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蘭人對中草藥着迷

以文化藝術凝聚人心
「藝術香港」在
告別2022迎接2023
之際舉辦了一次別

開生面的聯歡會。這個活動最大的
特色是所有書畫家都攜帶自己的作
品參加活動，並將作品用作抽獎。
所以大家來到「藝術香港」機構所
在現場，映入眼簾的盡是香港名家
書畫。除了書畫，藝術香港亦全力
推廣茶文化、玉器文化，所以，也
有不少嘉賓提供名茶、玉器藝術
品作抽獎，令參加活動的所有來賓
都十分雀躍。
當晚參加活動的嘉賓有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立法
會議員吳秋北，全國政協常委周
安達源，香港保良局主席陳正
欣，全國政協委員高佩璇，香港
教育大學校長李子建，藝術香港
發展委員會主席賴榮春等嘉賓。
吳秋北議員在致辭中提出我們
的文化藝術可以在凝聚人心發揮
更大作用，我覺得這是對愛國愛港
的藝術家提出的一個很好課題。
一件優秀文藝作品以其訴諸情
感、精神和心靈的強大感召功
能，在凝聚力量方面大有可為。
充分發揮文藝凝聚力量的作
用，必須重視和加強文藝的感召

功能。文藝的感召功能，是指文
藝作品通過感染、感動讀者來實
現的一種喚起、引領和吸引的功
能，它體現了優秀文藝作品的獨
特而恒久的精神魅力。
充分發揮文藝凝聚力量的作

用，必須重視和加強文藝的引領功
能。可以說，先進文藝發揮凝聚力
量的作用，內在地蘊涵了先進文藝
的引領功能，沒有進步的價值觀
的引領，就不會實現真正的、正
確的力量凝聚。
充分發揮文藝凝聚力量的作
用，應重視和加強文藝的「立人」
功能。我們知道，凝聚力量，其要
點在人上，或者說在人心上。而這
正是文藝作品發揮的作用。
這就要求文藝要激發自身「立

人」的理想和熱情，切實發揮文
藝對主體的思想和精神的深刻的
建設性作用，通過藝術的審美的
方式來澡雪人心、涵養人心、化育
人心、引導人心、凝聚人心。
組織活動的「藝術香港」一年

來不辭勞苦，舉辦過多種展覽和
藝術活動，這些活動都發揮凝聚
人心的作用。我們祝願「藝術香
港」在新的一年舉辦更多這種藝
術活動。

在波蘭華沙攝製
電視特輯《一帶一
路醫藥行》的時
候，其中令我印象

深刻的就是認識了一位外國人中
醫師塔代克．布拉施車克醫生。
塔代克醫生個子不高，卻充滿自
信，且學識廣博，尤其談到他熱
愛的中國文化中醫藥，更加滔滔
不絕，這位在訪談裏夾雜德
語、波蘭語、英語的塔代克醫生
熱誠開朗，充滿傳奇。他於1948
年在波蘭出生，在當地大學學習
西方醫學，其後入籍德國，是婦
科疾病及物理治療的專家，上世
紀八十年代開始學習中醫藥知
識，更專程到中國和日本學習針
灸及草藥。在波蘭斯拉夫的大學
攻讀博士學位課程時，其博士論
文主題為中草藥的藥理學，並於
德國漢堡開設診所，結合中西醫
學為病人治療。
究竟當初為什麼塔代克醫生會
對中醫藥產生興趣？他說：「有
一個病人主動來我的診所求醫，
要求我在他的左耳後方進行針
刺，病人當時頭疼很厲害，我在
想，他的要求好奇怪，我當場拒
絕了他。但後來不斷地有新病人
來找我，紛紛要求我在他們的頭
部或是背部進行針刺，甚至會主
動將針遞給我，並且指出我應該
針刺的部位，我按照病人的指示
進行針刺後，他們的頭疼症狀果
然就此消失了，腰背疼痛的病人
也是類此的情況。」
從那時候起，塔代克醫生開始
對中醫迷，主動去學習中醫
藥。當時他已經移居德國，最初
就在德國聽一些關於中醫的講座

及課堂。後來想學習更多，他便
於1984年直接飛往北京的一間醫
院參加培訓課程，醫院裏的配藥
房設有多種類別的草藥，房間內
瀰漫濃濃的草藥味道，讓塔代
克醫生感到十分神奇——原來大
自然的許多植物可以醫病，自始
對草藥更加迷。後來，他花了
約兩年時間，累積足夠經驗，開
處較複雜的藥方，分別在德國和
瑞士設立中醫診所，實行中西醫
雙管齊下替病人治療——塔代克
醫生會先給患者服用中草藥，幾
天後再替他們以西醫方式檢查，
從來不會在未清楚是否受到細菌
感染或其他病因情況下，隨便給
患者濫用抗生素。
除了行醫，塔代克醫生還在波

蘭教授中醫藥知識，著有超過30
本關於中醫藥及草藥的書籍，更
親自種植中草藥，他在1988年的
博士論文，就提及在歐洲進行中
草藥栽培的可行性，結果發現約
60%的常用中草藥，皆可在波蘭
種植，而在波蘭生產的藥材，藥
性和形狀跟中國的都很接近。現
時，他的培植園已種植了80種藥
材，分別有草本、木本，甚至花
類也有。

元旦日香港電台《舊日的足
跡》播出了在12月19日錄音的
特首李家超（超哥）專訪，當
天特首非常忙碌，剛完成為立

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補選當選議員宣誓後，立
即趕過來接受訪問，非常難得，不過依然氣定
神閒。
特首透露除了休息和進食都是在工作，

「我希望用多點時間落實更多工作，以最短時
間得到最好的效果，這也是我人生中最忙碌的
時刻，不過我的時間不受自己控制，同事都好
努力為我安排，那都是好有意義的工作。」特
首以「任重道遠」來形容上任半年來的心情，
到底超哥什麼時候想到要當特首？「如果說我
有想過都沒有人相信，但每個人每個階段都會
有個目標，會以實際的情況去找路向，我要多
謝人生中好多良師益友，可能我一向尊重別
人，他們也樂意將經驗和心得告知，我是個愛
自我反省和總結經驗的人，過程是醞釀的。」
去年4月6日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參選特

首，過程是主動還是被動的呢？「是多動的，
有自己的意思，也跟朋友同事討論過。我考慮
有多方面：第一，我履行如此重的責任是否做
得到；第二，這個時期的特首需要什麼元素？
是否我可以貢獻出來？其實每一個時期的香港
所需要的特首元素都有所不同。現今是由亂到
治再由治及興的關鍵期，我對於風險管理安全
方面有經驗亦有優勢，而我亦感到香港公務員
團體在我管治理念下更有發揮，因為我重視團
隊精神，18萬公務員的凝聚力量一定比18萬
個人的力量大。我是紀律部隊出身，明白團結
的力量不可低估，例如20萬市民到尖沙咀欣
賞節慶燈飾，警隊怎能以1萬警力維持20萬群
眾的秩序？那就是要團隊互相配合發揮力量
了，如果發揮到團結力量，特區政府的認受性
一定更大！我也受到鼓舞，某程度上我見到一
些成績出來了，但還未足夠，文化改進是需要
時間的。」
回歸祖國25年，這幾年移民人數多了，特
首為何要搶人才而不是留人才呢？「2019年
前香港為免人才太多，作出了很多限制，其實
本港的吸引力將會持續，差不多是DNA的一
部分，例如香港位處亞洲心臟地帶，5小時飛
機已到達全世界一半人口的地方；也是國際金

融中心、航運貿易中心、融資市場，空運首屈
一指，稅務政策簡單、低稅制，廉潔政府、互
聯網等等……這些都是營商重要的條件，現
在新的政策，包括國際創科中心、中外文化交
流中心等等，香港也是多姿多彩不會悶的地
方。香港更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國家也是
未來發展引擎的地方，中國優勢、全球優勢都
集中在香港，招商人才好吸引，投資者、企業
家都會視作長線發展的機會，經過3年谷底，
未來只會更好，更精彩！我其實不單搶人才，
在施政報告中也說明要挽留本地人才，增加了
培育3,000個技術性專業技能的本地人才。我
知有人走了，所以要補充，但離開的人有不同
的理由，在不同階段都有人移出移入，這是我
們的經歷，如果香港發展得好，他們會回來
的，歡迎他們回來，香港始終是他們的家，另
外，新人來了變成永久性居民，這也是經常發
生的。」
特首強調以「結果為目標」，經常提速提
量提效，極忙下怎樣使家庭繼續甜蜜？「首先
我多謝太太的支持包容，我們家裏每一個成員
都熱愛這個家，對的，時間是挑戰，但是最重
要是大家真摯，人與人之間真心是最重要的！」
最後，特首在節目點唱《Endless Love》給

兩位聽眾，「第一位是太太，我要多謝她，永
遠多謝她；第二位是所有香港市民，希望在這
5年內，政府所做的市民會認同我們的目標和
真心，都是為香港人謀幸福、謀發展！」
感謝有心有力的特首帶領我們走出谷底，

正如特首所言，2023年香港會變得更璀璨、
更豐盛！

李家超：香港會變得更璀璨、更豐盛
踏入2023年，文公子在此先祝賀各
位「2023．易拎易生！新年進步，天天
快樂！」粵語「易拎」也者，易取易賺
之意也。

上星期全香港都充滿節日氣氛，先是聖誕假期，然
後周末就到新年。再望望月曆，1月22日就是大年初
一，相信這兩三個星期都會有不少朋友在策劃如何歡
度農曆新年的幾天假期。
聖誕節傳統是互贈禮物的日子，今年全港市民收到

最令人振奮的大禮，莫過於中央宣布恢復通關有期，
而香港市面亦逐步復常了。
國家衞健委網站發文宣布，自2023年1月8日起，

解除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規定的甲類傳染病預防、控
制措施；並優化中外人員往來管理要求，只須在入境
前48小時進行核酸檢測，結果陰性者即可過關，無
須申請健康碼；而且取消入境後全員核酸檢測和集中
隔離的規定，在口岸常規檢疫無異常者即可直進社
區，並將逐步恢復水路、陸路口岸客運出入境；香港
與內地通關可期。
行政長官李家超亦在周內宣布優化防疫措施，包括

取消檢疫令、「疫苗通行證」及所有入境人士強制核
酸檢測的要求；也取消所有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限聚
令、1.5米餐桌距離和每枱人數限制等，只維持口罩
令。換言之，市民除了在公眾場合仍需戴口罩外，其
他因防疫理由的生活限制大致全部取消。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每年都會邀請著名

堪輿學家蔡興華女士，主持新年運程講座。在今年的
講座中，蔡女士分享了《通勝》內《地母經》所載，
其中提及：「春夏承甘潤，秋冬處處通」，似乎是在
暗示到了秋冬期間，旅遊各國路路可通。不知是巧合
還是老祖宗的智慧的確超凡，「秋冬處處通」看來是
應驗了。文公子身邊不少友好，在放鬆回港檢疫限制
時，就已急不及待地「報復式」外遊了。聖誕新年期
間，大家紛紛出遊日韓泰等地，並在社交媒體上載景
點和美食的「打卡」照「放閃」。
通關在即，文公子本也想回內地食食玩玩。蘇東坡

詞有云：「不思量，自難忘」；但原來實情是「不思
量，就遺忘」。在疫情反覆的3年間，由於沒有機會
動用回鄉卡，今個星期取出一看，才發現原來證件早
在上年已過期。據悉，現時網上申請領證者，已排到
兩個月後。短期內文公子都唯有望關興嘆，幸好也並
無迫切回內地的需要。
相信疫情逆境，已隨2022年而去。展望來年，否
極泰來，文公子祝願各位新年有新氣象。

2023．易拎易生

今年也是多事之
秋，12月我家人跟
我的好朋友全部都

中招，整個聖誕節留在家中，只
有我一個人沒事，最孤獨的就是
節日裏面氣氛也沒有了，眨吓
眼，便迎接2023年的日子；每一
年這個月份我們也喜歡回顧年內
有什麼事，當然有開心和不開心
的。
這一年來我的轉變很大，由原
來的大台直播直銷工作，轉瞬間
變成數碼媒體平台推廣者，這也
是多麼奇妙，整整的6年，離開
電台已經很久，2016年至2020
年，變化最大。由一個什麼也不
認識的DJ轉變為一個懂得少少剪
片、網絡平台宣傳自媒體成員，
由起初沒有客戶，令自己擔憂沒
有未來了，幸好當中有一兩份固
定的Part-time，真是可喜可賀！
當然我也要繼續努力，由當初
CV沒有什麼可以寫的技能下，
到現在可以寫吓剪接、拍攝、攝
影、砌稿都可自己一手包辦，甚
至乎可以幫上一個客戶數碼媒體
平台維護的自由工作者，這個已
經很開心了！除此之外，我也努
力學習例如印刷上的AI、Photo-

shop等等的技能，希望再提升自
己的能力。
這幾年我看到一些娛樂圈的朋

友，在香港沒有演藝事業工作之
後便投身到內地直播帶貨，這也
是一個冒險的生活，有一些絕對
我們看到是成功的，但是有大部
分的藝人朋友都是失敗而回，因
為這樣的工作不是容易做，不是
作為一個演員可以容易適應的工
作；所以我認為就算家人朋友覺
得回到內地工作是可以發展的，
但也需要豐富自己的能力才能穩
操勝券，若果只是靠剩餘的口
才，或者是自己的演藝技能，這
個我們根本沒有機會跟內地的演
員比拚！
作為一個香港的傳媒工作者，

我認為是時候挑戰自己學習更加
多傳媒體系上的技能，尤其是現
今社會的網絡世界，學懂這些之
後便能夠投身更廣闊的內地工
作，因為內地人才實在太多，香
港往往工作上每個人也只有一項
技能，這個在內地是不能的，因
為我認識的內地朋友他們也有數
十項技能，所以要回到內地發展
我肯定地說，充實自己學習更
多，才能跳出框框走進未來。

眨吓眼又一年了

一年時間又過去了，在年終歲
末，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焦慮無
比。還是那一句：時間過得飛快，

好像才感覺一年剛開始，惟眨眼之間就結束了。
這個時候想想自己有哪些成就，心裏便生出無盡
的焦慮來，每年都是在和時間賽跑，每一年的開
頭都會立下很多目標，結果到了年末發現這些目
標還是在原地踏步。
焦慮情緒就是這麼產生的，可是如果我們換一

個角度想一想，又一年過去了，而還是能夠平安
健康地生活，每天三餐雖然沒有什麼山珍海味，
但是我們能夠保證最基本的生活，這一點也是值
得祝賀，在年終歲末，我們不要傳遞焦慮感，在
這想和朋友們分享，最近非常深刻的一個想法：
最簡單的生活，無非是好好吃飯。
這樣的想法源自於偶然的一次逛菜市場，某天

實在想不出該吃點什麼，於是想到菜市場逛
逛，也許能夠靈感突發弄一個新菜式。一走進菜
市場，就被裏面那種熱鬧所震撼到了。作為一個
工作狂，有多久沒有去過菜市場了？不管平時有
空或沒空，都會把吃飯的事情交給餐廳而極少會
親自去買菜煮一頓飯。在此之前，其實也跟很多
創業朋友們一樣，因為頂創業的各種壓力，心
情都是憂心忡忡的，要麼就是在焦慮中趕時間趕
各種項目和應酬，從什麼時候開始沒有好好吃
過一頓飯了？
走在蔬菜行裏，看那些忙碌的人們，買菜
和賣菜的都是那麼熱情，雖然他們說話的聲音
像是大聲呼喝，但卻讓人感受到他們對生活的
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還有那些小食店裏，沒
有輝煌優美的環境，但是卻有熱氣騰騰的煙
火氣，食材的烹調用最簡單美味的方法，一切

都是那麼自然，而避免了那些不必要的雕飾。
在菜市場裏，一切食物的原材料都應有盡有，
可以根據你的喜好去購買，這就好像是我們掌
握自己的人生，各種菜到底要怎麼搭配，全
由我們自己去決定。
作為創業者或者我們就算不是創業者，大部分

人總是一心想奮鬥，想在社會中往上爬，我
們常常覺得自己的壓力無法消除，但是其實我們
可以給生活做減法，最簡單的生活不就是安心地
吃飯嗎？那麼辛苦地創業打拚，最終的目的也就
是能夠安心舒坦地吃飯呀！
所以，雖然我們有遠大的理想目標，但有時

候也應該反思，是否把人生想得過於複雜而忘記
了最本質最簡單的生活，原本不需要有那麼大的
壓力，只要還能夠安心地穿衣吃飯，別的那些什
麼壓力和挫折，有什麼過不去的呢？

最簡單的生活

遠去的報刊亭
走在路上，偶遇一個流動書攤，不

禁放慢腳步駐足挑選了幾本好書，蹲
在路邊翻閱起來。這種路邊讀書的經
歷，頓時讓我想起了兒時的報刊亭。
報刊亭，曾是一座城市裏最具書卷氣
的地方，那裏的紙墨香，也曾溫暖過

無數熱血青年的心，是他們拓展眼界看世界
的一扇窗。然而歲月漫長，待人接物也並不
總是那麼溫柔，隨時光流逝，現在已經很
難再能覓得報刊亭的身影，不知從何時起，
它們就悄悄消失在了滾滾歷史洪流中，離我
們遠去了，遠得再也尋不見了，只把它的
好，還留在一代人的記憶中，成了一種念
想，成了一種永恒。
報刊亭，其誕生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國時

期，那時經營種類單一，只有報紙和雜誌，名
叫「書報亭」。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郵政報
刊亭取代「書報亭」，以承擔文化體制改革
「最後一公里」的身份大量亮相街頭，出現在
公眾視野，並逐漸由大城市一步步走向縣鎮，
至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紀初，各人流集中的地
方，如學校、醫院、車站或街心十字路口等，
皆能見到它們的身影，以郵政那一抹出眾而又
特別的綠，成為了城市裏一道靚麗的風景。
我第一次遇見報刊亭，是在十多歲的時候，

那時在故鄉鎮上讀初中。當時鎮上主街道就兩
條，總體上成「V」字形，交叉點處就是郵
局，郵局旁的不遠處就是一個只有一條長櫈和
簡易遮風避雨頂棚的車站，緊挨車站的便
是郵政報刊亭。它們的對面是一條交通要道，
一頭接故鄉的縣城，一頭連市裏。
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個報刊亭的樣

子。從遠處看，它就像是一個豎立的長方
形的綠色大箱子。大箱子只有一面是薄牆，
其他三面都是窗戶，窗戶上擺各種報紙、

雜誌和書，正上方的亭簷處書「郵政報刊
亭」幾個大字，而窗戶下面，除了留有一個
可以供人選購報紙刊物時所站的通道外，便
是一排不可移動的座椅了，它與報刊亭緊密
連在一起，是備人們「讀書看報」時落坐用
的，當然有時也不可避免地會被車站裏的等
車人「鳩佔鵲巢」。記得那時報刊亭的主人
是一個殘疾人，他有腿疾，行動不便，常年
腋下拄一個單柺，但他性格開朗，比較健
談，也很面善，不論何時都給人一種和藹可
親之感。我在鎮上讀了3年初中，就見他在報
刊亭裏坐了3年，所以在我心裏，我一直都有
一種猜測，那就是「他守報刊亭，就是守
他的生活和時光」，所以我就經常獨自或
是叫同學一起去光顧他的報刊亭，買買
書、選選報、購購雜誌，算是以此種方式來
盡自己的努力，盡可能多地去幫助他一點。
初中畢業後，我到縣城讀高中。在縣城

裏，我見到了更多的報刊亭，它們要比鎮上
的報刊亭看起來氣派得多，而且功能也更加
多元化。它們不僅賣報紙、雜誌和書籍，也
售香煙、礦泉水、方便食品和酒水飲料等，
更有高大上一點兒的，還安裝有公用電話和
傳真機，誇張一點兒來說，儼然就是一個小
型的「便民服務中心」，方便了南來北往、
走走停停、西留東滯的許多人。
印象裏，縣城的報刊亭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

方，一天到晚總有一群人圍在邊兒上，似乎從
來都不缺少人氣。那時候，報刊亭裏賣「知
識」、賣「方便」、同時也賣「信息」。學生
在那裏買書籍、買文具、買學習資料；鄉下進
城的農民工在那裏等待招工人、談工價、把
它當作臨時休息所；行人在那裏買煙酒、打公
用電話、發傳真，你來我往，絡繹不絕。
每到放學時間，三三兩兩的學生路過報刊

亭，不管買不買東西，都喜歡駐足光顧一
下，翻翻這本書，看看那份報；農民工整天
聚在一起，不論是老相識還是新面孔，有的
來，有的往，但都與報刊亭保持一點兒距
離，卻又始終不離不棄，既在那裏等待招工
之人的到來，又在那裏向家人報告生活之
喜；來去匆匆的過客、晃晃悠悠的孩子、西
裝革履的上班族，買瓶水、買包煙、買袋方
便麵，拿袋辣條、拿罐飲料、拿顆糖果，取
盒火柴、取份報紙、取包茶葉、取個紙墨
筆，來的來，往的往，一個生命的綠色亭
子，聚滿了人間煙火氣。
學生時代，我光顧報刊亭多是買報紙和雜

誌，那時報紙價格便宜，雜誌顯貴一些，但
也在經濟能力可承受的範圍之內，大不了從
父母給的生活費裏擠一擠，日積月累，積少
成多，幾個月下來就能買上三五本。那時我
最愛買的報紙是帶有副刊版面的，我喜歡讀
那上面的文章，它們接地氣，富有人間煙火
味兒，不像我課本裏的那些文章，總是深奧
難懂，很是要讓人費一番腦筋。其次是雜
誌，多數時候買《讀書》、《知音》、《書
屋》、《故事會》、《今古傳奇》及《讀
者》等。每買一本，都如獲至寶，經常是一
屁股坐在報刊亭旁的馬路牙子上，先草草翻
一遍，然後捧於手中，帶回學校裏，白天上
課，晚上下自習後披星戴月閱讀，儘管熬得
都變成了熊貓眼，但心裏樂，就如享用盛
宴大餐一般，滿臉滿心的都是安逸和享受。
現如今，幾十年過去，時間雖然不言不
語，但卻記錄一切，也在淡忘一切，那些
曾經陪伴我一起成長的郵政報刊亭，就在不
知不覺間慢慢消失了，沿歷史的大道漸漸
走遠了，淡出了我的視線。但它留給我的記
憶，卻永遠在腦海，一生都不會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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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李家超話不單搶人才，也要挽
留本地人才。 作者供圖

◆麥景榕在波蘭訪問外國人中
醫師塔代克．布拉施車克醫生
（左）。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