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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漫言
余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暄暖人生
香寧

五月十八日，是個星期天。在毓秀街上開
了十四年的西餐廳最後一天營業。我和兩個好
友在傍晚抵達餐廳的時候，裏面已經聚集了很
多熟客，他們和餐廳的經理、員工聊天、握
手、擁抱、照相，和這家餐廳作最後的道別。
薩潔瑪和弗蘭西斯在這裏工作了三年，也是我
和兩位好友最熟悉的餐廳員工。幾乎每周日傍
晚，我們三人都會在這裏聚會，喝上幾杯，聊
聊近期各自的生活。我們沒有固定的話題，可
以天馬行空地從世界和平，國際經濟，人生規
劃，聊到日常瑣事。

薩潔瑪是個見面熟，我想沒有她記不住的
客人吧。我那個包打聽的好友告訴我，她曾在
蘭桂坊很紅的一家酒吧做過服務員，從沒有她
應付不來的客人。她的爽朗、親和力和健談，
讓你在光顧餐廳第一次後就能記住她。她雖是
外籍人，但她學會了說粵語，也會說英語，男
女老少乃至寵物，都喜歡她。從我第一次進餐
廳，她就記住了我愛吃的，愛喝的。烏黑的雙
眼皮大眼睛總帶着笑意，但她也會在小孩子和
寵物頑皮的時候，故意板起臉瞪大眼睛假裝教

育他們，竟然就這樣奏效了。我甚至親眼看到
她和熟客的小狗打招呼，牠則乖乖地聽從她的
指令坐下或舉起雙爪站立。

弗蘭西斯則和薩潔瑪性格相反，他很酷，
不苟言笑，大部分時間負責餐廳的飲品。我最
喜歡喝他調製的椰棗藍莓燕麥冰沙。他和薩潔
瑪是互補型，都說認真做事的男人很有魅力，
弗蘭西斯就是這樣的，他專注於他需要提供給
客人的出品，品質必須一等一。薩潔瑪則給客
人提供了極高的情緒價值，她從不硬銷，但總
能在我們聊得起勁的時候，及時拿起空杯笑咪
咪地說， 「再來一杯。」 而這樣的口脗，真的
讓人難以抗拒，於是我的兩位貪杯好友，總是
肚子裝滿了啤酒或白葡萄酒離開餐廳。不論哪
個行業，好的銷售，總能讓客人愉快地把錢花
了，並認為服務有所值，物也有所值。薩潔瑪
做到了。

西餐廳，成了很多街坊的室外小客廳、小
飯廳。大家在這裏互相認識，誰家的孩子牙換
了，誰家的寵物幾歲了，餐單裏有什麼新出
品……薩潔瑪像一個友誼大使，還幫客人們拉

近了距離。
一個周日的早晨，我獨自一人在餐廳吃早

餐。靠門的座位有一對夫妻，懷裏各自抱了一
隻貓咪。要知道，貓通常很怕出門，而那一
黑一花的貓卻怡然自得地坐在主人的懷裏，
半瞇眼看着眼前的一切。薩潔瑪知道我養
貓，看得出我非常迫切地想接近那兩隻貓，
她站到我和那桌客人的中間，爽朗地說，這兩
隻貓經常來，一隻叫MiuMiu……幾歲來着？
不太記得了，你的貓幾歲了？薩潔瑪一邊像是
在問我，但一邊又對那位太太說，她也有隻
貓。那位太太開心地望向我， 「是嗎？你養的
什麼貓？」 我和太太自然而然地攀談起來，薩
潔瑪則樂呵呵地去招呼其他客人了。那個早
晨，我抱着其中一隻貓，和牠的主人交換養
貓心得，聊得十分愉快。我相信，通過薩潔
瑪而熟悉起來的客人們，不只是我和這對愛
貓的夫妻。

西餐廳成了我們的休憩之地，也是很多
街坊熟客的小小社區中心。我們唏噓和遺憾
的是，我們的消費不足以支撐餐廳的營運，聽

說餐廳虧損，集團管理層才決定租約期滿結
業。對一家餐廳而言，員工也許只是流水的
兵，對員工而言，三年的工作，三年積累的客
人們，如朋友和家人般熟悉的面孔，要道別，
太感傷。

今晚，有外國夫婦、有帶着孩子們的家
庭、有帶着小狗、大狗的熟客、單身的男客
人、女客人、像我們這樣的好友們，輪流和員
工們自拍留念，抄下彼此的電話，約定之後更
新去向。雖然再見面不會似走去西餐廳這般便
利，但惜別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我們三人離開時，餐廳裏仍然是滿的。當
我張開雙臂走向薩潔瑪的時候，我看到她的淚
水已經從眼裏滲了出來，我緊緊抱住她，拍拍
她的背： 「一定要再見面，有了電話我們就不
會失聯。」 她抹去眼淚，點了頭。轉身離開
前，我們向站在櫃枱後酷酷的弗蘭西斯笑着揮
手道別，他竟也靦腆地笑了，回應以揮手。

聚散有時，人情常在。我願把美好的祝
福，送給明天就分道揚鑣的餐廳員工們，也期
待着在某日和他們再次在香港的某處相逢。

惜

別

漫談退休
我已經快三個

月沒見到我的語言
「夥伴 」 克勞迪

婭，老太太病了。
總算，在春暖花開
的五月，見到了越
發清瘦的克勞迪
婭。

我們約好的時間是老太太下了芭蕾
舞課以後，看得出來她急急忙忙換好衣
服，滿頭大汗的就來了。我們約在芭蕾
舞工作室附近的露天咖啡，久別重逢真
是感覺無比親切。

聊起 「退休」 這個話題是從克勞迪
婭生病說起的。老太太估計是初春感染
了今年超級強力的流感，再加上花粉過
敏，她體感虛弱，久久不能痊癒。

克勞迪婭說她總算恢復了每周四十
個小時的工作量。看着她雪白的頭髮，
我掩飾不住驚訝： 「四十個小時？」

「是的，最少四十個小時，實際上
更多。」

「那你還能每周去上三四節芭蕾
課，每節一個半小時，加上路程得三小
時。」

「噢，芭蕾課是我必須獎勵給自己
的時間。」

克勞迪婭是自由職業的心理治療醫
師。她說必須要工作這麼長時間，才能
賺足退休金和維持現在的開銷。她特別
提到一點，她每月的社保醫療保險都需
要繳一千一百多歐元。

德國按照收入水平收取社保醫保，
一千一百歐元是最高檔，意味着所有家
庭月收入超過五千五百歐元的時候，不
論月收入六千還是六萬，都按照這個標

準支付社保醫保。
「收入高的人應該多繳一些才公

平。這個費用佔據了我收入很大的一部
分，然而對於收入更高的人來說只是很
少的一部分。」

克勞迪婭話語中透露出無奈，說她
還得這樣工作十年才能退休。

「十年？」
「是的，我今年五十七歲，要到六

十七歲才能退休。」
「德國男人女人都是六十七歲退休

麼？」
「是的，當然你也可以提前不工

作，但我不知道那樣的話我退休後是否
有足夠的退休金收入。中國呢？你爸爸
媽媽退休了麼？」

「早退休了。在中國應該是男人六
十歲退休，女人五十五歲，特殊情況可
以更早，有時候也可以更晚。」

「太幸福了，如果在中國我都退休
兩年了。」

「在歐洲我看很多老年人即便退休
了，也會出來工作，閒不住。」

「大部分出來工作的老人並非因為
閒不住，而是退休金不夠啊。」 克勞迪
婭激動地跟我分析， 「你看我現在每周
得工作最少四十個小時，獎勵自己幾節
芭蕾舞課。如果我真的退休了，我可以
每天都去跳舞，才不去上班呢。」

在德國，女人六十七歲退休，在中
國五十五歲，整整差了十二年啊。這個
數字還是震驚了我。後來查了一下資
料，國內也在慢慢延遲退休年齡。不過
我能看到的是，在國內不少退休大爺大
媽上老年大學，跳廣場舞，釣魚打
牌……幸福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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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安吉白茶在貴州飄香
葉 梅

（
北
京
篇
）

從宋代的典籍記載到現代的規模種植，浙
江省安吉縣黃杜村的白茶之路已走過千年。這
裏的每一片茶葉在山嵐中生長，在農人手中揉
煉，最終化作杯中的清潤以及村莊的生機。新
的故事在嫩芽間悄然孕育，黃杜村與白茶的親
密，不僅化作千年茶香，又有了茶苗西行，創
造了一場跨越東西、幫扶致富的綠色傳奇。

在黃杜村村委會那幢貼滿村史照片和文字
資料的小樓裏，我們見到了村支書、村委會主
任盛阿偉，這位性格爽朗的村支書繪聲繪色地
說到去西部山區種茶的經歷。

黃杜村曾經也窮得叮當響，有的人家過去
買不起魚，但招待客人又不能沒魚，就雕刻一
條木魚放在餐盤裏，圖個吉利的彩頭。盛阿偉
在擔任村書記二十多年裏，帶頭做綠色有機白
茶認證，提出制定《茶農自立公約》，提倡茶
農誠信經營，全村走上了茶旅融合的轉型之
路。安吉白茶已得到了 「一片葉子富了一方百
姓」 的讚譽。黃杜村人因種茶而受益，從 「小
康」 走向了 「富康」 。

黃杜村人念叨着，吃水不忘挖井人。二○
一八年四月，盛阿偉與村民們給習近平總書記
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想幫助西部貧困山區的兄
弟姐妹脫貧的願望。他們在信中寫道： 「種白
茶脫貧是一條路子。我們用一技之長為中國消
除貧困出點力。大家商定後，自願捐出一千五
百萬株白茶苗幫助貧困戶種植五千畝白茶，每
年春秋兩季都能種，一年後就能產三五斤乾
茶，六年就進入旺盛採摘期，貧困戶種植六年
後，一畝茶園就等於年年有一個一萬元的存
摺。」

信中還寫道： 「但我們不知道哪些貧困戶
需要這樣的幫助，哪些地方的氣候和土壤適合

種白茶，所以向您寫信，我們希望點對點幫助
貧困戶，包種包銷，手把手教種植管理技術，
不種活不放手，不脫貧不放手。」

賬算得細，話說得懇切，很快得到習總書記
的肯定。從那以後，黃杜村的村支書盛阿偉便
帶着村裏的種茶能手先後去往雲、貴、川三省
五縣，幫助當地的村民種茶。黔西北的山麓磅
礴陡峻，刀削般的岩壁上垂着青藤，雲霧在褶
皺裏聚散，將大地染成深淺不一的墨綠，這裏
的山區雄奇與貧困並存。從浙江安吉遠道而來
的種茶人一不為觀光，二不為品嘗地方美食，
他們手捧茶苗 「白葉一號」 ，在那海拔千米的
紅壤山上開始栽種。那一年，貴州普安縣地瓜
鎮屯上村與浙江安吉黃杜村的兩位村支書雙手
相握，用鐵鍬鏟起第一抔土，埋住茶苗根部，
種下了第一株 「攜茶」 。

白茶從此在這裏有了意味深長的名號──
「攜茶」 ，一片茶葉將兩個遠隔千里的村莊奇
妙地攜手在一起。千里送 「葉子」 ，情意是沉
甸甸的。

貴州山民們不止一次地問，浙江人為何願
將自家的 「金葉子」 遠播千里？盛阿偉和黃杜
村人告訴他們，中國是一個大家庭，我們都是
兄弟姐妹，既然一片葉子能富一方百姓，我們
提出 「捐贈茶苗助脫貧」 的倡議，就是想讓更
多的人富起來。黃杜村連續又向貴州雷山縣捐
贈三百萬株茶苗，在大塘鎮建成一千畝茶園，
帶動高岩村等深度貧困村脫貧；接着又在貴州
沿河縣、金沙縣等地捐贈茶苗，茶香遠遠飄
來，在這平均海拔一千六百米，曾是 「種糧難
餬口、種樹難成林」 的石漠化山區，有了一片
片安吉白茶園。

茶苗易栽，技藝難傳，崎嶇山道上陸續走

來了浙江的種茶技術員，他們
一次兩次，數十次從千里之外
來到那些偏僻的山鄉，歌兒裏
有唱 「山路十八彎」 ，貴州的
山路且不止十八彎，繞來繞去
的盤山道，考驗着與海相連的
浙江人。他們手把手教茶農
「留主枝，去側芽」 ，當地土
壤偏鹼，又指導村民用腐殖土
改良，在茶園間套種大豆固
氮，還專門請來中國農科院茶
葉研究所的專家，往返浙江與
貴州二十餘次，指導病蟲害防
治，使茶青合格率提升至百分
之九十八。

從 「試試看」 到 「家家種」 ，浙江安吉的
黃杜村帶動周邊的兄弟村，將幫扶西部鄉村脫
貧當作了自家事。一年年下來，貴州普安一位
村民老秦承包六畝茶園，採茶季收入不菲，他
用種茶獲得的錢供三個孩子讀書，喜悅地稱茶
園裏種的是 「讀書茶」 。這一句 「讀書茶」 ，
讓多少幫助種茶的安吉人感動不已。

這幾年每逢春茶上市，安吉的能工巧匠會
主動幫助貴州的種茶人設計包裝，還幫助他們
通過電商平台銷往全國，將茶園與苗族文化結
合，打造 「茶旅步道」 「製茶體驗工坊」 ，引
來了客人，喚回了主人，村裏好些年輕人聞到
了茶香，回到了家鄉，村裏更是有了熱火氣。
二○二四年，浙江安吉與貴州普安兩地聯合註
冊 「金柳白茶」 ，獲國際茶博會金獎。能歌善
舞的貴州人自編山歌： 「月亮出來明又明，感
謝浙江黃杜村，千里送苗來此地，子子孫孫不
忘恩。」

面對貴州兄弟的感激，盛阿偉說，我們送
出去的不僅是茶苗，更想讓貴州的兄弟們感受
一種改變命運的勇氣。跨越千里的幫扶，顯然
也是一場土地與人心的互養，當黃杜村的種茶
人帶着技術西行，貴州的茶農們學會用雙手編
織希望，兩片土地上的茶香，在共同富裕的路
上，釀成了一首綿長的山歌。

近年來，黃杜村的種茶人又走出安吉，到
安徽、重慶、四川、貴州、江西等省市承包荒
山坡，先後種植了數萬畝茶園。在與盛阿偉交
談之時，他的手機電話鈴不時響起，多是他們
幫扶的貴州、四川等地的諮詢。免提的手機裏
傳出十分具有辨識度的西南口音，但不同的方
言絲毫沒有影響盛阿偉與這些鄉友的熱烈交
流，他們說的話題都與茶有關，那是他們爛熟
於心的日常。我們在一旁聽着，不禁暗暗替他
們高興，他們用樸實的勞動完成了幫扶的心
願，這將是安吉黃杜村永遠的自豪。



上環海濱那艘紅頭船
本文見報之

日，在中西區海濱
長廊上環段，香港
潮州商會和中西區
民政處聯合舉辦
「大潮東去、香江
多嬌──香港潮州
商會紅頭船風雨亭

落成暨潮汕文化嘉年華」 啟動儀式，在
特區政府和中聯辦的官員以及商會首長
共同主禮下，一艘長十八米、寬三點九
米、高六點四米的紅頭船正式啟用。這
艘耗資數百萬元特製的紅頭船不是用於
海上航行，而是一道陸上的風景，船上
有一個古色古香的亭子，可供市民休憩
避雨之用，預計這個紅頭船風雨亭將成
為新的遊客打卡點。

為何叫做紅頭船？有何意義？半個
世紀前，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在《香港
潮州商會創建潮州會館碑記》中寫道：
「（光緒之初）其時海運方興，潮人航
海梯山，懋遷外地者，尤以香港為要
衝……」 當年潮人如何自鄉間越洋來到
香港？據記載，主要航海工具就是紅頭
船。為方便海運管理，清廷敕令廣東一
帶商船將船頭髹上紅色，以資識別，俗
稱紅頭船。昔日潮人過番，多從澄海樟
林港登上紅頭船，在上環三角碼頭上
岸，或充實補給之後繼續下南洋，或在
香港落地生根。所以，紅頭船是本港潮
州先人移民奮鬥史的象徵，更是中華民
族自強不息的標誌。

四年前，香港潮州商會籌備慶祝成
立一百周年，確定以 「感恩、傳承、團
結、奉獻」 為主題。百年風雲過，滔滔
兩岸 「潮」 。一個世紀以來，一代又一

代潮人在獅子山下、維港兩岸謀生、創
業、創富，日久他鄉變故鄉。如何表達
慶典活動的主題？剛好翌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二十五周年，時任潮州商會會長黃
書銳等人提議做一件有意義的紀念品，
作為百年潮商慶賀香港回歸二十五周
年的獻禮，得到會董會同意，決定捐
資建造紅頭船風雨亭，並成立專責小
組，成員包括謝喜武、陳捷貴、林楓林
和筆者，由黃書銳會長親自統領。翌年
七月，紅頭船風雨亭項目舉行啟動儀
式。

建造紅頭船風雨亭的方案得到特區
政府的支持，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樂意共
襄盛舉，全力配合協助。但沒想到真正
做起來困難重重，先是本港無人願意接
單 「造船」 ，只好到內地找廠家。設計

圖紙出來後，要經過本港多個部門逐一
審批，因為內地技術人員的專業資質不
獲本港接納，加上造船的原材料和工
藝必須符合本港標準，又是一番折
騰。最後船造好了，如何運到香港以
及吊裝等環節亦煞費周章。時間一拖
再拖，成本一再追加，甚至一度陷入
僵局。黃書銳卸任後，馬鴻銘、高佩
璇兩任會長繼續接力，最終耗時四年
多才大功告成。從此，香港上環和汕頭
澄海樟林港各有一艘特製紅頭船，遙相
呼應。

筆者參與紅頭船風雨亭工程全過
程，體會最深有兩點：一是潮州人是一
個懂得感恩的族群；二是香港與大灣區
各個內地城市在專業標準和資質認證方
面應該 「拆牆鬆綁」 ，盡快建立互通互
認的機制。近年內地高質量發展成果卓
著，在基建、製造、航天、AI等多個領
域獲得國際上高度認可和好評，專業人
才濟濟，香港雖然擁有成熟的體制，但
應該與時俱進。

前幾天一個下午，筆者和儀式籌備
小組成員到上環海濱長廊現場視察，
登上已經完成安裝的紅頭船風雨亭，
船上三支紅色風帆的雙面分別掛上潮
州商會六大宗旨： 「敦睦鄉誼、促進
工商、弘揚文化、服務社會、興學育
才、扶貧救災」 。站在船頭眺望維
港，海面風平浪靜，百舸爭流，一艘港
澳噴射船在夕陽下自遠而近，減速駛進
信德中心港澳碼頭。願此情此景，天長
地久。海濱長廊有不少男女老少在跑步
散步，再過幾天，當你們跑累了或走累
了，這艘岸上的紅頭船，是為你們新添
的歇腳處。

▲貴州普安的安吉白茶園一景。 資料圖片

▲紅頭船風雨亭位於中西區海濱長廊上
環段。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