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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遊書海激鬥志 奮發有為創未來

招商局集團董事 王崔軍

由招商局集團創辦、香港華菁會合
作的青年讀書月，也在這個滿載希望和
收穫的季節裏開幕，看到青年人在書海

中遨遊、在書香中分享，昇華了思想、
激發了鬥志，我倍感欣慰。

「讀書」 的概念是十分開闊的：它

不拘囿於課堂、學校，而是由人及書、
由書及人，隨時隨地滋養精神，無時不
刻指導人生；它不拘泥於學歷、學位，
而是銖積寸累、由此及彼，從有字之書
獲取知識，到無字之書積累閱歷，在豐
富的社會閱歷中磨練意志，認知奮鬥
的甘甜、生命的啟迪，培養起對於社
會人生的看法，尋找到正確的發展航
向。

我一直認為，讀書意味着不放棄學
習、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擁有突破一
城之限、看到更大世界的能力，擁有
「熱愛祖國，報效祖國」 的能力。只有
不斷讀書、不停學習，個體的奮鬥才能
無愧於祖國的期望、時代的寄予，才能
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 「與祖國共命運，
同時代共發展」 ，從而實現更厚重的人

生價值、體味更深刻的人生意義。
招商局集團自一八七三年起即在香

港開辦業務，百年來與香港社會發展相
生相伴、與香港市民風雨同舟。在為香
港社會經濟騰飛貢獻力量的同時，更主
動作為、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特別是近
年來，我們聚焦香港青年教育，積極響
應特區政府號召，發揮產業多元優勢和
大灣區業務區位優勢，為香港青年人就
業提供便利。

「閱讀，讓未來更美好」
我們創辦 「香港青年讀書月」 ，不

但吸引了在招商局集團工作的幾千名香
港青年員工參與，更吸引了來自香港中
小學校和不同社區的青少年，大家通過
推薦好書、分享體會、交流思想，對祖

國有了更多的了解，對中華傳統文化有
了更新的認識，對前沿科技有了更強烈
的興趣，對世界發展規律有了更全面的
分析，並在此過程中，激發了攜手前
行、共同奮鬥、打造香江燦爛明天的正
能量。我想，這些必將化作推動香港社
會進步、香港青年人深入內地擁抱祖國
的不竭動力，也必將激發香港青年的拚
搏鬥志和家國情懷。

「閱讀，讓未來更美好」 ，這是今
年青年讀書月的主題。未來，是每一個
人的未來，十四億炎黃子孫的未來聚集
在一起，就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願我
們每一個人，常與書香為伴，在閱讀中
收穫與成長；讓我們共同為每一名香港
青年創造條件，引領他們遨遊書海激鬥
志、奮發有為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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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秋天，維港兩岸天高雲淡、分外清爽：國安法落地
實施，香港社會由亂及治；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愛國
愛港的管治團隊和七百五十萬香港市民一道，齊心協力推動香
港由治及興；國家 「十四五」 規劃以及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措
施，幫助香港發揮自身優勢、在融入國家大局中加快發展，特
別是近日中央專門針對香港青年學業、就業、創業出台了 「八
大舉措」 ，更是為香港青年提供了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
飛」 的有力抓手，扎扎實實地為香港青年辦實事、謀未來。

當下，都市人的焦慮司空
見慣。《小學問：解決你的7
種人生焦慮》（北京聯合出版
公司，二○一八年一月）顯然
關注到 「焦慮」 問題，通過指
出青年人對於人生各種焦慮存
在的思維誤區，教會讀者如何
應對焦慮，消除焦慮。儘管這
本書並不一定是一套標準答
案，但我認為它可以稱得上是
最為貼近生活常態的實用指
南，與其說是意在解決大家的
人生焦慮，倒不如說是為我們
提供選項，幫助我們走好人生
之路。

正視聆聽的重要性
我十分贊同作者所言，任

何焦慮的成因可以簡單地歸納
為欠缺兩大點：一是做到與人
真誠地連結；二是學會與焦慮
和平共處。

我們必須承認，社會上的
人文進步與價值，在某種程度
跟不上急速的經濟發展。當追
求職場的進步與爬升成為生存
所必須，巨大的 「上進」 壓力
讓我們的生活漸漸地欠缺了人
與人相處最為基礎而牢實的情
感根基，由此，被不斷的 「誤

解」 倒逼而不知不覺形成各種
焦慮。

這本書的一大特色就是深
入淺出。比如，我們常說 「學
會聆聽」 是很重要的技能，這
是大眾所知的人生道理，但作
者嚴肅地指出這實際上是大部
分人窮其一生也做不好的 「小
學問」 。

因為無論在職場上或是感
情領域，絕大部分人只是虛
聽、偏聽及裝聽。與人連結的
最根本道理是學會聆聽，而聆
聽的最困難之處是要求你與對
方在同一頻道上產生共鳴。許
多人錯誤地以為 「解決你的問

題」 重要過耐心聆聽的真實需
求，但社會及人與人之間的矛
盾，往往是你從未正視聆聽的
重要性，導致 「問題會來解決
你」 。

讀罷《小學問：解決你的
7種人生焦慮》，我還有一個
重要的收穫就是：社會上充斥
太多成功學的書籍，也是另一
倒逼大部分人加速焦慮感的成
因。由於大家偏執地認為世界
不夠包容成功以外的結果狀
態，使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對於
失敗者不夠包容，並對於任何
人不論在事業、情感、家庭或
社會上的任何一寸領域有所缺
失時，就會對其 「狂追猛
打」 ，以至於大家急於放大他
人的焦慮以掩蓋自身對焦慮的
不安。

總之，理解焦慮並推動他
人走出焦慮，這才是作為
「人」 最有價值的地方。衷心
希望，我們的社會，最重要的
價值始終是 「人」 的存在，也
希望我們大多數人活到一定年
紀的時候，不但可以具有放下
焦慮的自覺，更有可以幫助他
人走出焦慮的能力。如是，我
們的社會一定會更加美好。

國慶前夕，香港眾多樂團為市民傾情奉獻各
類演奏會。有一個現象引人深思：凡是以 「慶祝
國慶」 「愛我中華」 等為主題的管弦樂演奏會，
《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幾乎是必有曲目。為什麼
是《梁祝》？它究竟有怎樣的意義和魅力？我不
禁又一次捧讀文章《俞麗拿：讓小提琴說中國
話》（《環球人物》，二○一九年五月號），再
一次被《梁祝》背後的故事深深感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奮鬥。而對於《梁祝》的首演者俞麗拿來說，十
九歲時與同齡人陳鋼、何占豪的共同創作與奮
鬥，不但讓自己的青春成了激情燃燒的歲月，更
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

一九五九年《梁祝》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首
演，二十五分鐘的曲子在淒婉唯美的 「化蝶」 中
結束，尾聲的收音輕如羽毛，隨着這片羽毛輕輕
落下，上海蘭心大劇院的觀眾席一片寂靜。這一
刻，台上十九歲的俞麗拿惴惴不安。儘管此前經
過了無數次排演，她仍不確定這首中西交融的小
提琴協奏曲能否被觀眾接受並喜歡。然而幾秒鐘
後，潮水般的掌聲向她湧來，她怔忡着謝幕。掌
聲沒有停，她和躲在台口的陳鋼、何占豪再次登
台謝幕。掌聲還沒有停，於是俞麗拿搭上琴弓，
來了一次毫無準備的返場演出。無論是俞麗拿、
陳鋼還是何占豪，幾十年來他們都在不同場合提
起這一天、提起這段與《梁祝》結緣的金色時
光。在那個奮進激昂的年代，這是屬於他們的青
春和浪漫。

文化、道路、理論的自信
我一直把這篇文章放在自己的收藏夾裏時不

時地翻看，是因為它給了我三點重要的啟示：
一是 「說中國話」 就是文化自信。六十多年

前，在探索中創新、在創新中成功的《梁祝》，
之所以成為永恆的經典，正是因為以俞麗拿為代
表的一批時代青年，讓小提琴說中國話，並由此

讓中國的、民族的，成為世界的。
我認為，《梁祝》用成功的藝術實踐揭示了

一個真理──真正屬於民族精粹的，最終都將超
越民族、文化和語言的限制，都將共同匯入到人
類的藝術寶庫當中。新一代的青年應該帶着這樣
的文化自信，創作更多的民族藝術精品。

二是 「中國特色」 就是道路自信。藝術有不
同門類和派別。但《梁祝》的成功，從根本上來
說，取決於它敢於堅持中國特色，從越劇的傳統
元素和民間傳說之中擷取精華，讓中國味成為主
旋律，從而獲得了持久的藝術魅力。沒有道路自
信，就不會把中國味突出出來，藝術地表達到
位。

三是 「洋為中用」 就是理論自信。除了借鑒
越劇，《梁祝》也試圖將中國的民族樂器、民間曲
調與交響樂結合。俞麗拿說，包括古箏在內的多
種樂器，在《梁祝》中都實現了小提琴式的表達。

事實證明，這種結合不但為中國民族交響音
樂風格的探索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更在之後的六
十年裏，經過不懈發展，建立了中國特色的音樂
創作理論，成為中國民族音樂 「走出去」 的理論
根基和有力指導。

有不少小說通過一個家族
的興衰展現一座城市、一個民
族百年發展歷程，這些史詩般
的小說多會描寫個人在歷史洪
流沖洗中的掙扎與苦難。香港
作家西西卻獨闢蹊徑，讓香港
開埠後一百多年的歷史輕盈地
飛了起來。

《飛氈》（洪範書店出版
社，一九九六年）將香港化名
「肥土鎮」 ，全書以肥土鎮花
氏家族的興衰為發展主線，描
繪了一副香港近一百多年的社
會圖像。

小說的奇妙之處在於，它
既寫實──從香港開埠時保守
生活風氣與中西貿易文化的碰
撞，到六十年代政府出台公屋
及教育政策對社會的影響，到
九十年代時代變遷中文化身份
的重塑，將百年間香港社會的
方方面面都籠罩其中；書中又
穿插着十分魔幻的段落，比如
孩子們坐在飛氈上飄盪，溫情
地注視這片土地。虛實之間，
讓讀者更加珍視這座城市，亦
傾注更多熱愛。

西西筆下的 「肥土鎮」 彷
彿是馬爾克斯筆下的 「馬孔

多」 ，但與華麗而沉重的《百
年孤獨》不同，小說中沒有主
線情節，也沒有劇烈衝突，作
者幾乎沒有正面描寫一百多年
間香港發生的任何一件重大事
件，她只寫普通人最瑣碎的生
活，比如寫傢具──為了節省
居住空間，人們開始把床做成
兩層甚至三層； 「荷蘭水」 在
市場的流行，詳細講解其製作
工藝。

在西西看來，販夫走卒的
衣食住行才是生活的本相，一
個人的本土感情正是形成於每
日接觸的瑣碎中。這種弱化情

節的敘事手法，也賦予了小說
飛揚輕盈的質地。

西西曾說自己不懂鄉村，
不懂天堂或地獄，只能寫城
市。對現代化、城市化相關的
文學多表現人的頹廢、異化，
但西西筆下的城市卻總是溫柔
的。

《飛氈》被稱為西西寫給
香港的情書，她以孩童般的語
言，童話寓言般的敘事結構，
勾勒出她對香港最美好的期
盼：在這裏，有情的人與有生
命的物相互融合，所有的差異
都會被包容。肥土鎮的人們無
論面對怎樣的變化與困境，始
終保持溫和寬厚的本性，人與
人之間沒有激烈的衝突，連愛
與恨都是清晰明朗，宛如柏拉
圖理想國中的正義良民。

卡爾維諾曾說，我們不一
定總是要面對生命中那些非常
沉重的，讓人不得不接受痛苦
的真相，我們可以運用智慧，
飛揚起來，避開它。我想，避
開不是逃避， 「飛起來」 是為
了讓我們看到善良與單純作為
城市的品格與底蘊，是更值得
被珍視的東西。

《最美生活》（中國畫報出
版社，二○二一年九月）選取了梁
啟超先生的十八篇文章，或是美學
分享，或是哲學思想，為讀者展現
了這位智者的通透、有趣。全書由
兩部分構成：人生的趣味與國學的
趣味。

在 「人生的趣味」 部分，梁
啟超主要講了自己秉承的信念：趣
味。生活的意義在於趣味，沒有趣
味的生活是如行屍走獸。梁啟超的
趣味，既是對待現實生活的態度，
亦是生命價值的體現，還是他人生
美學思想的核心。

培養心態上的「趣」
梁啟超在書中提到： 「趣味是人生的根底。

我雖不敢說趣味便是生活，但敢說沒趣便不成生
活。」 我對這段話深有感觸。

吃飯睡覺的日常生活人人皆有，但如何將每
一天都過出精彩，活出新意，靠的是心中別致的
生活態度。在感受生活時，嘗試將注意力集中在
事件的過程，而非結果。若在過程中尋找生活有

趣之處，那麼即使是家旁必經的
小路或是常逛的超市都將變化萬
千。

在此基礎上，我們更應該培
養心態上的 「趣」 。我們這一
生，總會遇到各種不如意，坦然
面對、從容應對，就必須鍛煉堅
強的意志，才不至於被當下的困
難所迷惑，進而迷失自我。正如
梁啟超所言： 「我們一旦被物質
上的嗜欲東拉西扯，百煉成鋼也
會變成繞指柔。」 而要擺脫這樣
的羈絆，首先便需要經營好自己

的內心，即 「心地要光明磊落。」
前段時間， 「躺平」 一詞竄紅年輕人社交

圈，意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生活、工作感到失
望，進而只想 「躺平」 ，將自己變成不消費主義
者，過清道夫般的生活。面對這樣一種對生活充
滿失落感的心態，我們應如《最美生活》中所描
述那般拒絕 「平白無奇」 ，培養自己發現美，發
現有趣的眼睛與心態，才能使正當青年的我們在
充滿競爭力，充滿挑戰的生活中活出一種自我，
活出生命的光與熱。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 羅崑

走出焦慮 活出精彩人生
香港華菁會理事 趙陽

為什麼是《梁祝》

愉景灣社區青年 昌子琪

百年香港飛起來

安達社區青年 駱嘉琪

拒絕平白無奇讓人生變得有趣味

▲一九五九年《梁祝》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首
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