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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如果沒有國安
法出台，現在的香
港，是不是還和二○
一九年一樣混亂？」
校友群中，一位在中
環上班的金融界人士
問。

「肯定的。」
「無法想像。」
「估計每周都有

黑暴固定搞事的 『例牌』 。」
「不想再回到那些日子。」
……
群裏其他校友七嘴八舌地回應

道，答案大同小異，都認可國安法出
台對香港恢復秩序有決定性作用。這
群校友之中，有教師，有醫生，有社
區幹事，有家庭主婦，有律師，有學
者……他們在香港有着各自不同的職
業，不同身份，兩年前甚至各不認
識——那時候，他們因為一個共同的
想法才加入了同一個群：香港不能再
亂下去，只有穩定，才會有發展。

時間回到兩年前，二○一九年，
六月兩場大遊行之後，香港陷入了動
盪的深淵。那段日子，對於正常市民
而言，不堪回首：走在街上，因為政
見不同，甚至因為說普通話，就會被
暴徒襲擊、毆打；有人看不下去，拆
路障、撕暴恐文宣，旋即被暴徒打
倒在地；有人只是因為放工回家途
中誤入 「傘陣」 抱怨了一句 「讓我回
家」 ，就被暴徒圍毆至頭破血流；年
過古稀的長者在上水被暴徒用磚頭掟
死，另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在馬鞍山
被暴徒淋油點火……

若干店舖被打砸、焚燒，地磚被
撬起，護欄被拆下，往日繁榮熱鬧的
香港，一下子變成了 「戰區」 ，汽油
彈四處飛舞，激光筆雷射槍隨處可
見，硝煙瀰漫。

負責保護香江的香港警隊，那段
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不但要面對暴徒
對他們身體上的攻擊：鏹水彈、磚
頭、弓箭、汽油彈、雷射筆，還要面
對被黑暴煽動利用的人對他們心靈上

的攻擊：辱罵、起底、威脅家人……
一團亂麻，十分糟糕。這是我記

憶中二○一九年的香港。
而上文中提到的校友群，成立於

二○一九年八月，香港最動盪的日
子。成立的原因很簡單，一班愛國愛
港的校友，圍爐抱團，取暖送暖。群
中不少人，在那段日子多多少少都經
歷過黑暴不同程度的 「傷害」 ，有因
為愛國愛港就被周圍 「黃絲」 割席起
底的，有清路障和 「流膿牆」 被打
的，有直接和暴徒對罵的。但大家
沒有選擇就此沉默，而是走到了一
起，給警隊送物資，游擊式清潔香
港。

那時的香港，類似這樣民間自發
組成的愛國愛港團體或組織，還有很
多。大家都沒有放棄，但大家也不知
道這樣的消耗戰能堅持多久。二○二
○年一到，疫情之下，黑暴收斂了些
許，但仍然猖獗，不但拖防疫抗疫的
後腿，更升級了武力，出現了多次
「炸彈」 危機！暴疫夾擊之下，香港
經濟情況十分糟糕，令人沮喪甚至絕
望。

一切的改變，從二○二○年七月
香港國安法實施開始。天天煽動青年
上街的攬炒政棍少了，外國勢力的代
言人或被捕或出逃，支持黑暴的金錢

和物資被斬斷，香港才從每逢周末就
變 「人間煉獄」 的詛咒解脫出來，緩
緩恢復生機。

再也沒有商舖被破壞，沒有縱
火，沒有汽油彈，沒有肆意傷人，沒
有鋪天蓋地的黑暴文宣……去年下半
年到今年，大家終於安安穩穩地過日
子，也能全心全意地投入疫情防控，
讓香港不至於像英美那樣被病毒攻
陷。

我想，經歷過二○一九年黑暴的
香港市民，一定對 「國安港安，民安
家安」 這幾個字有深刻體會。

如果沒有國安法，無法想像而今
的香港，會否仍是每周有非法集會，
市民的合法財產和人身安全隨時可能
受到來自暴徒的威脅，甚至疫情可能
趁亂在香港肆無忌憚地傳播。幸而，
國家出手止暴制亂維護國安，也才有
了現在的正常生活。一個最簡單的判
斷標準：校友群內大家討論的周末安
排，不再是如何避開非法集會或清理
黑暴文宣，而是相約行山或小聚，話
題輕鬆了不少。

香港是我家，我們的家。《國
家》那首歌曾這樣唱： 「家是最小
國，國是千萬家，有了強的國，才有
富的家。」 而今，是有了安全穩定的
香港社會，才有我們安全的家。

國安 港安 民安 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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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肆虐
全球的緣故，本來在二○二
○年夏天舉行的東京奧運會
（東奧）史無前例地被國際
奧委會推遲一年舉行。（歷
史上只有一九一六年柏林奧
運會、一九四○年東京奧運
會、一九四四年倫敦奧運會
因一戰和二戰爆發而被迫取
消，延遲舉辦卻是首次。）而原本
在二○二○年進行的美洲國家盃和
歐洲國家盃也同樣基於疫情關係而
需延期一年，改在今夏進行，加上
連場世界盃外圍賽，於是二○二一
年便成為了國際大型賽事雲集的
「體育年」 。然而，這卻是一個不

一樣的體育年。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國際

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東京奧組
委、東京都知事聯合宣布，由於考
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平息及出現
變種病毒等情況，今年東奧將不會
接受海外觀眾蒞臨東京現場欣賞比
賽，日本本土入場觀眾亦設有上
限。不讓主辦國以外的觀眾入境觀
賽，這是奧運史上前所未有的。足
球場也一樣，大部分球賽都要閉門
進行。面對場面冷清的運動場和體
育館，觀眾搖旗吶喊之盛況不再，
場上的運動員感到掃興，場外的體
育迷同樣感到掃興。

過去一年在新冠肺炎蹂躪下，
全球體壇停擺，各地運動員的部署
與生活俱被嚴重打亂，比賽場地和
訓練基地關閉令他們不能出賽、訓
練。長期停賽加上欠缺訓練，運動
員的體能、狀態和競技水平肯定
受到影響，重返賽場時能否追上
比賽節奏是一大疑問。另外，疫
情對運動員的心理打擊亦不少，
須知體育比賽通常要跟隊友或對手
有身體接觸與碰撞，難道他們上場
時不擔心對方是潛伏患者嗎？不害

怕自己會因奮戰而感染病毒
嗎？在心理顧慮和精神壓力
下作賽，臨場發揮能不打折
扣嗎？

跟上述久疏戰陣的運動
員相反，足球員今年卻要反
常地頻繁作賽，動輒一周三
賽，原因是球季要提前結
束，好讓隊員們趕及參與今

夏舉辦的體壇盛事。就以當今備受
關注的英超勁旅曼城為例，曼城
的球員目前需要應付聯賽、足總
盃、聯賽盃、歐聯和他們各自所屬
的國家隊比賽。球員不是機器，他
們也會疲累、會受傷、會生病。一
周三賽導致他們受傷機會大增，某
些球員因怕受傷或觸傷舊患，又或
產生厭戰心態，上陣時便患得患
失、敷衍了事，因而出現貨不對
辦的情況。 「球王」 美斯與C朗拿
度雙雙緣盡今年歐聯八強賽事，
以及傳統豪門利物浦演出一落千
丈，正是頻密比賽的代價。這些日
踢夜踢的球員剛捱過漫長的球季，
心力交瘁下又要出戰夏天的大賽，
身體哪能吃得消？如是情緒波動、
心態消極、表現失準，便是意料之
內的結果。

不一樣的入場人數，不一樣的
競技狀態，不一樣的比賽態度。若
大家在今夏看到某些 「明星運動
員」 在比賽中失手大熱倒灶，毋須
感到驚訝。

不一樣的體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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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經濟及科技上的硬實力如今已
廣受國際公認，然而，表現在與文化相連的
軟實力上，跟硬實力的高度並不對稱，若問
在國際市場上能樂聲載道、含中國文化元素
的品牌產品，恐怕數不到太多公認的例子。

歐美多數國家都擁有足以代表其軟實
力的成功產品，作為國家品牌的象徵，例
如：法國的香水和紅酒、蘇格蘭的威士忌、
比利時的朱古力、德國的汽車和精密機械、
瑞士的鐘錶工藝、意大利的服裝設計、瑞典
的傢俬、美國的迪士尼和荷里活影片。回看
中國，這數十年來出產過或輸出過什麼具標
杆性的品牌產品呢？下面我以幾個不同性質
類別的產品案例去作一些探討。

有人提過，孔子是中國儒家文化的代
表性人物，一個中華文化的象徵符號，這些
年分散在世界多處的孔子學院可視為一項中
國輸出的文化品牌，可是，由於政治或其他
原因，該學院近年在海外發展波折重重，作
為中國輸出文化品牌還存在爭論。

青島啤酒及中國茅台固然已進入海外
市場，然而主要限於華人聚居的地方，在海
外的主流社會生活圈仍然欠奉，還不足達到
國際品牌的高層次傳播叫座力。

中國走過一段被稱為世界工廠的歲
月，充當國外品牌的代工廠，包括國際名牌
手袋和服裝等。中國工業發展至今，經數番
汰弱留強和升級轉型，不少壯大了的企業已
經具備了生產高質量品牌產品的實力，如
「海爾」 和 「美的」 的各種家電、 「格力」
空調、TCL電視機、 「比亞迪」 電動車；
還有最新科技產品，如 「華為」 和 「小米」
手機， 「大疆」 無人機， 「阿里雲」 智能機
器人、支付寶、 「騰訊」 支付和遊戲音樂、
「抖音」 短視頻等，已然拓展海外市場。

然而，國產的名牌服裝和護膚化妝品
等等，能夠達到享譽國際水平的，仍然是接
近零，我去過內地無數大型商場，充斥着外
國奢侈品名牌店，幾乎看不到主打國產名牌
的專門店，所以中國這方面還須繼續努力，

營造出一些優質產品，並建立國際品牌形
象。這方面可以參考日本的動漫和韓國的文
娛產業，如何在國際舞台上樹立和彰顯中華
文化及精神，以讓中華文化在全球贏得應有
的認同和受尊崇的地位。

作為一名香港廠商，我經過長期深
思，提出以下一些疑問，供大家參考：日本
有護膚品 「資生堂」 ，韓國有 「雪花秀」 ，
為何中國不可以？日本有 「精工」 錶，為何
中國的 「飛亞達」 打不入國際市場？美國的
運動品牌風靡世界，中國也能製造高檔的運
動服飾，例如 「李寧」 等，為何不能建立國
際品牌，跑出中國奔向世界？

中國應該如何發展品牌，和拓展國際
市場？我收集了一些友人的意見，並綜合個
人見解和建議，羅列如下：建立品牌拓展部
門，鼓勵品牌創造，對於將品牌升級為名牌
的企業，應給予表揚和獎勵；在大型商場及
百貨公司，多些增設中國品牌門市及專櫃；
把國產精品放在飛機航班上作禮品銷售；培

養品牌設計師，或者聘請外國專家，提供建
設性的意見；在海外市場僱用推廣顧問公
司，聘請當地有名氣的藝人作代言人，並增
強廣告的效益，讓各地不同文化滲透在廣告
中；投資收購海外的大型商場及百貨店後，
加添國產品牌，也可以在異地投資自建商
場，以推廣國產品牌。

中華民族性雖有包容優勢，但也有內
斂的局限，而缺乏外展的特性，一些品牌在
滿足於內銷份額後，缺乏動力做拓展外銷，
如今是時候改變思維，把國內已經建立的品
牌推向世界了。無論是美容護膚品、家電、
家庭日常用品、服裝飾物、運動鞋及器材、
電動汽車、珠寶、工藝品、玩具、鐘錶、食
品飲料、醫藥保健等等，皆可以積極推廣到
國際市場，把國產品牌轉化為國際名牌，令
世界各地人民日常接觸到中國品牌，這也是
一種軟實力的表現，當然最終要靠同胞們凝
聚智慧，支持國貨，拋棄一味崇尚洋貨的盲
目心態，才能達到推廣國產品牌的目的。

二○一二年三
月，上海虹橋機場。
最終我們還是在這裏
永別了，一個我們曾
經初遇的城市。九年
已過，舊地重遊，訣
別虹橋。這裏是我們
最後一次在這個時空

相見的地方。今天的虹橋機場，已經與
九年前的大不一樣了，幾年前經過一番
重新的改建，我已經幾乎找不到當時來
的路。在我腦海裏還依稀記得，那時父
親的一位朋友開車送我來這裏。父親
在，王兄等也在，車就停在送機大堂門
口。父親笑着和我說，回去問候媽媽、
弟弟，還有珊珊。 「告訴他們，我很快
就會回來的。」 我像每次和父親分手時
那樣，心情是輕鬆的，輕輕地笑一笑，沒
有握手，沒有擁抱，就這樣再見。

再見了爸爸，原來那是我們在今生今
世，最後一次的見面，最後一次的分手。
九年已過，但是這一幕最後分手的情景，
真的是永永遠遠地嵌刻在孩兒的心坎上。

我們的人生，走到這裏，還是要繼續
走下去；我們的明天，就是由無數個昨天
堆積而成，更有數之不盡的回憶匯集而
成。沒有了昨天，我們又怎麼會走到今天
呢？回想那一次，是父親堅持要我來出席
好友為他舉辦的盛宴。只有短短的兩天一
夜，我還嚷着算了吧，時間短促，不來了
吧。但是父親卻說，來呀，不是你也有時
間嘛。過來出席一下，會很熱鬧的，介紹
你認識一些新朋友……如果孩兒知道這是
最後一次與您歡聚，我肯定會毫不考慮地
來。而且甚至一來就不走了，一直陪伴着
您，照顧着您。工作什麼的，小家什麼
的，我都願意放下，我都可以放下。還好
當日我來了，要不後悔終身了。

自父親離開以後，我總是感覺到，對
他的孝順不夠，對他的照顧不夠。有時回
想那時會在他面前發脾氣，說說這些，說
說那些，有所抱怨。他呢？他卻從來沒有
怪罪於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責罵過我。
我們父子之間的感情也好，關係也好，距
離也好，可以說是很近很近的。但同時我
們又長時間相隔很遠很遠的，我們在一起

的時間不多，但我們聊的很深。每次父親
回港總把他的所見所聞的，遇見的人事
物，娓娓道來。而我呢，也總好奇地問東
問西，尋根究底。這一切的一切，彷彿就
是在昨天。父親來回內地香港，我去接
送，機場火車站大巴站……他來我家看看
媳婦及兩個小孫女，我們坐在一起吃飯喝
酒聊天，然後我送他回家……每次父親回
來總訴說着許多不同的新鮮事，但總有一
個不變的話題─最近如何了，準備一下
出來幫爸爸做事好嗎？而我呢，總是貪圖
安逸，自私地只顧小家，用尷尬的笑婉拒
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提議。直到他離開了，
才痛定思痛，悔不當初。

沒有擁抱，甚至沒有握手，更不要說
親吻，就這樣與至親永別了。印象中我從
來沒有對父親說過我愛他，直到他離開了
這個世界，我才真正體會到，他對我一生
的影響有多大。他的離世令我迅速成長，
我扛起所有他樹立起的大旗，我做任何事
情都為了告慰天上的他。藉着清明時節，
登上高山，大聲疾呼，爸爸，爸爸，我愛
您。相信他在天上一定會聽到的。

念親恩

 
































 

舊電腦城變身藝術空間

如是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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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延期至今年夏天舉行。
美聯社

在北京市朝陽門東約一公里處，京城
曾經的老舊商業空間──百腦匯電腦城，
經過四百多天的升級改造後成為一處集商
業、文化、科技和社交跨界融合的新零售
藝術空間 「美克洞學館」 。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