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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五見報

旅遊鐵人和懶人

我經常說到，對人生真正重要的
課堂，絕大部分都在上幼稚園時學習
過一次，例如禮貌、守時、善良、誠
實、規矩、忍讓、感恩，等等等等，
而如果非得為這些課堂配上一個主
題，那就是 「品格的學習」 。

為什麼品格的學習，先於其他課
題的學習，而成為了學前教育的主軸
呢？或許，這意味着品格學習，比語
言、算術、推理更為重要，因為品格
是一個人的本質，也很大程度上定性
了人的行為，而另一個原因，可能是
品格學習，最好從習慣着手，而習慣

的形成，最好從小做起。
亞里士多德說道： 「品性雖非與

生俱來，卻與天性不相衝突。我們生
來就有潛力發展良好的品性，不過得
透過習慣加以培養。」 品格的學習是
虛的，難以具體說明，但習慣的培訓
卻是實的，可以一步一步慢慢養成。

習慣跟人主動打招呼，我們養成
禮貌的品格；習慣早十五分鐘到達目
的地，我們養成守時的品格；習慣將
心比己的運用同理心，我們養成善良
的品格；習慣憑良心說真心話，我們
養成誠實的品格。諸如此類，我們透過

不同的好習慣，養成良好的品格。
我喜歡亞里士多德如此對於品格

與習慣的理解，因為這告訴我們，品
格雖然受到天生性格的影響，但人始
終可以靠着後天的努力去改變之。人
可以選擇成為善良的人，正如休謨說
道： 「若你深信，品行端正的人生值得
追求，也有足夠的決心催促自己成長，
那麼你勢必能夠看到自己的蛻變。」

但，為什麼我們從小學習養成良
好的品格，卻不是每個人都品行端正
地成長呢？或許，大人世界的名利、
慾望、自私，太過誘惑，以至於物慾

世界的成人禮，又提供了另一套形成
壞習慣的過程。

每當想到這些，我又會想起一首
相傳是北宋詩人黃庭堅童年時寫的
《牧童詩》： 「騎牛遠遠過前村，短
笛橫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
關用盡不如君。」 童真，實在是品格
學習的根本。

「香港書展2024」 將於七月十七
至二十三日舉行，這不單是香港貿易
發展局籌辦的暑期盛事，也是出版界
每年一度大型推廣和展銷的黃金機
會。現今出版書籍不是容易賺錢的生
意，投資與收益往往不成正比，除非
大集團旗下的出版社，否則實在難以
經營。故此，書展這類與推廣閱讀有
關的文化活動，對書商和讀者而言都
是身處影像充斥世代的一口泉水，雖
不能長期飲用，但至少可以暫時解渴
消暑，讓酷愛文字者精神為之一振。

由於文字出版市場不斷萎縮，所

以近年出版社都嚴選題材與合作對
象，不打沒把握的仗，因此令得到出
版社邀請寫書的機會更加可貴。大大
小小作家們要在行業分一杯羹，都不
敢浪費有人出資為自己發布和推廣作
品的機會，定必挖空心思呈獻佳作。
雖說閱讀文字的人越來越少，但每年
書展仍可見大量新書推出，當中不乏
新人的作品，好像與市場實際所需的
供求不符。那是因為一直有出版社接
受以自費或拆賬分擔成本的方式與沒
有出書經驗的作者合作，令沒公開發
表作品經驗者也有成為作家的機會。

縱使每年書展都產生不少 「一書作
者」 ，但至少可以讓喜歡寫作的人多
一個實現夢想的渠道，既可以為市場
帶來生機，又可製造機會吸引更多人
購書及參觀書展以示支持，何樂而不
為？

本年我將一如既往於書展出版新
作。新書關於歌詞創作，主要跟讀者
分享填詞的工作經驗，並以個人作品
為例，剖析流行歌詞的創作流程、方
法和技巧，書名就直接名為《我要填
詞》。我不知這種文藝類書籍會得到
多少讀者青睞，但既然出版社有信心

給予支持，我也希望為自己其中一條
創作賽道留下紀錄，給喜歡寫作的讀
者作為參考。每年七月上旬，其實各
家出版社都在把握最後製作階段，為
即將於兩星期後面世的書籍進行設
計、印刷和宣傳工作，大家忙作一
團，同為書展做最後的準備。





暑期至，上班族、學生黨的旅遊
季也到來。繼 「特種兵式」 旅遊之
後，又出現了 「鐵人三項式」 旅遊，
按網友實測，照此旅遊者日均兩萬步
以上，稱之為 「鐵人」 當之無愧。與
其在旅遊中做 「鐵人」 ，我更傾向於
做 「懶人」 。

在我看來，旅遊的本質在於尋找
生活裏的他者。如果為旅遊找一些衡
量質量的指標，我願意把與日常的差
異度列為首位。而差異度給人帶來的
感受，不論是建築、美食或民俗，都
需要沉下心來仔細體驗。走馬觀花充

其量能獲得一些知識，卻很難得到體
驗。至於以打卡為目標，點到為止，
以量取勝，更只能滿足某種執念，或
為朋友圈搞一次精裝修，難觸旅遊之
真意。

做一個旅遊 「懶人」 並不容易，
他必須要有強大的內心，這才能抵禦
來自四面八方的旅遊資訊推送。這類
資訊最喜歡用的句式是 「人這一生，
一 定 要 去 一 次 ××× 」 ， 這 裏
的×××往往是一個熱門旅遊地。這
種句式還有進階版，要麼把 「人」 具
體化為 「女人」 或 「父母」 或 「孩

子」 ，攻你軟肋，強化你的心理認
同；要麼在×××前面加上 「小眾」
「冷門」 等定語，給你窺見天機、佔
了便宜的心理暗示，實際上，即便曾
經是 「小眾」 「冷門」 ，當它出現在
算法推送裏那一刻，也就成了 「大眾」
「熱門」 ，難逃 「人從眾」 的命運。

旅遊 「懶人」 需要的不是一份精
確到秒的攻略，而是一次說走就走的
決定；不是一張密密麻麻的打卡清
單，而是一份隨遇而安的心態。找一
座城市或鄉村，住下來，聽一聽風在
不同空間裏的聲音，看一看雨在不同

屋檐下的滴流，在陌生方言包圍中享
受做一個陌生人的感覺，以此獲得源
自內心的輕鬆和寧靜。一個旅遊 「懶
人」 可能去過許多地方，在他的各種
社交媒體上卻毫無痕跡。旅遊給予他
的一切，都如吃下肚去的肉食菜蔬，
悄悄化作了血肉精氣，給人以豐沛的
滋養。

品格的學習

香港書展

吉祥物
電 影 《 汪 汪 夢 裡 人 》

（Robot Dreams）康城影展首
映後，贏得不俗口碑，日前在香
港上映，也獲得了不小的反響。
筆者去戲院觀看前，還在想一部
沒有台詞的卡通默片如何能打動
人心？但觀畢方感受到 「此時無
聲勝有聲」 的感動。

一開始，電影就擊中現代都
市人的孤獨內心，主角是一隻單
身狗，牠不是人類，而是一隻真
正的狗，為了排解孤獨，只能獨
自在深夜打開能發出聲音的電視
機，玩着 「左右互搏」 的遊戲
機，直到有一天獲得了一個機械
人，作為生活中的陪伴，度過了
一段很幸福的時光。

但好景不長，一次沙灘遊
玩，機械人不小心進了水，但狗
狗不能拖動，雪上加霜的是，公
園沙灘宣布封鎖，要到來年夏天
才能開放，之後就開始了一段充
滿等待和努力的過程。這種設
定，令觀眾揪心，不知何時一狗
一機械人才能重逢。

好在他們都充滿了樂觀，機
械人雖然躺在沙灘，也經歷了不
開心的事，例如一條腿被白兔卸
走，但始終對生活充滿希望，甚
至跟前來在自己身上築巢的鳥兒
一家成為了朋友，而狗狗也不洩
氣，不斷嘗試接機械人回家，過
程中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生活。

影片最特別之處，雖然沒有
對白，只是一部卡通電影，卻
令成年觀眾關照自身，當所有
人都期待大團圓結局時，故事
走向峰迴路轉：歷經千難萬
險，但一次錯過便是永久的失
去。這也是現實世界的遺憾，
很多有情人因為種種離愁悲歡，
終究有緣無份。但只要知道對方
過得好，遺憾是否可以沒有那麼
深？令人思考。

澳門半島面積不大，景區集中，交
通便捷，一天內能到大部分景點打卡。
而且，這裏有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
街區，值得深度遊賞。

在澳門停留不足二十四小時，花大
半天時間在歷史街區走了走。一早直奔
媽閣廟。這是個依山而築的小廟，除了
觀音殿供奉觀音，正殿、弘仁殿、正覺
禪林都供奉媽祖。山上大石書寫
「名巖」 、 「說法點頭」 、 「太乙」 等

紅字。香火鼎盛，可見媽祖信仰深入民
心。

浮光掠影一過，沿着起伏的老街往
下走，輾轉來到 「鄭家大屋」 。這是清
末民初思想家鄭觀應的祖屋，原有範圍
四千平米，進深一百二十多米，體量不
小。目前開放參觀的主要是 「餘慶
堂」 、 「積善堂」 兩座二層、兩進、三
開間小樓，分別為鄭觀應父親和弟弟所
建。

走進不顯眼的宅門，經過門樓。門
樓外牆上原有琉璃通花漏窗和一副對
聯，上聯為 「駐馬客欣榕蔭古」 ，下聯
為 「步蟾人賞桂香濃」 ，橫批 「留
月」 ，目前看到的是根據殘存石件重構
的。月門後為 「轎道」 ，直通宅邸入口
「榮祿第」 。過這扇門進入內宅，左手

是連排小樓，右手是狹長的院落，有石
櫈石桌。

左轉上二樓，到達主屋餘慶堂。主
廳有寬大的落地窗戶，廳內四條木柱上
掛楹聯，橫梁上有 「餘慶」 牌匾。後廳
長案後有一幅十二扇屏風組成的折線形
壽屏，雕工考究。走過卧室、書房，除
書桌、櫥櫃、架子床外，還有古早的收
音機、縫紉機，暗合鄭氏實業家的身
份。正如他在《盛世危言》中所說：
「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

富，必首在振工商」 。
窗外綠影搖曳，默默見證塵封的歷

史。

明天（七月六日）我們將迎來二
十四節氣的 「小暑」 。暑，是炎熱的
意思，小暑為小熱，還不十分熱。小
暑雖不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節，但緊
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熱的節氣大暑。古
話說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農忙
之餘的古人是怎麼度過小暑的呢？讓
我們一起走進古畫，隨畫軸的徐徐打
開，步入日漸炎熱的夏日。

夏日熱浪襲人，現代人的避暑方
法多，最簡單的莫過於躲進冷氣房，
配上冰品涼飲；或是到海邊、溪澗、
游泳池，戲水忘卻酷暑。回想沒有冷

氣與冰箱的古代，古人如
何消暑納涼？古人最佳的
避暑方式莫過於 「躲」 進
山水之中，享受大自然帶
來的清涼與閒適，以 「躺
平為上」 。元朝畫家劉貫
道繪《消夏圖》 （ 附
圖），便以全套配備為觀者示範了文
人雅士如何風雅一卧。

劉貫道，字仲賢，幼時家貧，天
資聰慧，善畫。其畫筆法凝練，堅實
有力，造型準確，生動傳神，成為當
時畫壇的高手。《消夏圖》現藏於美

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畫
中描繪一文士赤裸半身、赤足躺在卧
榻上，一足交跨，舒展雙腳，鞋子則
置於踏床上。他右手執麈尾，左手拈
書卷，雙眉微鎖，嘴唇緊閉，彷彿正
在凝思。榻的旁邊有一屏風，對面兩

名侍女，一個手拿蒲扇，另外一名雙
手抱一包裹似乎是主人需要之物。

別看主人公背後有屏風、方案，
便以為這是室內，屏風旁有一叢生長
在土裏的芭蕉，另一側也有竹葉婆
娑，看來他是把整套配備搬到庭園中
享受了呢。





劉貫道《消夏圖》

《汪汪夢裡人》

澳門一日之歷史街區（上）

這兩年，淄博燒烤、天水
麻辣燙等連番出圈，着實讓其
他城市羨慕不已，紛紛謀劃打
響當地特色美食。東北某城就
選擇了以鍋包肉為招牌，並且
召開發布會宣布將組建 「鍋包
肉辦公室」 。其初衷或許是好
的，為了增強工作統籌協調力
度。然而從公眾反應來看，
「鍋辦」 卻遭到了猛烈的輿論

反噬，變成了主動 「招黑」 。
這恐怕是當地始料未及的。

其實原因很簡單。公眾對
前些年一些地方的 「饅頭辦公
室」 「西瓜辦公室」 等仍記憶
猶新。就以饅頭為例，作為食
品行業，本來就要接受食監、
衞生、質檢、工商、商務等
「九龍治水」 。為何又橫生枝

節出了一個 「饅頭辦」 ？無利
不起早， 「饅頭辦」 組建後，強制統一
麵粉供貨方式，市、區爭奪執法權，甚
至為爭相罰款而打架。所有此類辦公
室，最終幾乎都是在灰頭土臉中黯然謝
幕。

雖然當地解釋 「鍋包肉辦公室」 不
會增加編制，只是在相關部門加掛牌
子。但即便是抽調人員組成，也少不了
財政撥款、蓋章發文、簽字審批、執法
檢查。這一過程中， 「助民」 或許有，
但 「擾民」 亦很難避免。

莊稼要茁壯生長，關鍵在於雨露滋
養，疏鬆土質。動輒颳大風、灌大水、
揠苗助長，適得其反。源頭活水出好
魚，栽好梧桐引鳳來。淄博並沒有成立
一個 「燒烤辦」 ，而是主要在城市管
理、交通調度、停車、住宿等配套環境
上下足功夫。環境改善了，讓遊客感到
友好、舒適了，消費自然就跟着來了。

市場是最聰明的，被稱為 「看不見
的手」 。若遇事習慣伸出 「看得見的
手」 ，依靠權力手段去直接插手，讓
「煙火氣」 打了折扣、減了溫度，讓企

業和遊客心生顧慮，無所適從，影響了
經營信心與消費意願。 「鍋辦」 一事，
值得城市管理者引以為戒。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七周
年，特區政府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
組」 特舉辦吉祥物創作及標誌設計比
賽，面向全港中小學和大專院校學生
徵稿，相關的比賽仍在進行中，七月
十五日為截稿日。

回望二十七年前，香港各界慶祝
回歸委員會曾舉辦香港回歸慶祝活動
的吉祥物評選，最終，有着微笑的臉
龐、長長的巨喙、翻飛的身姿的中華
白海豚眾望所歸，其萌萌噠的卡通形
象，刻在了慶委會的會徽之上。

中華白海豚在吉祥物選擇中脫穎
而出，關鍵是 「知其性而寓其意」 ：
中華白海豚是海洋的珍稀動物，香港
是海港城市，應其 「景」 ；中華白海
豚冠以 「中華」 二字，寓意香港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應其 「名」 ；
中華白海豚 「家庭成員」 和睦相處，
寓意港人回歸祖國大家庭的迫切心
情，應其 「性」 ；中華白海豚稀少而
珍貴，寓意 「東方之珠」 地位獨特。

香港其他大型活動也曾舉辦吉祥
物評選，以造型可愛、性格活潑的動
物為原型的吉祥物，更受市民的青

睞。如二○二三年七至八月舉行的
「香港開心購物節」 ，選出以得意兔
仔為原型的吉祥物 「開心購物兔」 ，
動感十足，既呼應農曆兔年的喜
慶，又切合 「食玩買返晒嚟」 的購
物節主題。

首次由粵港澳三地聯合承辦的第
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將於二○二五年
舉行，今年三月面向全球徵集會徽、
吉祥物、主題口號和音樂作品，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呼籲香港市民積極參
與，全力支持。其中，吉祥物的應徵
作品遞交已於五月三十一日截止，共
收到八百二十七份作品，其中包括來
自香港的參賽作品。不少應徵作品融
合了粵港澳三地代表性的動植物。組
委會正在組織評審，力求從民間創
意中挑選提煉最能反映大賽理念的
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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