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春節即
將到來，我入住的養護
中心照例舉辦迎春花
展。疫情雖然有反覆，
但它沒能阻止人們迎接
春天。

這裏的花展並非鮮
花，而是入住養護中心
的七八十歲的老奶奶自

發組織起來，在一位老師的指導下，自費買
來材料，認真製作的絲網花。有大朵的牡
丹，有鮮亮的水仙，有粉色的梅花，千姿百
態，擺滿長枱。北方的冬日，很難找到鮮
花，但頭髮斑白的老奶奶用心中的鮮花，迎

接着和期盼着春天早日到來。
指導老師也是一位入住的老人，她的名

字叫王淑蓮，七十七歲。她本來是出租車行
業管理人員，一直酷愛絲網花，退休後有了
時間，經過苦心研究和琢磨，終於用舊的絲
巾、圍巾、絲襪等，附之以枝、葉等必要的
物品，製作出各種花卉。五年前，她建議養
老中心成立絲網花手工班，並毛遂自薦當老
師。本來她擔心無人感興趣，但出乎意料，
數十名老奶奶報名參加，最高齡兩位九十
歲，其餘人員也都七八十歲。這給她增加了
很大的信心。五年來，她們通過共同努力，
不僅製作出五色斑斕的絲網花，還有維妙維
肖的孔雀開屏、玉兔呈祥等絲網作品，可媲

美專業水平。絲網花放在居室，賞心悅目；
放在會議室和接待室，熠熠生輝。

一般認為，住進養護中心，不用自己買
菜做飯和打掃衞生，就頤養天年了。其實不
然，很多老人也沒閒着，反而潛心做他們喜
愛而在職時沒有時間做的事情。一位老先
生，一生從事研究工作，退休後時間充裕，
就搜集了大量資料，最近還開辦了講座。另
一位老人，一生喜歡集郵，以前只能作為業
餘愛好，退休後則當作 「主業」 繼續集郵，
前年舉辦了慶祝國慶七十周年的郵展。

疫情或許阻隔了親人的團聚，但這並不
能讓我們停下熱愛生活的腳步。冬天即將過
去，春天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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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展迎春

「疫苗來了！」
老陳第一時間向家人
報告，畢竟從去年初
開始計算，研製了將
近一年的新冠肺炎疫
苗終於等到了，雖然
在全家人當中，符合
條件打第一針的只有
八十多歲的老母親，

但眼下疫情無了期，疫苗就是希望，無
論如何是個好消息。

老陳是我在英國認識多年的老華
僑，他在當地打拚了三十多年，如今已
祖孫四代，年邁的母親是全家人的主心
骨。英國自去年十二月八日為一名九十
歲老人公開接種第一針疫苗，就此展開
了大規模的全民接種計劃，老陳的母親
很快成為首批接種對象，但接種過程並
不順利，他向我講述了老人如何從最初
拒絕，到後來主動接種的心路歷程。

接獲打疫苗的通知是由他家附近一
所醫院以手機短訊發來的，上面寫道：
「這裏面是某某醫院，此次聯絡閣下是
因為當前開始為八十歲或以上人士接種
疫苗，根據記錄您符合接種資格，如果
您願意，請及時聯繫我們，以便盡快安
排接種。」 老陳接到通知，不敢擅作主
張，先拿去徵求母親本人的意見。

老人聽到消息後，沉吟了半晌，終
於開口說話， 「我還是不打了」 。老陳
說，母親的顧慮主要有四：一是由於英
國疫情已經失控，為安全起見，她平時
不出門，斷絕了與外界的接觸，沒有打
針的必要。二是通過媒體見到一些打疫
苗出事的新聞，嚴重的還有死亡案例，
導致心裏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三是
打疫苗是按年齡排序，年紀最大的人先
打，擔心可能成為做試驗的 「小白
鼠」 。四是聽說醫院裏中招的病人都快
住滿了，一想到要去醫院打疫苗就緊
張，害怕接種中被傳染，得不償失。

接下來眼見英國疫情持續惡化，倫
敦地區平均每二十人已有一人感染，老
陳心急如焚。他說，自己平時要出出進
進，而母親屬於抵抗力最脆弱的人群，
擔心百密一疏，不知哪個環節出現意
外，就可能讓足不出戶的老人也感染上
病毒。他和家人一起不斷地做母親的思
想工作，但磨破了嘴皮，老人都不為所
動。

轉機在十二月底出現了。英國政府
宣布批准牛津研製的疫苗，引起了社會

各界的熱議，話題從英國本土疫苗延伸
到外國疫苗，以及全球各國都在比拼打
疫苗的速度。華人圈裏也炸開了鍋，紛
紛討論疫苗的好處，並提供各種小貼
士，有人甚至自告奮勇希望早點打疫
苗。見到這麼多人為疫苗說好話，老陳
母親開始動心了。

經過幾天思想鬥爭，有兩件事讓老
人真正下定了決心打疫苗。一是作為祖
孫四代的大家庭，老人與子女的家庭組
成了可以相互串門的 「家庭氣泡」 ，但
老人是高危人群，子女們平時並不敢
來，害怕萬一從外面帶來病毒，讓老人
中招，後果不堪設想。老人說，她知道
子女們雖然嘴上不講，但心裏卻是事，
她的壓力也很大，覺得不能太自私，疫
苗必須要打。二是九十多歲的英國女王
夫婦一月九日打疫苗了，親身作了示
範，自己再也沒有理由猶豫不決了。

但打疫苗畢竟不像去市場買菜，想
打就能夠打上，老陳馬上聯繫醫院，為
母親安排打針的時間和地點。由於英國
近期加快了打疫苗的速度，結果很快就
排上了號，接種點就在家附近的社區診
所（GP），比先前去醫院方便多了。為
了不讓老人有思想負擔，老陳叮囑母
親，打疫苗就像感冒了打針吃藥，是件
稀鬆平常的小事，只要好好睡覺，養足
精神。

第二天下午，老陳母親在家人陪同
下來到診所。在打疫苗前，醫護發了本
小冊子，是專門為打第一針的人準備
的，涉及對疫苗的認識和打針後常見問
題，比如疫苗的副作用；打疫苗會不會
帶來感染；打過之後能否正常生活；疫
苗能否防止中招；如果打針不舒服了怎
麼辦，等等。由於其他品牌疫苗還沒到
貨，這次打的是輝瑞。

老人在回答了護士的一些提問之

後，打針正式開始了。按照要求，老人
露出了一邊胳膊，還沒等看清針的粗
細，護士二話沒說，手起針落，打完
了。算起來，前後也就兩三分鐘。她隨
後被安排到另外一個房間進行觀察，臨
出門時護士說，今天打疫苗的預約已經
排滿，就像車間的流水線一樣，一環扣
着一環。老人在靜坐觀察了十五分鐘之
後，確認無事，就被通知可以回家了。
老陳說，母親安心地睡了一晚上，第二
天醒來後，稍稍有點反應，主要是打針
的胳膊有些酸痛，渾身感覺發脹和無
力，可能和年紀大了有關，應該過幾天
就好了。

這次老華僑打疫苗的經歷，也是當
前英國社會抗疫的一個縮影，與之前很
多人有牴觸思想相比，如今願意打疫
苗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固然與英國抗疫
不力，新冠病毒出現變種，感染和死亡
人數屢創新高，不少人真的害怕了有
關，而英國政府亡羊補牢，希望在疫
苗接種上打一場翻身仗，也是關鍵性
因素。

一方面，近來英國政府加大宣傳力
度，強調疫情對所有年齡段都有影響，
打疫苗能起到良好保護作用，令民眾的
觀念發生改變。另一方面，政府加快打
疫苗速度，實行了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接
種，同時大幅增加接種點，超市、教
堂、體育館、賽馬場等都開放為接種中
心。目前英國已有約五百萬人打了疫
苗，接種量排名歐洲第一，預計今年秋
季完成全民接種。

如今十多天過去了，據老陳的母親
說，她感覺一切良好，尤其每當想到身
體裏已建立起一道防護屏障，就特別安
心，不再像以前那樣整天提心吊膽了。
老陳開玩笑說，現在英國人見面已不談
天氣，而是問 「你要打疫苗嗎？」

打疫苗記

我爸爸是香港歌
神許冠傑和寶島歌后
鄧麗君的鐵桿粉絲，
尤其是許冠傑，其音
樂作品，不管是卡式
錄音帶、CD碟還是LD
碟、VCD碟，爸爸悉
數收歸旗下，且不時
在家裏播放，所以我
自孩提時代起腦海中便塞滿了許
冠傑的聲音。在耳濡目染、潛移
默化下，大部分許氏金曲我都耳
熟能詳。

有粵語流行曲一代宗師之稱
的許冠傑，其個人背景、威水史
以及對本港流行文化之貢獻不用
我多嘮叨。許氏首本名曲不勝枚
舉，涉獵題材廣泛，陽春白雪、
下里巴人兼而有之，清耳悅心之
餘又富有哲理，而且歌曲內容帶
有不少儒家思想和三綱五常的道
理，挺適合用來作道德文化課程
的教學例子。

我本以為眼下的小孩們不大
認識這位粵語流行曲之父，可出
乎意料之外，聽過許氏歌曲的學
生不在少數，秦永光就跟我說他
在互聯網和娛樂版看過許冠傑的
介紹後，便開始搜尋其歌曲來
聽。陳思宇和梁麗華說他們和我
所經歷的頗類似，又是自幼從家
中長輩那裏開始認識許冠傑。廖
駿祺則表示他姑姐是許氏忠實歌
迷，曾跟隨姑姐現場欣賞歌神復
出後的五場紅館演唱會。看來經
典歌曲是沒有代溝的，只要旋律
動聽，歌詞富有意義，就自然會
有知音人。

《浪子心聲》乃許氏較膾炙
人口的一首代表作，歌詞當中

「雷聲風雨打，何用多
驚怕。心公正白璧無
瑕，行善積德最樂
也。」 這二十四個字，
其實已包含了孟子口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助
人為樂與 「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
大丈夫。」 的大丈夫精神。

另外，由許冠傑與已故巨星
張國榮合唱的《沉默是金》亦是
家喻戶曉的經典作品。裏面很多
歌詞皆鼓勵大家實踐儒家信條，
諸如： 「受了教訓，得了書經的
指引。」 「是錯永不對，真永是
真。」 「任你怎說，安守我本
分，始終相信沉默是金。」 「是
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別人。」
「自信滿心裏，休理會諷刺與質
問。笑罵由人，灑脫地做人。」
在在都滲透着《論語》 「克己復
禮為仁。」 「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
知人也。」 「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等
名言道理。

許冠傑另一首佳作《財神
到》也有導人向善歌詞，如 「財
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財
神話，財神話，搵錢依正路。」
這與孔子的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有
着異曲同工之妙。總之，許氏不
少金曲也蘊藏了儒家孔孟聖人的
諄諄教誨，細心挖掘的話，定能
有所裨益， 「了解做人道理」 。

許氏金曲 從海洋公園轉型說起
海洋公園日前推

出改革重生方案，變身
「度假勝地」 。園內逾

一半面積外判予承辦商
營運，將創建一個結合
零售、餐飲、消閒區
域。這對於我來說驚喜
不大。在我看來，其實
海洋公園的轉型還有其

他可能性。因為它的面積龐大，適合增設更
有效的青年創業項目；再如將部分地方用作
培訓全方位的演藝學院的人才，因為園內擁
有很多巨型空間和良好配套，只要稍加優
化，就可以改裝為訓練演藝人才的排練空
間和平台；也可考慮變成一個創意產業
園……

深圳、上海、台北、首爾等大都市擁有

許多創意文化園區。然而，香港卻沒有類似
的創意文化產業園區。為什麼海洋公園不考
慮開設創意產業園區，讓香港的設計師、藝
術家，或動畫、特效的從業者有機會進駐其
中呢？早前海洋公園曾推出水上瑜伽體
驗、露營行山等活動，如今計劃引入餐飲項
目，這些固然是帶旺客流增加收入的方式
之一。這些活動看似新鮮，但其長遠的社
會及文化價值是什麼呢？

海洋公園加設創意產業園區有其可行
性。它可以為更多年輕人創造就業創業機
會，年輕人在那裏從事不同的實習實驗。創
意產業和海洋公園皆屬商經局轄下範圍。創
意香港大可與海洋公園合作，為海洋公園打
造一個全新的創意產業園區，裏面可創建設
計中心、漫畫時裝設計等各式各樣的創意產
業項目。

香港短期內很難恢復從前入境旅客數
量。另一方面，香港與內地一些大城市在創
意產業發展的差距已見端倪，大多數時候內
地表現積極進取，香港卻被程序所限，做同
一件事情需要花更多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
在建立國際網絡和對外交流上，上海、深圳
明顯已經取得不俗成績和經驗，而香港似乎
因為模糊了自身的文化定位，漸漸失去在對
外文化交流的優勢。

其實海洋公園、珍寶海鮮舫這些在港島
南區的文化符號活化，必須注入生命力，讓
年輕人進駐其中發揮作用，而不應該單純外
判給一些機構去重複已經做過的事。現在一
些香港年輕人缺乏實習機會，他們有很多參
與活動的機會，但沒有學習創業、學習面對
各種挑戰的機會。香港青年政策不妨重新思
考，打破目前的條條框框。

雖然數月前已聽聞
意大利威尼斯知名咖啡
館 「花神」 受疫情影響
生意慘淡的消息，但沒
想到告別的日子來得這
麼突然。近日，咖啡館
負責人宣布：這間擁有
三百年歷史、曾接待意
大利乃至全世界眾多藝
文名人的咖啡館，即將歇業。

回想二○一九年夏天與友人
同行威尼斯遊覽兩年一度的雙年
展，還曾特意前往這間位於聖馬
可廣場的咖啡館小坐。彼時炎
夏，日光明朗，坐在咖啡館內古
老圓桌旁一面享用雪糕咖啡，一
面望向窗外，見廣場遊人喧嚷，
樂隊歡愉奏樂，回想百多年前莫
奈、海明威或是魯賓斯坦流連此
地，是否曾眼見相似風景？

與法國巴黎塞納河左岸那座
同樣知名的 「花神」 咖啡館相
似，威尼斯這間咖啡館自開張以
來，一直是作家和藝術家們的心
頭好。印象派名家莫奈、著名作
家海明威、著名導演卓別靈還有
普普藝術發起人安迪華荷，都曾
是這間咖啡館的座上賓。以至於
後來的文藝愛好者路經威尼斯總
要慕名到此。店內並無冷氣，炎
夏時分酷熱無比，卻絲毫不影響
遊客的熱情。

藝術家們來到咖啡館，絕不
止閒坐聊天。畫家莫奈曾在咖啡

館外露天廣場思考創作，
將身後大運河以及貢多拉
等威尼斯特有景象收入作
品中，創作出《威尼斯大
運河》系列畫作，以印象
派獨特技法呈現水面瀲灧
光影。二十世紀知名藝術
家安迪華荷在花神咖啡館
小坐時，亦生出靈感，隨

手在稿紙上畫出罐頭草圖，而這
隻金寶湯罐頭此後曾多次出現在
華荷作品中，成為藝術家鍾愛的
意象乃至普普藝術的象徵。

我想，藝術家之所以鍾情
「花神」 ，不僅在於這裏的咖啡
和食品有多出色，更因為這間咖
啡館與威尼斯過往數百年的歷史
息息相關，更在很多時候成為城
市發展創新的推動者。十八世紀
時， 「花神」 是整座城市中唯一
接待女性顧客的咖啡館；十九世
紀時，咖啡館展出眾多藝術品，
見證威尼斯雙年展誕生；當二十
世紀 「新藝術運動 」 （Art
Nouveau）紅極一時， 「花神」
更是將其中一間大廳依照新藝術
風格重新裝修……與其說 「花
神」 勝在店中動輒貴達十數歐元
一杯的咖啡，勝在那些彬彬有禮
的侍者，不如說她的創新與探索
精神讓一眾本地或慕名前來的藝
術家們深以為然吧。

「花神」 謝幕，不捨，希望
她有重歸的一天。

再見了，花神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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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曾在 「花神」 咖啡館思考並創作，圖為他的畫作
《威尼斯大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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