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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2025年神跡再降臨阿Mo身上
2022年 7月 28日被舞
台墮下的屏幕擊中身受
重創的舞者李啟言（阿

Mo）最近情況有轉機，而本來為鼓勵兒
子剃了頭髮的父親李盛林牧師的頭髮也
長長了，「去年我長到三四mm，現在三
四十mm，阿Mo頭髮更長，他不願剪髮
喜歡用頭箍。」
早前，阿Mo在Ig上發了手在枱上撥來
撥去的短片，這是他自入院以來的第一
次，「他當時坐在輪椅上只有右手在活
動，7月他開始做了一個全世界創新的、
特別針對脊柱神經創傷的治療，阿Mo是
有反應的，主要將他的腦電波由刺激器帶
進適當活動的肌肉神經，腦想什麼便可以
做什麼動作，醫生說如果慢慢接收得到，
再加上神經線在刺激底下幫助增生，那便
有機會拆除那個植在脊柱如手指頭大小的
刺激器了，當然現時只是很輕微的，依然
未到自主階段。我們神經影響肌肉正常人
是5，他某些肌肉去到2和3，有些仍然是
1和2，以前是0，連1都未到。感謝神，
因為未必每一個病人都有如此反應，以前
是被動的，現在某程度他可以參與。有公
立醫院的主管說︰『阿Mo的一小步就是
千萬同路人的福音，以往對
於似乎沒有辦法的情況現在
有了曙光』。」
兩年半以來的留院醫療費
仍然由李先生繼續負擔嗎？
「是的，是他的公司，李先
生在阿Mo受傷的一兩個星
期都公開說過醫療由他們負
責，今天是的，希望前面都
會繼續，我想，如果沒有起
色也沒有辦法，但現在的確
是有方法……開始時李先生
有來過，之後也有提出探

望，但因為治療太密，不想太多人出入，
太轟動，所以我們婉拒了。阿Mo的女朋
友So Ching是常來的，當女朋友來的時候
他的樣子也不同了，So Ching現在教舞，
拍一些廣告，也參加一些團隊的活動，慢
慢地我更加認識她。」
今年阿Mo在生活上可有什麼突破？慈
父笑了，「他還是喜歡吃辣，我也擔心
他會嗆喉，但一次都沒有……他整年也
沒有回家，但在一兩個星期前對面酒店
有一個聖誕派對，阿Mo是全院住得最久
的，他們很有心邀請阿Mo和我們一家去
參加，我們推輪椅過去，這是他第一
次坐輪椅外出到酒店，他開心地周圍
望，本來女朋友打算一起去的，但 So
Ching當天有工作未能出席。」
牧師形容兒子如馬拉松選手，「他好努
力，由早鍛煉到晚，教授都稱讚他的毅力
比運動員更厲害，他結實了、長肉了，有
人讚他靚仔了，哈哈哈，起碼不再那麼瘦
削，以前練舞練得太犀利了。」
踏入2025年有什麼新年願望？「1月阿
Mo將接受另一階段的治療，盼望效果更
上一層樓。雖然到現時我仍然不忍看事發
那一刻的畫面，但我真的很感謝衝上台的

那一位醫生，因為事發當時萬多
人要疏散，救護人員即時未能進
場，如果沒有醫生的照料真不敢
想像了。我更希望藉我們這艱
苦甚至痛苦的經歷能夠給人帶來
希望，特別對於那些創傷，以前
似乎沒有醫治和復元可能的，都
能夠從阿Mo的身上見到原來是
有可能的、是有盼望的。」
我堅信一句話：「相信好便遇
見好」，何況阿Mo身邊有用心
的醫療團隊、家人無比的愛和神
的力量，希望2025年再有神跡！

在近幾年，隨地區
文化交流的加深，尤其

是內地與香港影視產業的互動逐漸密
切，鍾澍佳監製和佘詩曼這一對黃金搭
檔的成功，再加上馬國明、李施嬅、高
海寧、何廣沛等力量型演員及製作單位
的努力合作創新，讓我們看到了香港電
視劇在內地市場的復興潛力。以《新聞
女王》為例，這部劇不僅在劇情和製作
上都引起了觀眾的廣泛關注，還代表了
新的創作趨勢，重塑了觀眾對香港電視
劇的期待和認知。
首先，憑借鍾澍佳深厚的行業經驗與
敏銳的市場洞察力，為《新聞女王》賦
予了新的生命。他對劇本的把控和對角
色的塑造，使得這部劇在內容上充分反
映了當今社會的現狀與價值觀，引發觀
眾的共鳴。佘詩曼更將角色的複雜性與
情感深度呈現得淋灕盡致，使得觀眾不
僅看到了一個職業女性的奮鬥歷程，也
看到了她在生活與事業間的掙扎與成
長。這種情感的深度與立體感，恰恰是
觀眾所渴望的。
過去，內地電視劇多受限於特定的製
作模式和內容規範，如今，隨港劇的
崛起，內地的製作團隊開始反思自身的
創作理念，更加注重故事的多樣性和情
感的真實性。這種變化不僅為行業帶來
了更大的創新空間，也為未來更多優秀
作品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從更深層次來看，這一現象反映出兩
地影視產業出現相互借鑒、相互促進的趨
勢。香港電視劇的成功激發了內地創作者
的熱情，而內地觀眾對於香港文化的欣賞
與期待，則進一步推動了港劇的復興。這
種互動將創造更多合作機會，不僅是製作
上的合作，甚至在人才培養、市場營銷等
多個層面都有潛力變革。
面對未來，尤其是2025年，預計這種

趨勢將更加明顯。影視市場的多元化和全
球化趨勢，使得內地劇集與港劇的界限愈
發廣闊，觀眾對於不同文化產出的接受度
將進一步提升。未來的電視劇製作將不再
拘泥於地域的限制，而是更加強調文化的
交流與融合。例如愈來愈多的內地劇集可
能會在製作上借鑒港劇的成功模式，如故
事情節的複雜性、角色塑造的立體感，以
及在環境取景方面的真實表現。與此同
時，香港的製作團隊也可能會更加融入內
地市場的聲音與需求，創造出符合兩地觀
眾口味的作品。這種雙向交流的現象，不
僅會促使影視作品的品質提升，也將帶來
更多豐厚的文化土壤。
此外，隨流媒體平台的崛起，內地
與香港的電視劇也將在更廣泛的範圍內
獲得傳播。觀眾的觀看習慣日益多樣
化，為電視劇的創新提供了更大的空
間。2025年，有望看到更多原創劇集，
甚至跨文化合作的影片與系列劇推出，
增進兩地文化的互通與融合。

香港電視劇的轉變

今日是2024最後一天，在此謹祝各位，
2025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回顧2024年，並非一帆風順。俄烏衝突

未平，巴以和平無期。作為國際城市，香港自然深受影響；
特別是歐美列強政客，紛紛抹黑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不僅藉標籤香港攻擊國家，更在經貿發展上出手留難，
令香港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再加上面對千億財赤，實在令人
憂心忡忡。
猶幸香港背靠祖國，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機遇仍多。

例如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八大中心；透過「一帶一
路」倡議進軍中東市場與開發穆斯林經濟；與大灣區融合發
展，亦為香港提供了潛力優厚的腹地。在推動香港旅遊方
面，國家亦多所照顧，例如年內開放更多內地城市居民來港
個人遊，深圳市戶籍及持居住證居民實施赴港旅遊「一簽多
行」等，都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
「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為8個重點領域的發展中心，其

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空
樞紐等均為發揮香港原有優勢；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均為本港具完善基礎而甚有發展潛力的範疇。至於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在一度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則
尚有頗大的發展空間。
市場管理學通常以BCG模式，分析企業產品組合，將產
品據市場增長速度聯乘市場佔有率，分成高增長及高市佔
（超級新星）、高增長及低市佔（問題兒童）、低增長及高
市佔（現金牛）及低增長及低市佔（落水狗）4大類。不同
階段的產品，要以不同策略管理。對超級新星，應加大投資
進佔市場；而當市場開始飽和而增長放緩時，高市佔的產品
就可為企業帶來穩定收益，轉而成為現金牛。對現金牛，通
常是致力維持市佔，然後將其帶來的穩定收入，投資到問題
兒童上，希望在市場高增長下壯大市佔，成為另一超級新
星。對於香港八大中心，亦可用BCG模式規劃。
現時，香港的現金牛應為金融、貿易、航運及航空樞紐，

需致力維持市場地位。而超級新星應為目前市場發展迅速，
而本港已甚具競爭力的創新科技、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以
及知識產權貿易，對此應加強發展力度，吸引人才，搶佔市
場。至於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則要投入更多資源發展。希望
政府來年好好規劃，帶領香港尋得好出路。

告別2024

與朋友相聚的聊天當
中，大家都提到現在生活

中總是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有時會產生
一些無可奈何的悲觀感，是的，在生活中我們
確實會被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所影響，但也可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並不是什麼事情都是不可
控的，大部分是可以自主把握，自己控制的。
我們可以先認識所屬的生活狀態，如今
的生活如同一個錯綜複雜的網，每個人都
被緊緊纏繞其中，在大都市生活所面臨種
種可控與不可控的因素，它們交織在一起
共同影響我們的情緒與工作狀態，那麼既
然認識到了這種狀態，那就應主動選擇調
整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
無須悲觀，人生的主動權其實就掌握在
我們手中，在生活中可以控制的，例如工
作的項目進度、人際關係、薪資待遇等，

大多屬於可以透過努力來調控的範疇，然
而職場競爭激烈、市場環境的變化等外在
因素，以及年輕人創業所面臨的資金壓
力、經驗不足、市場風險等不可控事件，
卻常常讓我們感到力不從心，這些不可控
的事情會讓人措手不及，焦慮情緒也隨之
而來，那可以進行思考，既然是不可以控
制，又何必費這麼多心思糾結其中？
在可控與不可控之間，仍有尋找平衡的可
能，對於可控因素應積極調節，制定合理的
工作和創業計劃，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不
斷提升專業素養和應對能力，例如在創業當
中，有些事情是無法預料的、有些機遇也許
運氣不好沒有遇上，但應清楚這些事情是每
個人都不可以控制的，那便無須為它煩惱，
創業中有些失敗是難以避免的，那麼也要學
會坦然面對那些不可控事件，接受現實並不

意味放棄努力，而是要在認清情勢的基礎
上調整心態，尋找新的機會和可能。
在創業的道路上可能會遇到無數次的失敗

和挫折，但正是這些經歷讓我們變得更加堅
韌和成熟，這些不可控因素會在提醒我們，
讓我們從失敗中學習不斷整合策略和方向，
把問題調整為可控因素，讓自己能在創業的
道路上走得更遠。不論是在創業過程中還是在
日常生活中，不妨為自己留個寧靜的空間，因為
生活不能只有工作，生活也不能永遠單調重複一
件事情，在忙碌之餘試放慢腳步，去感受生
活中的美好，與家人朋友共度時光或是獨自品嘗
一杯清茶，都能讓心靈得到片刻的安寧。
人生就像一場旅行無法預知前方的路

況，但可以選擇如何駕駛，在可控與不可
控之間保持一顆平和的心努力前行，相信
定能駛向那片屬於自己的寧靜港灣。

尋找平衡點

告別2024年：時間的恩典
躺在醫院診室的躺椅上，主任醫師
在給我做開髓引流術，醫用鑽頭打磨
牙齒的「滋啦」聲響直躥腦門，一股
隱秘而細微的銳痛擴散開來，在體內
瞬間引爆，連同那些或深或淺的記憶
浮現眼前。白色的牆壁恍若海浪喧
嘩，令我惴惴不安，不覺中淚水在心裏
凝結成一枚琥珀，那是時間的恩典。
沒想到，我以這樣的方式告別2024
年。牙齒的暗疾已經拖了很久，拍
片、診斷、出治療方案，醫生讓我自己
做決定，根管術後是否戴牙冠。回來
後，我竟失眠了。暗疾隱晦如一座森嚴
的城堡，塞滿各種不耐煩，齲壞又裂
開，簡直雙重打擊。沿齲洞的方向，
我眺望到童年的模糊印象：爺爺家櫥
櫃上方的點心盒子，睡覺前枕頭下藏
匿的各類糖果，姑姑冬天加工的花生
油桃酥和蜜三刀……甜食豢養慾望，
無形中又埋下了禍端。
爺爺和父親的牙都不好，後來鑲有
金牙，那明晃晃的金牙，一度成為我們
家族的標記：貪甜、愛吃，活得精緻，
暴露出南方人骨子裏的倔強與韌性。如
今我也到了「還賬」的年齡——生命
的脆弱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無論採
用何種手段修復斷齒，都不可能還原
「出廠」時的完美無瑕。所以，兩種方
案怎麼選擇都是異曲同工的結局，人
與殘缺共存的循環往復。每一天都在悄
然失去、每一天也都是無聲告別，與過
去的自己，與被遮蔽的疼痛。這一
年，很多東西漸行漸遠，唯獨內心深處
的熱愛與勇氣愈發葳蕤。一部創作4
年多的書稿終於出版，我卻遲遲從中

走不出來。這是一本致敬梁思成和林
徽因夫婦及古代匠師的文化之書，涉
及建築、考古、宗教、美術等多個交
叉學科，我從「門外漢」變成「劇中
人」，整個春節期間都在埋頭修改，
其背後的艱辛付出不必多言。
初冬的午後，薄薄的陽光打在臉上，
神思恍惚。我去市圖書館做新書分享
會，前排座位的中年男人起身過來，從
半舊的帆布兜裏掏出新書，讓我簽
名。我左手執筆簽名後，抬頭問道︰
「你在哪裏買的？」他說在新華書
店，雙手接過書後，又說︰「我先走
了，還要趕下一場活動。」一個略顯
臃腫而安靜的背影，讓我些許感動。
分享會提問環節，有位讀者問道：
「怎麼才能寫出好散文？」我幾乎脫口
而出：「像給親人寫信那樣寫散
文。」他喃喃地重複這句話，直說
好。毫不遮掩地說，這本書是獻給我
的父親。每當寫不下去的時候，抑或
遭遇外界質疑難以承受時，我的耳畔就
響起他的一番話，好像他就在我的身
邊。一別4年，父親離開的1,609個日
夜，我彷彿經歷幾個世紀那樣漫長。
然而，時間抻開不規則的褶皺，讓我
有機會慢下來回望與省思，文字是最
好的紀念與挽留，所以創作成為了連
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樑。我希望作品比
我的生命更長久，走得更遠，我更希
望用誠實而溫暖的文字，於縹緲而虛
無的世界中搭建一叢叢枝椏，站成一
棵樹的筆直與偉岸。風過樹梢，鳥鳴
如雨，那是遠方親人的隔空召喚。
這一年，陪母親去醫院就診，我有

太多感慨。母親記性不好，每次就診
前，我都會找來便箋本，把居家自測
血壓數值、開藥名稱劑量等，手寫在
小紙條上，以便及時準確地告知醫
生。一年下來，攢了高高的一摞小紙
條，就像聖誕樹上掛滿了叮叮噹噹的
「心願卡」，每一張都是愛的叮嚀，
連輟起來就是真實版的人世間。母親
不再慌張，儘管依然抱怨花錢多，但
比過去從容許多。陪母就診的同時，
我的靈魂也得到了某種治癒——人生
如逆旅，「生老病死」4個字道盡生
命本質，我們從呱呱墜地的剎那，就
是向死而生的開始，無論是否承認，
衰老與死亡始終相隨，那些痛徹心扉
的經歷，不過是我們的必修課。
很喜歡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那個

童心未泯的老先生，30歲就寫下「我
把活喜歡過了」的詩句，以「唯余
感謝之情」走完92歲的一生，他的
「喜歡」與「感謝」皆是圓滿之境，
我由此頓悟道：當下即永恒，活過即
完美，只有真真切切地愛過、哭過、
拚搏過，才不留遺憾。
無人喜歡告別，但是，聚散離合乃是

人生常態。加長版的秋天走了，羞羞答
答的初雪來了，滿地金黃是對秋天的眷
戀，何嘗不是用斑斕的色彩道一聲「珍
重，再見」？明年我就要迎來「4」字頭
的年齡，一年又一年，生命用力鐫刻的年
輪，記錄悲欣交集，見證生死交替，翼
翼收集起來就是一部心靈斷代史。它們
用不找地方發表，柳下聽風，荷香在
衣，湖中吹雪，就是深情吟誦，一字一句
落在大地深處，幻化為綠色的種子。

鍾
倩

林天行的「百荷呈祥」
觀畫家林天
行的「百荷呈
祥」畫展，覺

其作品如璀璨星辰，閃耀獨
特的光芒。畫家將觀察、想
像、思考與過往人生經驗閱歷
共冶一爐，正是：

墨彩翻飛繪粉荷，
形骸肆意韻偏多。
隨心揮灑胭脂色，
夢裏清香漾碧波。

林天行的「百荷呈祥」系列
畫作，以表現主義色彩畫荷
花，摒棄了傳統繪畫對荷花形
態的逼真臨摹，而是以誇張、
變形、濃烈的色彩來抒發畫家
內心深處對荷花的獨特感受。
畫面中，荷花不再是安靜地生
長在池塘中，它們彷彿被賦予
了生命的激情和靈魂的吶喊。
畫家大膽地運用了鮮明而衝突
的色彩組合，打破常規的視覺
認知。可能會看到火紅如焰的
荷花，與深沉如墨的荷葉相互
映襯；或者是一片金黃璀璨的
花海，在湛藍如寶石的背景中
燃燒。這些色彩並非對自然的
簡單複製，而是畫家內心情緒
的外在投射，是喜悅與悲傷、
熱烈與寧靜的交織。線條在表
現主義的荷畫中也變得充滿力
量和動感，粗獷而奔放的筆
觸，勾勒出荷花的輪廓，不再
追求線條的平滑與細膩，而是
以其質樸和原始的質感，展現
出荷花堅韌的生命力。那曲折
的線條彷彿在訴說荷花與風
雨的搏鬥，與時光的抗爭。

在林天行的作品中，我們感
受到的不僅僅是荷花的美麗，
更是畫家對生命的思考、對情
感的宣洩。每一幅畫都是一個
獨特的情感宇宙，引領我們走
進畫家的內心世界，去體驗他
們眼中那與眾不同的荷之魅
力。這種獨特的藝術形式讓荷
花超越了其本身的物質形態，
成為了一種象徵、一種情感的
寄託。它讓我們明白，藝術不
僅僅是對現實的描繪，更是對
內心世界的探索和表達。表現
主義色彩畫荷，以其獨特的魅
力，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藝
術深層情感的大門，讓我們在
那絢爛的色彩和有力的線條
中，領略到荷花別樣的風姿和
無盡的韻味。
林天行的「百荷呈祥」，不
僅僅是對荷花外在形態的描
繪，更是對其內在精神的深刻
挖掘。荷花在中國文化中一直
被視為吉祥、純潔和高尚的象
徵。畫家通過他的畫筆，賦予
了荷花更深層次的寓意。這些
荷花在他的筆下，不再僅僅是
美麗的花朵，更是一種精神的
寄託、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和祝福。它們在風中搖曳，在
水中挺立，彷彿在訴說生命
的堅韌與不屈，傳遞吉祥與
安寧的信息。仔細品味「百荷
呈祥」，還能感受到畫家在創
作中融入的個人情感和哲學思
考。他以荷花為載體，表達了
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熱愛
以及對人性美好的追求。

在攝製新一輯文化旅
遊紀錄片《園繫香江百
載情》的時候，有機會

到訪嗇色園轄下幾個不同的文旅景點，
其中較深印象的有位於上水古洞的「何
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和設於黃
大仙祠附近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
很久沒有到上水去了，由港島家中出

發，沿途行車暢順，離開鬧市高樓後，只
見高速公路兩旁建設有序，經過幾處低
密度的別墅屋苑，再轉入蜿蜒小徑——
窄小的路徑上，側邊開好些士多小店，
很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昔日情懷……
踏入「何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
心」這幢古舊建築物前，旁邊庭院布置
了一個雅致的生態池，種植了各式各樣
的水生植物，有薑花、睡蓮、芋等，也
有蝌蚪、魚、蜻蜓、
蝴蝶等，小小的生態
池，顯示出生物的多
樣性；走過池中小石
級，就是袖珍型的稻
米田區——南方人以
稻米為主要糧食，以
前古洞一帶也種植稻

米，故以這設計作為示範。
整個生態研習中心被列為香港二級歷史
建築，是嗇色園獲政府委任、近年完成的
「活化歷史建築」項目。中心的前身「何
東夫人醫局」於1933年落成，是首批在
新界興建的鄉郊診所之一，當年替古洞、
金錢村、河上鄉、馬草壟一帶村民提供醫
療服務。醫局初期主要提供產科和母嬰中
心服務，也曾為印度士兵的療養院。
何東夫人麥秀英女士，跟何東爵士一

樣，二人均是歐亞混血兒。但他倆熱愛中
國文化，且深受影響。1931年，何東爵
士送予夫人10萬港元，以慶祝二人的金
婚紀念。當時，何東夫人慷慨地將這10
萬元捐贈政府，並要求政府以這筆捐款，
在古洞開辦一所醫局。
二十世紀初的香港，醫療服務非常不

足，分娩大多由傳統的「產
婆」在家接生，在新界偏遠地
區的情況，尤為嚴重。醫局
的西式醫療設備，對當時的
產婦及嬰兒護理，發揮了極
大效用。關於建立醫局的淵
源，不得不提1912年何東夫人
所創的「東英學圃」。(待續)

不同的文旅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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