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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講天時地利人和
今年五月上

半月的天氣，比
往年來得涼快一
些，周二早上出
門上班，清風拂
面，感覺格外涼
爽舒暢，據新聞
報道，早晨氣溫

只有攝氏十九度左右，是本港近半個
世紀來同一天最低氣溫。這一天，特
區政府行政會議通過第六任行政長官
人選李家超提交的新一屆政府架構改
組方案，主要內容是透過新增和重
組，政策局由原來十三個變成十五
個，另外在三司分別增設副司長職
位，改組後的特區政府架構簡稱 「六
司（三正三副）十五局」 。高票當選
短短不到十天，李家超就為實踐其政
綱中提出的改革精神，交出第一份功
課。

據悉，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方
案，涉及增加十三名政治委任官員和
五十七個公務員職位，總薪酬開支每
年九千五百萬元，架構重組方案內
容還包括各正副司長的分工和各政
策局權責的重新定位。很明顯，這
是一次大動作，不僅涉及大筆薪津及
相關配套資源的開支，更重要的是，
這是在 「愛國者治港」 原則之下，對
特區政府管治架構進行一次結構性調
整，其目的當然是為了配合李家超在
政綱中第一項關於提升政府管治能力
的目標。為此，李家超首次在候任行
政長官辦公室舉行記者會，就重組方
案具體內容和安排向傳媒及公眾解
畫。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多次進行架
構重組和改革，例如房屋局原是回歸
後第一屆特區政府三司十一局之一，
之後改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再改為
運輸及房屋局，下屆政府又重新設立
房屋局。政府架構方面，就由回歸時
三司十一局，到現屆的三司十三局，
下一屆變成六司十五局。而力度最大
的體制改革，是董建華在第二個特首
任內推出的高官問責制，優化特首和

整個管治班子與公務員體制的關係，
建立政治委任制度。梁振英當選後曾
提出增設副司長和新設文化局，但被
立法會否決。李家超提出的新架構方
案，部分內容與當年梁振英的建議有
相似之處。從過去幾次改革的成效來
看，顯然並不是政府架構愈來愈大，
管治能力就愈來愈強，當中原因複
雜，此處不贅。

古人指成功取決於天時地利人
和，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
得，雖勝有殃」 （《孫臏兵法》）。
李家超推出的政府架構重組方案，與
歷任特首推行改革的最大不同，就是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得。天時，當然
是指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由亂到
治。地利是 「一國兩制」 。至於人
和，包括三個方面，完善選舉制度之
後，新一屆立法會九十名議員，無論
地區直選，還是透過功能界別、抑或
選委會選出，雖然背景不同、訴求多
元，反中亂港者全部出局， 「愛國
者治港」 翻開新一頁。因此，李家超
提出的政府重組架構方案，預料不會
像以前那樣，在立法會審議時遭到反
對派故意阻撓，此其一。其二，據李
家超透露，他已開始着手組班，收到
不少推薦和自薦的人選名單。換言

之，與以往加入管治班子被稱為進入
「熱廚房」 的情況明顯不同。李家超
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要拒絕當中一
些人選對他是一項挑戰。香港落實
「愛國者治港」 ，政治生態發生重大
改變，很多有才能者沒有後顧之憂，
願意加入政府為社會、為市民服務。
第三，李家超個人有原則而比較包
容、願意聽取意見的性格作風，社會
人脈簡單沒有包袱，有助吸引各方人
才。

孟子說：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 。李家超銳意變革，從改
組政府架構入手，志在全面提升新
一屆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廣大市
民樂見其成，而李家超的意願能否
變成現實，關鍵不在架構如何調
整，不在增加多少部門和高官人
手，而是在他能否充分把握天時地利
人和的難得機遇，特別是善用人和，
做到吸引優秀人才加入，組建一支3A
管治團隊。

今年五月的天氣，早晚清涼，中
午熱而不燥，無論上班還是居家工
作，都可以保持心平氣和，加上疫情
趨緩，各種防疫措施放寬，各種聚會
飯局多起來，大家心情愉悅，此時此
刻，最宜討論改革。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隨着防疫措施放寬，香港市面逐漸熱鬧起來。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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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兩年多，影響各行各業，出版業也
不例外。發行商以前一兩個月來取貨、添貨
一次，現在大半年不到一次。情況如此不
濟，文章雖因為宅家得閒拚命地寫，結集成
書則一拖再拖，遲遲不敢出。香港曾經是出
版的黃金地，幾百家大小出版社共存，新書
在書店如走馬燈，上架幾天，一旦銷情不
好、沒人問津，很快就消失無蹤。書店各類
書的命運，依照的是 「弱肉強食」 ，以金
融、風水、股經、旅遊類別最為強勁，長期
擺在最搶眼之處。一般作者的純文學書只是
風光一下，有的甚至原封不動地退回出版
社。

行外人看出書作者風光有臉，行內作者
則知內情、苦澀自知。我的兩本書：小小說
集《愛在瘟疫蔓延時》和長篇《快樂的金
子》 「生不逢時」 ，也因疫情，姍姍來遲。
疫情嚴峻時，書店如其他店舖一樣 「行人寥
寂車馬稀」 ，連其他出版步驟，如運輸也大
受影響（開工不足），過去出版業鼎盛時期
印行一千、兩千冊的好景已經不再，如今一
般的書，只印幾百本，也大多數用來送贈文

友。
寫作人，都喜歡將書視為自己的另類子

女。確實，與人類的幼嬰在母體裏成長的過
程有點相似：孕婦 「十月懷胎，一朝分
娩」 ，寫作人也經歷了一番醞釀和不短的時
間，書稿才最後定稿出版。因此一本書印出
來、面世的日子，也就相當於嬰兒的誕生，
都是一種 「生日」 。為了廣為人知，在很長
的一段時間內盛行新書的 「發布會」 或 「發
表會」 ，熱鬧一番。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港澳文學作
品引進內地出版，銷情都不錯，不但印量
大，而且擁有相當多讀者。當時我好幾本書
在廣州等地出版，如《夜香港》《白領麗
人》，出版社交由梧州一家書屋發行，書屋
老闆就邀請我出席現場簽售活動。當時出版
社總編輯陪我到梧州，五百多本書一售而
空。也記得，二○○○年，印尼華文 「解
凍」 不久，在雅加達，舉辦過六本書一起發
布的活動，還請作者出席簽售會。印尼華文
被禁三十多年後，那麼多書一道出版與讀者
見面還是首次，我也有一本印華文學評論集

《流金季節》參與簽售，親眼目睹了當時的
盛況。在香港，也曾經與另一位文友在校友
會會所舉行發布會，獲得校友、文友的支
援。二○一九年十二月，我的散文集《金門
老家回不厭》，在金門出版，參加了金門縣
文化局舉辦的集體發布會，有二十三本書及
部分作者出席了，我和妻子也從香港趕去參
加，場地雖小布置得卻美觀大方，儀式簡單
而隆重。各地的發布會，如今似乎只成了溫
馨親切的回憶。

疫情爆發，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令
百業俱衰，書業也慘不忍睹。兩年多來，結
合和取材疫情，寫一些正能量的勵志小故
事，不知不覺也寫了約八十篇，淘汰一些，
選了六十三篇，結集成《愛在瘟疫蔓延
時》，拖遲了一年出版。雖然大部分送人，
但也收到感人的溫暖心意，如暖風沐浴身
心。如，文友在報紙上介紹或發表讀後感，
還有位校友獲贈我小書後塞來面額不小的紅
包，寫了勉勵讚美的話，讀得我眼熱： 「你
們對文學的熱愛、對創作的熱誠，在嚴格防
疫的封閉環境下，竟能心平氣和地寫下幾十

萬字抗疫文章，令人敬佩！我的小小心意，
只表示對您們的敬意，再版不要再提我。」
一位文友偶然走進書店，看到我的小書被展
示，特地拍攝下來，轉發給我看，心中多少
也有點安慰驚喜。

在疫情連年蔓延的日子，寫了不少東
西，算來也不止兩本書的分量，暫時也只能
擇優、切合時宜的先出版了，也聊勝於無，
算是對社會和漫長的時間有所交代了。

HK人與事
東 瑞

在我看來，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有兩大任
務：一是推動國民文化
教育，二是營造一個講
好中國故事的平台。要
做好國民文化教育，需
要一個講好國家及香港
故事的平台。

何以講好中國故
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可和全
國各省市級的博物館建立一個網
絡，合力組織和策劃與中國文化
文明相關的展覽。這樣做一方面
既有故宮的元素，也納入其他藏
館的內容，進行博物館創新。例
如中國書法，各省市都有精彩的
藏品，是否可以港人為對象，辦
一個和書法有關的教育性展覽？
若可行，這個展覽還可向外輸
出，尤其是東南亞地方，成為介
紹漢語、書法、文字之美的一個
模式。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未來的
定位，應該更積極打造更多以中
華文化為本、面向國際的內容。
這裏要提一下，香港的趙廣超先
生，他曾為故宮做了很多視覺設
計，在央視的紀錄片《故宮
100》中擔任藝術顧問。由此可

見，不乏港人投身北京
故宮博物院國際化進
程。趙廣超先生還做過
一份關於文房四寶、以
西方為對象的教材。香
港也應該邀請他來助力
打造一個國民教育、文
化教育的平台以及對外
推廣。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還需着
力的是，創造更多講好中國故事
的資源，用創新、深入淺出的方
法，讓世界不同文化認識中國文
化，而不僅限歐美，也可以針對
「一帶一路」 的國家包括他們的

文化。再如在中東、東南亞等地
方推動中國文化，這些都是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責任所在。

要成事，香港也有人才。例
如趙廣超先生，撰寫過中國傢
具、故宮、書畫等著作，擁有幾
十年推動中國文化的經驗。當然
除了他，香港還有不少學者、設
計師和專家在這方面默默耕耘。
只不過，趙廣超先生與故宮的淵
源比較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需要好好利用這些人才，在講好
中國故事這方面多做長遠策略性
的事情。

善冶若水
胡恩威

你知道，德國小孩
平時吃什麼零食麼？

糖果、巧克力，這
是當然的。從美國搬來
德國，我發現兩地小孩
的零食習慣一樣，也不
一樣。

德國小孩一樣也喜
歡甜甜的零食，糖果、
巧克力、冰淇淋。然
而，德國學校對小孩零食的規定
非常嚴格，除了前面說的甜食一
律不得帶到校園，連薯片也被拉
入了 「黑名單」 。還有一個 「常
識性」 的規定，就是不允許帶任
何堅果到學校。因為這邊對堅果
過敏的小孩不少，一旦不小心讓
這些孩子接觸到堅果，過敏反應
的嚴重程度可大可小。所以小孩
從小知道，花生米、開心果、杏
仁等等都不帶去學校。

那麼問題來了，德國學校裏
的零食時間，他們吃什麼呢？

小學生一般是自帶零食，大
多由父母準備的。他們的零食盒
往往分為兩部分，帶兩種零食。

有的家長會裝兩種不同的水
果，像生西芹、小黃瓜之類的蔬
菜是不錯選擇，或者蔬果再加點
芝士塊。各種芝士應是德國小孩
最喜愛的零食之一，因為品種繁
多，總能找到偏愛的類型。有時
候芝士搭配小餅乾，他們是極其
樂意吃的。

還有一種零食，便是肉腸或
醃製的香腸。這邊醃製的小香腸
是不需要煮的，可直接吃。有的
是細細長條，像筷子一樣；有的
是一個一個的小肉腸，像橡皮擦
一樣。總之，小朋友吃起來相當

方便，因此也特別受歡
迎。

我記得第一次拿起
那像橡皮擦大小的醃製
香腸，裏面感覺跟生的
香腸一樣，外面的腸衣
上 還 有 一 層 白 白 的
「霜」 。拿在手上，對

這個東西到底能不能生
吃，我充滿了懷疑。最

終我還是忍不住好奇嘗了嘗，意
外的好吃。它既有熏肉的香味，
又自帶着一股清甜。後來給孩子
準備零食，我也時不時 「偷吃」
一口。

對於中學生來說，零食時間
存在的意義和小學生稍微有點不
同。小學生主要是為了加餐和休
息，中學生卻有更重要的 「社
交」 意義。這是他們在學校裏並
不多的可閒聊的時間。比起小學
生吃的像是特意為兒童包裝的零
食，中學生們吃的更 「正規」 一
些。所以與其說叫零食時間，不
如說是 「早午餐」 。

一些中學會給腦力勞動強度
太大的中學生免費提供 「早午
餐」 ，東西不會特別多，但填飽
肚子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早午
餐會有幾種不同的麵包，當然以
全麥麵包和黑麵包為主，然後有
幾種果醬、黃油和芝士，還有兩
三種水果，橙子、葡萄或蘋果，
以及一些水和果汁。

從德國小孩的零食單上，可
見德國人對小孩飲食健康還是相
當考究，允許的和不允許的，都
有鮮明的界限。這不難理解，德
國人嘛，都很認真的。照顧小孩
子，更不會例外。

零食加餐



柏林漫言
余 逾

故宮館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盛世聚首──圓明園獸首特展」 現正
於南京城牆博物館舉行。該展覽以 「圓明園
海外回歸文物」 為主題，展出了包括保利藝
術博物館珍藏的四件圓明園西洋樓海晏堂水

利鐘構件──牛首銅像、虎首銅像、猴首銅
像、豬首銅像，以及十件清宮精品文物。

圖為展出的圓明園牛首銅像（左一）、
虎首銅像（左二）等。 中新社



▲東瑞著《愛在瘟疫蔓延時》《快樂的金
子》。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