唐樓中，今天
他住在九龍塘獨立屋，很勵志；他
說有空便去看工餘場，為的是嘆
冷氣，九十後都不會知道工餘場是
什麼，那是1950至60年代，香港
戲院設有「工餘場」，5時30分開
影，名副其實是給剛放工的觀眾
看的，放的是二輪電影，而當時冷
氣是十分奢侈的享受，一般家庭只
用電風扇，沒能力購買冷氣機。
到了七十年代，他報讀無綫電

視藝員訓練班，念第三期。一年
後畢業，開始不停拍戲，由早上
6點拍到凌晨2點，9年來一直這
樣度過。他又搞笑指那段歲月見
鄭裕玲多過見發媽。完全反映當
年電視製作即拍即播的制度，為
令劇集準時出街，藝人包括整個
劇組每日開工20小時，周潤發就
是這樣捱出了肝炎，醫生吩咐要
全面停工、爭取休息，為能早日康
復，他四出尋覓健康養生方法。
因緣際會，他遇上吳若石神
父。吳若石是腳底按摩療法的創
始者。他用腳底按摩改善了周潤
發的體質和健康，令周潤發迷上
腳底按摩，吳若石亦毫無保留，
把手法和心得傳授給他。
當時外界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腳

底按摩，未有任何足浴店。周潤
發為爭取更多臨床經驗，及本着
助人為樂的精神，雖貴為紅星，
只要知道身邊的人生病或健康欠
佳，馬上就化身足療使者，促患
者脫鞋，紆尊降貴蹲下來捧着對
方雙腳逐個穴位按。不單止，他
更公開為一位影迷按摩腳底，成
為熱話，大大推廣了腳底按摩的
療效。至今腳底按摩店開到外國
去，製造不少就業機會，周潤發
功不可沒。
周潤發多謝香港，其實香港人
也要多謝他，帶給大家娛樂無窮。

榮譽博士周潤發講奮鬥史

忙碌中不知不覺，歲月匆匆，時
光悄悄流走，每個人都在浮世之中
忙碌着。我們以為能夠把時間抓得
緊緊的，哪知時間的離開，從來不

會跟我們打招呼。因為上一天時間過去了，接着
另一天又來。無窮無盡的時間，永遠存在着，但
是我們的生命卻已經在悄悄地流走。
有些時刻，我總是在想，我們的生命如此有

限，時光是這樣的匆忙，我們應該留下些什麼
呢？人來到這世上走一趟，是一種旅行，也是一
段修行。我們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界上，腦袋是
一片空白，沒有任何的知識和感受能力，可是我
們來了就是完完整整地投入到這個世界中，每個
人總要有自己精彩的人生。
我們可曾思考過關於生命的修行，關於歲月的

修行呢？

在大千世界中，芸芸眾生，正所謂人各有志，
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追求的東西。對於成功，我
們沒有絕對的標準。什麼樣才是最精彩的人生，
我們也沒有絕對的定義。比如在這世界上，有很
多人都是忙忙碌碌一生，都只為利益和物質追趕
着。有些人忙着生存和生活，在生命的底層不屈
不撓地努力着，只為保存一份高潔的情懷。有些
人在亂世之中渾渾噩噩，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
麼，也不知將來去向，只是按部就班地走着世俗
的道路……這些都是各人各自不同的修行。
不管怎樣，我認為我們既然來活這一趟，就必
須要找到自己，自己熱愛的東西，並且全力以赴
去奔向它，也許它在別人的眼裏不重要，但它卻
讓你的生命充滿了光彩，它讓你的生命變得充
實、豐富、有意義。這是歲月的修行。只要我們
不違反法規，所做的事情於己於人無害，而且又

是我們堅持並熱愛着的，我們就可以用盡一切的
努力去做好它。
就比如一個工匠，他的一生也許只為一件偉大

的作品。他的忙忙碌碌在世人眼裏也許無聊可
笑，但是他有自己的熱愛，有自己追求的方向，
他的生命便是豐盛的。哪怕一輩子只有一件作
品，也是值得我們無比敬佩。這是人們所讚揚的
工匠精神，而我更認為這是一種歲月的修行。因
為這件作品並不在於作品本身，它留給後人的啟
發和遐想是無限的，因為它融入了對生命的思
考，對歲月的禮讚。哪怕他本人很平凡，但是誰
能不說他偉大呢？
關於歲月的修行，每個人都應該去思考。因為

我們活着，時間就屬於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不能
虛度光陰，必須要留下一些對別人有用的東西，
哪怕是一種精神，也是值得我們苦苦修煉的。

歲月的修行

濟南老街巷的紅色記憶
老城區，好比宋代女詞人的翡翠玉

鐲，在時間之手的摩挲中起了包漿，每當
目光輕觸，我能感受到從指間到頭頂蔓
延的涼意，還有從肌膚上滑落的光澤——
當年古城的生活現場隱約可見，讓人不
禁想起《老殘遊記》中的經典描述，
「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

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
辛丑盛夏，明府城、百花洲、後宰門街湧
入很多穿校服模樣的青少年，上前打聽，才知
道，他們都是各學校前來參加「行走中的黨
課」的中小學生。胡同口、老井邊、小院裏，
與他們擦肩而過，經常看到老濟南記憶館講
解員志願者陪伴左右，一小一老，有問有
答。在泉水書房院落裏的王盡美雕塑旁，孩子
們瞬間變得安靜下來，有個戴眼鏡的男孩問
道︰「他投身革命不怕死，為什麼去世得這麼
早？」講解員緩緩講述王盡美為革命獻身，
如何積勞成疾的，說到動情處，他雙手顫
抖。此刻，我的耳畔響起王盡美臨終前的遺
言，「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
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到
底！」穿堂風拂過耳際，惹動一甕盆景暗自誦
唱，一地鏗鏘。或許，很多孩子還不能完全
理解這些視死如歸和以身代薪的革命者，只
是穿越時空觸摸到些許火苗，那麼這火苗也
勢必是磷火，有一天會星火燎原，勢不可擋。
每到一處，講解員都被孩子們包圍，連說

帶比畫，熟悉的濟南方言，和着柳絲清泉，飄
進了遊人的耳朵，也被那些無名泉所袖藏，喧
囂之間，古城就這樣睜開眼睛——復活。
打開歷史的冊頁，四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

時代，老城區便有遠古居民繁衍生息。明代洪
武九年，歷下古城乃省、府、縣三級官府所在
地。歲月行至1985年，坐穩歷下的江山，那
一年有個女孩出生，不滿周歲就坐着爺爺的汽
車逛街巷。女孩不是別人，就是我。轉眼間，
在濟南生活了36年，我愈發感受到老城區的
時間多種多樣：晨起河岸兩旁商戶卸下門板的
聲音是種時間，冬日午後牆根下老人打瞌睡是
種時間，小南湖消夏夜市燈火闌珊是種時間，

一年到頭早上市民拎着水桶排隊打泉水也是種
時間……跟隨孩子們打卡紅色景點，我又發
現了另一種時間——當年那群年輕人擎舉火
把走遍街巷，把革命的火種悄悄播撒，把青石
板踩得「光光」作響，連蟋蟀都噤若寒蟬，也
是一種時間，且充滿自由的味道。
一百年前，當李大釗振臂疾言發出呼告，

「九死而不悔，雖千萬人吾往矣！」23歲的
王盡美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北園分校﹚
讀書，他與學生領袖鄧恩銘成立勵新學會，發
動學潮，組織罷課，街頭演講，他們的腳步遍
布大街小巷、機床大廠，一襲長衫，鼓脹起青
春理想，滿腔熱血，沸騰着心中信仰。而南赴
上海之前，他們就創建了共產黨在濟南的早期
組織。同一年，21歲的陶鈍從諸城縣立高小
畢業，來濟報考省立一中，因超了年齡被拒，
在同鄉鍾建華的爭取下才順利考入，讀書4年
間，下了晚自習，他就去大明湖畔散步，在柳
下聽風，放牧心靈。僅隔一年，在濟南隱居
12年的瞿世瑋去世，他的兒子瞿秋白赴俄前
夕，曾趕到濟南與父告別。大明湖畔，那個不
朽之夜，湖邊的蘆葦與楊柳，響着；月光兜頭
傾灑，凝着，將父子的暖心話也凝固其中。
此刻，我走過秋柳園街，當年王士禎的讀

書地，孩子們集體合影留念，嘰嘰喳喳嚷個不
停，他們哪裏知道，此處還停留着瞿秋白忍痛
離別的最後餘溫？
歷史總是在相同的地方發生重疊。1929

年，一身穿灰大褂、頭戴黑禮帽的男子，與從
武漢而來的女子悄悄重逢，他們就是劉謙初與
張文秋夫婦。原來，這次「小團圓」是周恩來
總理特批安排的：此時劉謙初任山東省委書
記，把張文秋作為增調幹部送到濟南，任山東
省委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同時擔任省委機關
機要秘書。東西菜園子街4號的3間北屋，成
為他們開展地下工作的居所。他們出入隱秘，
把每條街巷出口摸得倍清兒，只是無暇顧及秀
潤風景。然而，好景不長，張文秋意外被捕，
35天後，劉謙初準備坐膠濟線火車去上海時
也被逮捕。在監獄中，兩人不畏酷刑拷打，懷
有身孕的張文秋後來被營救出來，劉謙初不屈

不撓，翻譯馬列著作，發展地下黨員，堅信
「只要武器握在手，可把細水變洪流。」
無論是王盡美、鄧恩銘、陶鈍、瞿秋白，
還是劉謙初等，他們留給我們這座城市的是什
麼？是課本上的英雄形象，「劇本殺」裏的故
事梗概，還是融入血脈的民族精神？我邊走邊
想，不覺中來到了曲水亭街8號路大荒故居。
曲水書巢，安頓着一顆高貴的靈魂，好像緩緩
講述着他著書立作的酸甜苦辣，保護文物的驚心
動魄，以及文人志士的精神往來。偶遇一位南京
過來的外地人，下了火車直奔此地，他年過六
旬，頭戴棒球帽，喜歡聊齋，他身子歪斜，喃
喃自語道︰「終於找到了，老先生，謝謝您，讓
我圓了夢！」說罷，脫帽，連鞠三躬。那一刻，
地下的泉水撲撲冒着，我聽到靈魂的震顫。
小院裏，老樹濃蔭，搖曳天風，一個人的

精神囈語；小院外，單車飛馳，奶茶飄香，一
群人的甚上塵囂。我突然頓悟，濟南人的根脈
就在這裏，城市的精神重心也在這裏。落日緩
緩地在白牆青瓦上融化着，遠處的垂柳、口琴
聲、大白鵝，近處的青苔、水藻、池中魚，都
即刻入了景，鳥雀的叫聲，光明像翅膀一樣停
在我的心靈。就這樣，在寂寞餘暉中，我完成
了一次自我追溯。記得老舍先生離開濟南後，
傾吐衷腸，「……是的，我在濟南，沒有財
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
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
的一點氣節。」是的，正是一個個革命者的一
點氣節，構成了古城肌理的文化長城——再
殘忍的外敵侵犯也塌不了，再密集的槍聲炮火
也不懼怕，因為這些革命者的每一次奔走都是
起誓，沒有退路，只有勝利；在圖窮匕見的時
節，他們捧出赤子之心，鑄成正義的碧血。
所有的流血犧牲，所有的生命起誓，都能
在泉城大地上找到歸宿：泉水奔流不息，不捨
晝夜，帶走了風兒的眷戀，卻帶不走昔日的火
種，帶走了城牆的寒冷，卻帶不走信仰的鐘
聲。這火種，就在孩子們行走尋訪的眼神中重
新燃燒；這鐘聲，就在現代人漫步街巷時的駐
足中，被層層疊疊的記憶碰撞，奏響一曲曲盪
氣迴腸的古城新曲，或曰「歷史的榮光」。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戶垂楊
辛丑盛夏

入很多穿校服模樣的青少年
道
課」

百
家
廊

鍾
倩

副 刊 采 風B8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

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

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

點
滴

陳復生

文
公
子
手
記

文公子

淑
梅
足
跡

車淑梅

紅
查
館

查小欣

愉
韻
度
曲

梁君度

王嘉裕

從
零
創
夢

●張偉民話導盲犬為
視障人士帶來生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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