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育產業

清華學者
一個很有趣的
現象：明明是早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前已經留學美
加，並在當地定居乃至入籍逾20
年的國際知名華裔學者，但幾乎全
港媒體都用上了「清華學者」來作
為兩位即將出任香港大學副校長的
申作軍和宮鵬的定位，雖然這樣的
定位不完全錯，也不見得貶低，卻
不夠準確。
根據港大在校委會通過任命之後
發出的新聞稿簡介，兩位理科教授
雖然在內地成長，並接受本科乃至
碩士教育，但都在20多歲時遠赴美
加留學，在當地名校取得博士學
位，也在不同的大學任教和從事研
究工作，並在相關學術領域取得國
際認可的成就，同時兼任行政工
作。正如港大校長張翔教授所說：
兩人「既是世界一流的學者，又是
院系領袖」。
本來，像這樣兼具國際學術經驗
和內地成長經歷的華裔學者既有利
於加強港大的國際聯繫，也有助今
後跟內地知名大學合作上的溝通，
正是位處東西文化交匯的大學和香
港社會需要的人才，卻因為有人把
事件政治化了，令一宗院校自主的
人事任命，成為「茶杯裏的風
波」。可幸，港大校委會及其理性
的校委們汲取了過去幾年被政客牽
着鼻子走的教訓，堅持原則，順利

通過了任命。
其實，現位於北京西北郊的清華

大學跟香港大學同在1911年成立，
並結成姐妹大學，更同慶百歲生
辰。清華作為內地理工科權威高
校，研究能力和學術地位絕對不遜
於港大，在近兩年的《泰晤士高等
教育》（THE）世界大學排名榜
中，清華的排名是亞洲第一，而港
大則位列第四。雖然大學的價值和
聲望不應只以排名作標準，但至少
反映出由西方機構主導的排名榜
中，「中國背景」的清華大學獲接
受程度不比在意識形態接近西方的
前殖民地大學低。
然而，在內地與香港兩地衝突的

政治氣氛下，也在校委會開會表決
前夕，有關消息顯然被「有心人」
洩露或放料了。
傳媒自然「如獲至寶」，一為突
出「清華學者」，二為突出「一人
為黨委」，三是強調二人曾跟校長
張翔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
教。於是一場政治「獵巫行動」迅
速展開……
在市場化壓力下，傳媒的報道手
法有點「捕風捉影」，卻是民情的
反映。重要的是，大學當局如何處
理危機和後續工作，更重要的
是，前期的甄選過程是否嚴謹和
透明。從目前資料來看，港大這次
做得不錯。

體育對社會、
對民生、對經
濟，是如何作出

貢獻的呢？小時候喜歡玩、喜歡睇
波、喜歡睇奧運；到投入社會，也
有幸從事體育有關的工作。「體
育」對一個社會的影響可分為四大
任務，包括︰全民運動、體育競
技、體育賽事、體育產業。
一）全民運動︰可通過體育行業
去提供針對市民運動健身方案或指
導運動方法，以提高兒童、青少
年、成年人、老年人對體育健身產
生興趣，從而參與各項運動以強
身，這方向除了有助青少年強身健
體外，對於長者而言更可減輕他們
對政府醫療的依賴。
二）體育競技︰提倡學校、民

間體育項目競技比賽，除了可提
高學生和市民對體育的興趣及其
水平外，更能增加成功感及接受
挫敗感，尤其對兒童青少年成
長，及身心培養有一定的幫助。
除此以外，更能推進有條件的運
動項目走向專業職業化，培養教
練及運動員向職業發展，也可協
助專業體育總會加強管理架構，
充分發揮市場主導作用，培養區
內的體育總會成為能具備國際影
響力的職業體育總會。
三）體育賽事︰而當學界賽事及
區內賽事的規模漸漸成長，屆時可
再進一步，令大型體育賽事更國際
化及盛事化，從而令香港成為有條
件申辦重大國際性體育賽事的城
市。除了體育水平可提高外，更可

訓練體育行政專才，處理如體育宣
傳推廣、賽事場地舉辦、組織架
構、電視轉播等等。
四）體育產業︰體育是可以對社
會經濟有很大的貢獻的，因為體育
協會、體育企業、可以組織主辦大
型體育項目，繼而產生相關的廣
告、贊助、門券及版權等收入，這
種種也是一門生意，以香港而言最
成功的體育活動例子，可從渣打馬
拉松、七人欖球賽、世界女排大獎
賽等等看到其規模及收益；還有我
們經常聽到（我也花了不少篇
幅）︰很多體育項目的轉播版權費
是天文數字，可想而知體育產業能
帶出多大的經濟效益。除此以外，
還有很多周邊有關體育品牌，運動
員作商品代言人，體育場館營運權
如「啟德體育園」，體育運動服
裝、運動鞋，體育產業真是數不勝
數。
我對「體育運動」一直都是抱着
看好及有前景的態度，就如最近有
個朋友的兒子對體育十分有熱誠，
在外國大學讀畢體育管理 Sport
Management，朋友向我抒發怕兒
子回來找不到相關工作，又覺得這
行沒有什麼前景。我跟他說不必擔
心，這行業前景一片光明，政府康
文署需要很多體育管理專才，而除
政府外的其他機構如體育總會、私
營大型會所、體育公關公司等等，
數之不盡，朋友在與我傾談後，也
開始明白體育對經濟有貢獻的，對
兒子的前途回復信心，從而心情也
開始開朗起來了！

抗戰勝利的精神是什
麼？簡單地說，就是中
國人團結起來的愛國護

土精神，抗日戰爭在最艱難的時刻，每一
個中國人都以堅韌不屈奮鬥到底的決心，
集結氣力愛國護家，直到1945年8月15
日，日本投降，中國抗戰勝利，才有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
今年內地和香港都在紀念抗戰勝利及

台灣光復75周年的活動，即在此疫情之
下也排除萬難舉辦，令人十分感慨。相對
之下，近年台灣已對光復節十分冷淡，
並出現一種歪論「台灣光復是台灣再淪
陷」、「台灣地位未定論」，甚至說
「台灣光復節是違法」之說，他們偷換
概念，扭曲歷史。從李登輝開始經過陳
水扁到蔡英文，20多年來去中國化的教
育，導致人民（特別是年輕人）沒有中
國史觀，這樣下去，情況只會愈來愈嚴
重。馬英九政府曾經微調歷史課綱，立刻
被批評為「大中國史觀」洗腦、「矮化台
灣」、「去台灣化」。
有朋友告訴我，台灣有祖孫三代遊敦

煌，爺爺興致勃勃地說一些歷史人物，小
孫子問︰「爺爺，你為什麼對外國歷史這
麼清楚？」爺爺忙說︰「那不是外國，是
我們的中國。」孫子的回答讓人意料不到
「我們全家只有你一個是中國人」！這一
代的台灣孩子對中華民族的認知的確讓人
憂心忡忡。
想起小時候，每逢10月25日是隆重的

節慶日，各大中小學舉辦演講比賽、作文
比賽、詩歌朗誦比賽，甚至學校的園遊
會，主題都圍繞着台灣光復的愛國教育，
那個年代長大的台灣孩子都有一顆中國
心，都有中華民族情懷。
人格的形成，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家
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如我的父
母是跟隨蔣先生到台灣的，學校老師也是
跟着蔣先生到台灣的，無論我的父母或者
我的老師，他們到台灣心心念念的都是大
陸的父母兄弟姐妹，那個年代的台灣社
會，充滿着濃厚的化不開的思念故土、愛
我中華民族的氛圍。
想起很多當年與光復有關的名詞，眷

村有：光復新村一、光復新村二、光復新
村三……學校有：光復小學、光復中
學、復興小學、復興中學、復興幼稚園，
街道有：光復南路、光復北路等等。由此
可見，教育是多麼重要的偉大工程，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如何把台灣的孩子引導
入中國史觀裏，刻不容緩。

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
美國總統大選，市面上的商店紛紛釘上

圍板，以防引發新一輪暴動被洗劫一空，
也有市民增持子彈槍械自保。所謂民主大

國選總統搞成咁，有美國人說，在這國家生活了40多
年，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番景象。
圍板，曾幾何時是香港人的「痛」，好端端的銀行、商

店，經歷了被砸燒的日子，需用圍板圍封保護，客戶要找
個入口也迂迴曲折，我們這些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港人，何
嘗不是第一次看到這番景象。
坊間有人笑談，如今香港的銀行正在拆圍板，美國卻在

封圍板，此情此景，實為諷刺，美國煽風點火搞亂別國，
到頭來也要複製到自己頭上。
正為美國生活的親友擔心，他們倒氣定神閒，早有準

備，儲糧備荒，為自己定下5分鐘行程的活動範圍，步行
超過5分鐘的地方不去，總之大部分時間都會留在家中自
保。在危機面前，留家是唯一的選擇。
香港局面穩定下來，疫情稍有褪去，港人也把危機忘

卻，在家也留不住了，什麼本地遊、飛機香港遊，與新加
坡氣泡遊等，又有人熱情擁抱。即使沒有參與，酒店度假
似乎是不少人的選擇。
酒店以平價推出的房間＋套餐，或許可以為過去兩年的

壓力，給予一點紓緩。然而，酒店度假放下防疫的戒備訊
號，更容易中招，大嶼山酒店感染群組，就是一個警號。
許多父母閒不住，就是想為孩子找個好節目，酒店度假

飲飲食食，不是唯一的選擇。兒子一家，假期選擇帶年幼
子女到海洋公園、太空館、科學館，找個早上開門的時
段，園內館內清靜，一家大小漫遊，一樣是度假，還可以
增加知識，幾歲的娃娃未必看得懂，但從小培養孩子對參
觀的興趣，值得鼓勵。如果父母再多花點心思，帶孩子參
觀果園、有機種植等，也是不錯的選擇。知識之路，始於
足下。

又見圍板

談 起 慳 姑 的
「慳水哲學」，

姑丈還是笑讚她慳得有理，他們夫
妻各有職業，姑丈經常親自下廚，
但是怕油膩，清洗碗碟還是由慳姑
負責，只在慳姑工作過忙時，他才
「客串」洗碗，不知何故，有好幾
次總是打破碗碟，他自問從未試過
手軟，不明白碗碟為什麼會無緣無
故從他手中滑落，慳姑最初怪他粗
手粗腳，有回走進廚房看他洗碗就
明白了。
慳姑以她的專業經驗對我們說：
「很多人就是像他那樣經常打爛
碗，怎麼不是呢，這個大廚師只懂開
火烹大菜，就是弄不好怎樣用水洗碗
碟，一茶匙洗潔精洗一隻匙羮，如
何不滑手，手一滑，什麼大碗細碟都
溜破了，他只懂得調味用多少鹽，
就是不知道洗碗洗碟也不能用太多
洗潔精！洗潔精用得適量，碗碟才清
爽嘛！」
姑丈說慳姑牙膏擦牙也講分量，
她說廣告重視視像效果，代言人擠
牙膏不擠出一二寸如何能夠引人注
目，其實牙膏別說一二寸，就是用
到半寸，也擦到一口泡，只消擠出
花生大豆般大小，反而容易貼近牙
齒牙縫；不止使用洗潔精是同一道
理，烹飪家半勺食油為搶觀眾眼球

說成「少少油」，這「少」便少得
妙。姑丈常為慳姑的「慳道理」護
航，說她不是盲慳，而是「節
儉」，不是為省錢而是講效果，尤
其是日常不少化學用品，用多用
少，道理與用鹽相似；過多無益，
最要用得其所。
為了證明慳姑不是為錢而慳，姑

丈說有年他新買的微波爐，用不到
三幾天，慳姑剛聽來消息，說美國
科學家戈登發現，微波爐發出的微
波會在人體上積累激素，即使發射
時極其微弱也能致癌，儘管也有專
家說這種可能性使用微波爐十年廿
年後才會出現，慳姑也毫不猶疑把
微波爐即時棄掉。
雖說慳姑最慳用水，有些水卻從

來不慳，那就是當天吃不完的湯
水，她也不會留到明天，就是連肉
也一併倒去。

慳之原意不在慳

因為裝修的緣故，這些日
子在遠郊的新屋和市區之間
來往得十分地頻繁，每次開

着車子奔波在路上，從這頭跑到那頭，心裏總
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那天從高速公路上下來，照常堵在車流裏慢

慢地向市區擠近，堵得久了，覺得車內有些
悶，打開車窗，一股濃濃的汽車尾氣便撲面而
來，空氣裏漂浮的霧霾味混合着路邊反覆治理
卻不見成效的臭水河的味道，令本呆不由得乾
嘔起來，又開始不停地打起噴嚏。難受了半
天，便恍然：那種不一樣的感覺，是因為從鄉
下回到了市區，又聞到了城市的味道。
記得有一次和歐巴開玩笑，我說我自己長了

一隻農民的鼻子，雖然在城市生活了多年，卻
一直沒有習慣城市的味道。我們玩笑的來由是
因為一位我們都十分熟悉的朋友，她自小生活
在鄉下，但她一直都固執地認為自己是城裏
人，她的理由很充分：一個是她從小就不愛吃
稀粥，只愛吃乾飯，另一個理由，是她從小就

喜歡聞汽油味，喜歡站在公路邊，陶醉在汽車
駛過之後的味道裏。當然，在我們看來「汽車
駛過」的味道大抵就是尾氣的味道，而對於那
位一直認為自己是城裏人的朋友來說，那就是
城市的味道罷。
與那位朋友兩樣，本呆一直認為自己是鄉下

人，是道道地地的農民。母親是在外婆家生下
我的，我出生後就躺在外婆乾淨溫暖的手心
裏，呼吸的第一口空氣是鄉下的清新純淨的空
氣。關於出生的記憶很遙遠，只記得我生在春
天，百花盛放的日子，記憶裏我呼吸的空氣中
是有着桃花和杏花的味道的。或許正是因為出
生在鄉下，在春天，在桃花和杏花盛開的時
候，所以我有了一隻農民的鼻子。
還未上學的時候多在山野間玩耍，本呆的農

民鼻子很自在，山上的花草香，田間的泥土
味，以及溪澗裏的水霧都讓人的呼吸暢順無
阻，身體的每一個毛孔都感覺十分的美妙。到
了讀書的年紀，校園裏的課室、圖書館的空氣
都很自由，書本上的油墨味都是清新無比的，

農民的鼻子也與人一樣歡喜。後來跟隨父親到
了小城市，鼻子便開始受罪，聞不得汽油味，
一坐汽車就暈車、嘔吐，再後來到了大城市，
車子多了，便更是如此。聽說暈車的人只要會
開車就不會暈車，便去考了駕照，開車的時候
的確是不暈車了，但是開着車子在城市裏兜兜
轉轉，尾氣和霧霾卻是無論如何也避不開的，
於是便驚天動地地打噴嚏，有時候鼻子打出血
來，把自己嚇得心驚肉跳，便不自覺地有些羨
慕那位喜歡聞汽車尾氣的朋友來。
飛速發展的城市的空氣中充斥着愈來愈多的

味道，我的農民鼻子便愈來愈不適應，便慢慢
生了離開的心，最後在遠郊買了房子，想與滿
是汽車尾氣和霧霾的城市保持更大的距離。
那夜在新屋的園子裏與同樣逃離了城市的阿

嫂一起散步，她陶醉在滿天明亮的星辰中，我
卻貪婪地呼吸着，讓自己的農民鼻子享受空氣
的貴族待遇，一面祈禱着，期望未來的某一
天，無論是在鄉下，還是在城市，農民的鼻子
都能夠自由暢快地呼吸。

鼻子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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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熱得出奇早，
一動彈就渾身出汗，我改
在早起晨讀。那天清晨剛
打開手機，就看到大靜的
留言閃爍成片。「一大早

爸媽又吵架了，還動了手，這哪兒像個家
啊？我不想讓他們這樣，但是看樣子他們真
過不下去了，你說我該怎麼辦？」大靜的哭
訴，也擾亂了我的心思，這已經不是她第一
次傾訴了。
大靜今年上大四，在家排行老大，下面

有一妹一弟，恰逢妹妹今年中考。從上高
中，家裏家外她就主動撐起來，弟弟妹妹
的事都攬過來。今年新冠疫情發生後，在
家上網課的她，既要為弟妹輔導功課，也
要幫忙做飯洗刷，搖身變成五星級「大管
家」。她覺得自己多分擔點，父母就能歇
歇，沒想到等來的卻是家庭大戰。「本來
我以為我懂事了，就沒那麼多事情壓在他
們身上了，但他們總是不消停。我一直想
早點出去工作也是這個原因，如果他們再
打架，弟弟妹妹可以去我那裏，最起碼有
個輕鬆的地方可以落腳，能給他們一個像
樣的家！」聽到這裏，我感動不已，先安
撫她的情緒，讓她好好冷靜下，然後告訴
她︰「你不妨學着示弱！」她滿臉不理
解，問道︰「我擔心我再裝不懂事，父母
豈不是更煩心？」
放下電話，我陷入深思。想想，哪個老大

不懂事呢？從小，我們受的教育就是要「懂
事」、「聽話」、「乖」，在幼兒園裏，懂
事的孩子善於討好，午睡時幫老師纏毛線，
過節日給老師送禮物；上小學後，懂事的學
生會察言觀色，為老師跑腿買煎餅果子，讓
父母通過關係為校企聯繫印刷活，學期末受
到老師公開表彰；進入職場，懂事的人見機
行事，時刻做老闆的跟班，辦公室倒茶、飯
局上擋酒、下班後代駕……很多時候，因為
太懂事而失去自我，內心無處傾倒的委屈最
終累積成為怨恨。在過去，物質匱乏貧窮的
年代，家裏的老大更是「擎天柱」和「守門
神」，作家梁曉聲就曾分享過，比他大6歲
的哥哥梁紹先，曾因家貧一度放棄上大學，
後來患上精神分裂症，梁曉聲主動接過來照

顧。我的母親在家也是排行老大，上面雖有
個姐姐，但是收養的，必須高看一眼，下面
弟弟妹妹多，她吃盡苦頭，飽嚐艱辛：大壩
邊稠衣裳的是她，菜地裏育秧苗的是她，騎
車進城賣菜的是她，灶台前蒸饃烙餅的是
她，生產隊裏掙工分的還是她……經年累
月，歲月的饋贈也是令人觸目驚心，手指磨
起了厚繭，腰腿侵入了風濕，而姥爺姥娘把
最輕快的活兒都留給了大姨，找人把她安排
在大隊裏當縫紉工，她結婚時一家人硬是從
牙縫裏省出錢來給她置辦體面的嫁妝。母親
的懂事成為那代人的集體榮光，可是，當他
們這代人步入老年後，他們的苦楚和委屈有
誰傾聽呢？
事實上，這些委屈不會隨着時間而消散，

反而會加重苦難的重量。對此，我們理應心
懷悲憫和感恩，盡可能去補償，但是，最需
要做的應該是減少這種委屈，做個不懂事的
人又何妨？就像文章開頭的大靜，家庭內部
就像一個能量場，你弱他就強，當她放下大
包大攬，適當示弱，就能平衡家庭關係，或
許父母就會看到各自的職責，不再動手打
架。其實，最可怕的不是吵架，而是從不吵
架——吵架也是一種特殊的交流方式，只要
大靜能夠認識到這點，就會找尋到煩惱的
出口。
老大的「懂事」哲學裏，還蘊含另一重思

考，那就是選擇。這讓我想起《紅樓夢》中
賈母身邊最得力的丫鬟鴛鴦。她有頭茂密黑
亮的秀髮，臉上有些雀斑，長得也不很出
眾，但是能勝任賈母貼身秘書，必有過人之
處。李紈誇獎她道︰「比如老太太屋裏，要
沒有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哪一個
敢駁老太太的回，現在他敢駁回。偏老太太
只聽他一個人的話……那孩子心也公道，雖
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依勢欺
人的。」可見，鴛鴦膽大心細，從不遷就。
比如，邢夫人給她說媒，覺得丫鬟嫁人做妾
是必經之路，鴛鴦卻誓死反抗，守着眾人又
發毒誓又剪頭髮，「我是橫了心的，當着眾
人在這裏，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
『寶金』、『寶銀』、『寶皇帝』，橫豎不
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子
挨死了，也不能從命！」只見她「一面說

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右手就鉸」。這一
幕場景讓人心痛，又發人深省。從職場角度
論，她懂禮數又敢違抗，這樣做很不懂事，
但從人性角度分析，這是她的個性和原則，
她不會因為討好賈母而唯唯諾諾，不會因為
隨波逐流而犧牲自我。當她撞見司棋和潘又
安私會時，立即說會保守秘密，聽說司棋生
了病，她又給她吃定心丸，「鴛鴦支出人
去，反自己立身發誓，與司棋說︰『我告訴
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
別白糟蹋了小命兒』！」如此職場姐妹情，
在今天依然難能可貴，這個「貴」，是人品
高貴、身價值錢，也是精神高貴，即惜福所
在。試問，一個人如果不懂得愛自己、經營
自己，又拿什麼去愛他人呢？
與之相反的人物是李紈，雖說有人欣賞她

有學識，但我始終認為她整天太端着，活得
太憋屈。有一處細節令我深刻。《紅樓夢》
第三十九回中，寶玉、黛玉、寶釵、湘雲、
李紈等吃螃蟹、做菊花詩，受鳳姐指派平兒
趕來拿幾個回家吃。「李紈見了，把平兒留
住，因拉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
嘴邊。」稍後，她在平兒身上一通摸索，甚
至摸到了一把硬鑰匙。摸索這個動作，傳達
出李紈深深的孤獨和渴望，此前薛姨媽委託
周瑞家的給女孩子們送花，獨獨沒有李紈
的，「周瑞家的便往鳳姐處來，穿過了夾道
子，從李紈後窗下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
進鳳姐院中。」這句移景描寫簡直是人性之
筆，李紈的被冷落、被損害和被侮辱暴露無
疑，好幾次讀到這裏我都忍不住停下來，頓
覺心裏有個地方咯的慌。同作為榮國府的媳
婦，她沒有像鳳姐那樣做過很多壞事，卻終
究也是多恩少罰，結局悲慘。與其說她命運
不好，不如說是個性造就，太懂事的緣
故——固然封建社會寡婦沒有地位，但是，
一味迎合只會失去更多自主權，變得狹隘和
嫉妒，結局也愈加糟糕。
委屈好比安眠藥，吃得多了必然會產生毒

性，讓人喪失自我，活成附庸，這是最失敗
的人生。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無論是不是
家中的老大，我們都要懂得主動選擇的智
慧，不要因為「懂事」而錯過原本幸福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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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的「懂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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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東北抗日聯軍騎兵部隊。
資料照片

■廣東俗語笑人一世唔做嘢，
做嘢打爛嘢，打爛嘢原來有原
因！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