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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書法與篆刻
內地解放後，
政 府 為 掃 除 文

盲，便開始大規模地簡化漢字。
自1955年至今，內地人都一直使
用簡體字，只有香港、澳門、台
灣地區還在使用繁體字。
漢字從甲骨文、金文變為篆書，
再變為隸書、楷書，其總趨勢就是
從繁到簡。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
書、行書又是隸書的簡化，而簡體
字正是楷書的簡化。楷書在魏晉時
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
的碑刻，到隋唐時代簡
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
相當普遍，被稱為「俗
體字」。
我們今天使用的許多
簡化字，在那時候就已
經開始出現。唐代顏元
孫著《干祿字書》和王
仁 著 《 刊 謬 補 缺 切
韻》，都收了極多的俗
體字。宋代以後，隨着
印刷術的發明，簡體字
由碑刻和手寫轉到雕版
印刷的書籍上，從而擴
大了簡體字的流行範
圍，數量大大增多。
然而，書法家都喜歡
用繁體字而抗拒簡體
字，究其原因，是因為

簡體字筆劃少反而不易構字，個
別字如「廣」字太簡單，寫出來
實在不好看。因為書法家寫字只
考慮寫出來的效果好不好看，所
以往往不寫簡體字。
中國內地70歲以下的人以前學的

都是簡體字，故很多人都不識繁體
字，他們進行書法創作時，把要書
寫的文字轉做繁體字時，往往出
錯。最好笑的是金牌電視主持人畢
劍虎寫了幅「九球天后」送給著名
桌球女將潘曉婷，結果鬧了個大笑

話，他竟然寫了「九球天
後」。
其實，我們的書法家

協會應鼓勵書法家用簡
體字進行創作，日子久
了，看慣了，也就順眼
了。用簡體字寫書法有
利於在中小學普及書
法。我的書法啟蒙老師
麥華三教授上世紀六七
十年代曾出版過毛主席
詩詞簡體書法集。
不單書法家，篆刻家

一貫用篆書治印，也有
的用簡體字刻印，兩位
光緒年間出生的著名老
篆刻家鄧散木和寧斧成
都開了用簡體字刻印的
先河。

美國前國務
卿亨利．基辛格
博士繼 2011 年

出版《論中國》後，另一著作《世
界秩序》又於2014年推出，綜觀
全書，充分反映出這位「中國通」
的見解精闢和胸襟遠大，不愧為
當今偉大的戰略外交家、政治家 !
中國自2008年和2010年成功主

辦了「奧運」和「世博」，及至
2011年，成為全球繼美國之後的
第二大經濟體，基辛格已預測中
美關係深存變數，尤其在這廿一
世紀風雲莫測的世局中 !
故他在書中提到︰「任何一種
世界秩序體系若要持久，必須被
視為正義的，不僅被各國領導人
所接受，也被各國公民所接受。
它必須反映兩條真理︰第一，沒
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時的鼓噪
得以維持，最終也會製造出反對
自己的力量；第二，沒有一個維
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會有自
由，即使有也難以長久。其實二
者應被視為一種相互依存的關
係。當今的領導人能否高瞻遠
矚，不拘泥於處理緊迫的日常事
件而去實現這種平衡呢？」
這讓我想起了1953年底，周恩
來總理就中印兩國在西藏地區的
關係問題進行談判，首次提出「互
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原

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超越
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主張世界
各國在相處中互相監督，實行對
等的約束和自我約束，具有法律
性和道義性。它不僅包含了處理
國家間政治關係的原則，同時也
包含了處理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內
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檢
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
成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也逐
漸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
基辛格理想的「世界秩序」，

不就是我國第一代領導人倡議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衍化
嗎？在他參與的中美關係數十年
發展中，他堅信兩國都有責任為
世界和平與進步找到合作方式，
解決他們面對的重大問題。
或者基辛格所屬的猶太裔和我

們中國這兩個古老民族，曾經歷
太多戰火的無情洗禮，我們更懂
得珍惜和平，希望將迥然不同的
歷史和價值觀塑造成為一個全球
新秩序，讓世人和平共存。

6歲開始當童星，入
行50年悠然自得的呂
珊一直投入工作，見

她那我見猶憐的身形，大家都想她增一
點肥？「哈哈，其實大家被誤導了，我
真的有一段時期吃少了，因為我這個人
好緊張，工作中好快便處理了一頓飯，
因為吃得快，胃不吸收，有胃酸倒流，
又會嘔，我並非厭食，只是吃不多，腸
胃差使我幾乎不想吃。我是緊張大師，
去美容院做Facial應該好放鬆享受，我卻
全程手執拳頭如作戰，我不太正常，哈
哈，消化系統嚴重影響着我，幸好醫生
說我的胃正常。」
「我沒有刻意增肥，20來歲開始拚命
減肥，人人都要瘦，皮包骨都要減，因
為這是香港風氣，的確，瘦削一點較上
鏡一點，拍劇好容易長胖，天光還未收
工會去夜宵，腸粉、粥麵、糯米雞我不
吃，吃了會眼睏吃不得！我好難忘當年
和好姐妹梅艷芳收了工，一起去夜宵談
心，當年什麼都吃得下，我最胖有110磅
左右，現在我45公斤（99磅），我不在
意肥瘦，最在意加強健康。」
珊姐是否缺乏了愛情滋潤？因為她曾

經說過媽咪看管太嚴，阻擋了桃花，所
以嫁不出去？「其實我說笑罷了，我是
一個正常人，十八無醜婦一定有人追
求，個個少女都會拍拖，但
我太年輕入行，由電影、電
視、荔園、啟德遊樂場、酒
廊、歌廳、夜總會，其中聽
盡了大人離離合合的故事，
造成一個結果……我從來不
去幻想什麼法國婚紗、千萬
婚戒、婚宴等等。如果拍拖
就是興趣相投，我有很多合
嘴型的好朋友，我從來不會
悶，我的生活好多姿彩。是

否未遇過一個情投意合的男士？太多
了，不能說什麼追求，追只係對方想
像，我不會這樣去想，我沒有刻意拒
絕，因為從來沒有歡迎過，哈。」
「一切順其自然好了，世間上無一生

一世，無永遠，情有好多種，為何一定
咬死要愛情？我從沒想過要有自己的家
庭，愛一個人不會辛苦，因為心甘命
抵，等於工作不會辛苦一樣，因為是你
所愛！我什麼都試過，幾十年一定有愛
有恨，經歷好多事情，不會是一張白
紙……有沒人向我求婚？我忘記了！哈
哈哈哈！」
傳聞有位老闆好喜歡珊姐，對於這樣

的緋聞有什麼感覺？「初時收到這份消
息好錯愕，但想一想，你有價值才會報
道你，會因此而有所避忌嗎？我不會因
某些事情發生而不去做某些事，由始至
終順其自然。」
身為「環星一姐」去年離開了合作10
年的唱片公司，不難令人有所聯想，
「實情是公司沒有出唱片，我又想有新
的粵劇發展，老闆是支持我的，大家合
作多年都會繼續互相關照。我和舊公司
的同事和老闆都有見面，我們最近也有
一起做直播節目啊！下個月我初次嘗試
演舞台劇《共和三夢》，我正努力綵排
和練習曲目，李大師都有贈我幾句，說

我的前程是良好的，香港則要
到明年立秋後轉好！我好幸
運，我享受在行內工作，娛樂
自己又可以娛樂人家，這正是
我追求的人生，想不到轉眼入
行50年了，如果我將來和羅
蘭姐一樣的美麗，我將永遠都
不會退休！」
看來，在未來，我們會繼續

聽到入行60年、70年、80年
的呂珊……

入行50年呂珊︰正是我追求的人生
在危機發生後，要有效應對傳媒，當然
要明白當中的宜忌。較早前文公子已和大
家分享了何謂「宜」，今次與大家分享何

謂「忌」。
在管理危機時，如何有效應對，甚至善用傳媒幫你講好說
話，可謂是解決問題的重中之重。如果發言人根本未接受過
應對傳媒的技巧訓練，完全不明白傳媒的需要，甚至錯以敵
對的態度面對傳媒，又或者以為自己有在該媒體落廣告就可
以為所欲為，絕對是應對傳媒的大忌！
事實上，就專業的傳媒而言，他們並不是你的朋友，但也

不是你的敵人。記者需要的，是有根有據的事實和數據，加
上當事人發表的回應，從而組成一個報道。因此，如何協助
記者們寫好新聞報道，如何影響他們在報道中編排適當的篇
幅，不偏不倚地闡述了你的觀點，就是公關應該進行的工
作。因此，在應對傳媒前，必須有充分的準備，當中有幾項
禁忌要注意。
首先，切勿隱瞞或暫緩發放手上已取得的有用資料；但也
切勿發放未經機構准許的資料。如果你未能確定所說的資料
正確，在發言前應先覆核清楚，否則寧願容後再答，不能像
賭博一樣靠運氣。其次，切勿對傳媒說：「無可奉告」或
「No comment」，因為傳媒需要有當事人的回應；如果只
回以一句「無可奉告」，往往只會逼記者參考市場上的其他
消息來源，有時甚至誤將謠言當事實報道。一句「無可奉
告」，可能會令你暫免被眾記者圍訪追問的一時壓力，但接
踵而至的不利輿論，卻可以令你更頭痛萬分。
如果在面對輿論壓力時，訊息卻未能透過傳媒的報道有效

發放，就會令機構處於更不利的位置。因此，機構應趁大眾
傳媒訪問甚至在直播鏡頭前，大方得體並有誠意地闡明機構
的立場和觀點，令公眾聽到機構的聲音，同時也可營造出機
構開放、透明、盡責，而且有誠意解決問題的形象。
在應對期間，發言人切忌未經思考就發言，而且千萬不要

發脾氣，特別是覺得被記者尖銳的提問挑釁時，如果衝口而
出一些未經深思熟慮的回應，往往會有嚴重的後果。其實，
發言人只要認定所說出的每句說話，均會被刊登出來，而且
連語氣態度表情都會被鏡頭一一捕捉後廣播，甚至不斷重
播，你就自然會自覺地慎言了。
此外，除非你一定會兌現，否則切忌胡亂向傳媒作出任

何承諾，特別是你如果答應會稍後回覆記者，就一定要言
出必行。

危機時應對傳媒的禁忌

時光素箋

常常聽見身邊的人說，我今
天又忘記了這件事情，就忘記

了做那個事情。我也曾經很懊惱，好像還沒有上
年紀，就有了健忘的毛病。或許是有時候工作太
忙，常常忘記了一些瑣碎的事情。然後我慢慢才
發現，能夠學會忘記有時候也是一種好事。
這就有必要說一說健忘和善忘的區別。健忘，

通常是指我們的大腦沒有足夠的靈活、沒能意
識到應該去做的一些事情，在不經意之間總會
將它們拋之腦後，腦袋裏已經沒有了痕跡，而
後需要它們的時候，才會猛然想起自己忘記了
它。如果說健忘是生理上的一種現象，那麼善
忘可以算是我們心理上的智慧。健忘和善忘並
不一樣。善忘，是我們主動地去把它淡化痕
跡，是我們有意識地卸下心理負擔，是經過我
們篩選的忘記。健忘一件事，我們通常會把它
完全忘記，想不起要做這件事；而善忘呢，它

依然在存在我們腦海中的，只是我們把它淡化
了，我們能夠控制自己的心緒，不去糾結煩惱
它，不被它影響我們的心情。簡單來說，健忘是
無意識的，而善忘是有意識的、主動的。
為什麼說善忘是一種智慧呢？其實，我們的生

活，我們的每一天，乃至我們的整個人生，都會
經歷無數事情。我們當然願意每天都那麼開心，
所遇到的都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正所謂有喜怒
哀樂才有生活。有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並不
在我們的控制之內。比如，在下班坐交通工具的
時候，因為太累而閉着眼睛睡着了，沒有及時給
老人讓座，因此別人對你產生了誤會，並且埋怨
你沒有道德。這種心情一定是非常委屈的，可能
會導致你下了車之後都在想着這件事情，會讓你
疲憊了一天之後更加不開心，但是，更好的處理
方式又是怎樣呢？難道是當場跟他們理論嗎？這
樣不僅不會幫助自己證明無辜，可能這樣吵起來

還會導致整個車廂的人都不開心。而且，也不需
要感到委屈。因為道德並不是一件小事能夠證
明。所以，就讓這小事情過去吧，發揮你善忘的
智慧，不用再去想它糾結它。
也許你會說，難道不開心的事情都要自己默
默地承受下來嗎？就不能發洩出來嗎？當然也可
以適當地發洩，但我認為，將不開心的事情風輕
雲淡地忘記掉，是最好的處理方式。生活中有太
多這樣的事情了。如果每一件這樣的小事，我們
都要去斤斤計較，我們既不會得到什麼好處，也
會被它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從某種程度上說，善忘，其實也是一種胸懷
和格局。因為，生活中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我們去
經歷、去欣賞，我們不能為一些小事情絆住了自
己的腳步，不能被一些陰雲遮住了我們的目光。
善忘，把不開心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吧，當你不
去想它不去糾結它，它也就不重要了。

善忘，是一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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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少優雅的天鵝，說那
裏除了天鵝，還有大雁、
野鴨、海鷗等等。他說，
把食物撒進水裏時，海鷗

為搶食出現互撕現象，有些大雁和野鴨則直
接上岸到人手裏爭食；只有水裏的天鵝安靜
地排在一起等人施捨，當人把食物撒到水
裏，牠們伸着長脖子開始啄食。如果食物被
身邊別的天鵝吃掉了，另一隻天鵝就抬起頭
繼續等待。上百隻天鵝排在一起，沒有任何
兩隻天鵝爭食的情景出現。
天鵝在啄食中，保持着面對施捨者的自尊

和同伴相互間的尊重。其實做人也是一樣，
有意無意之間，該給身邊人保留一份得體的
自尊，這樣相互之間才能真正尊重起來，隨
之很多事情會變得美好起來。反之，因為大
大咧咧，或口無遮攔，或任性為之，沒能照
顧到一些人的個體感受，常會深深地傷害到
對方。
那一年，我的表弟在一所鄉村中學教書。

那時，大部分學生家境都不太好。有一個叫
紅紅的女生，家境十分困窘。她常連買作業
本的錢都拿不出，更別說是書雜費了。好在
農村孩子心地善良，不分貴賤，也不懂嫌貧
愛富，所以紅紅除了開學初的一兩天有點兒
難堪外，大多時候都是快快樂樂的。
事情的起因是一次捐款。因鄰近一個地區

遭受水災，上級號召各界踴躍捐款，學校也
做了宣傳。身為班主任的年輕表弟不甘落
後，讓同學們根據個人情況捐錢，表表心
意。同學們很積極，紛紛拿出自己的零花
錢，或2角，或5角。全班52個學生中，有
51個都捐了款，唯一沒捐款的是紅紅。
這本是一件挺平常的事，同學們誰也沒在

意。然而，出於對此事的過於熱心，表弟特
地在班上把每個人的捐款數額唸了一遍，最
後別出心裁地建議：紅紅家的情況大家都清
楚，表弟建議她的捐款由同學們中的某一位
替她補上。本以為同學們會熱烈響應，奇怪

的是，大家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作聲。教
室裏靜悄悄的，讓表弟有些手足無措。就在
這時，紅紅突然不能抑制地哭出聲來，然後
掩面衝出了教室……
從此，這間教室裏永遠少了紅紅這位學

生，她轉到鄰村的另一所學校，表弟去她家
找過幾次，但紅紅始終不肯相見。這件事過
去很多年了，表弟隨着教齡增長，終於醒
悟——無論何時何地要給學生留有自尊。紅
紅哭着衝出教室的情形和自己當時的尷尬、
驚訝，一直讓他不能忘懷。人的心靈原本是
那樣脆弱而敏感，把「不能說」的窘境和盤
端出，對自卑者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
自尊是一根細細的琴弦，如果稍不留心，

就可能將它折損，只有巧妙輕柔地將它彈
撥，才能使之發出美麗動聽的樂聲。作家莫
言講過一個自己的故事：一個朋友請他吃
飯，上了一隻爐子，爐子上放一口鍋，鍋裏
放十幾隻蝦，一堆白菜，還有一些什麼肉。
吃着吃着，莫言吃相稍微有些「兇猛」，結
果那朋友隨口就說：「看看莫言吧，吃的一
上桌，又奮不顧身了！」莫言記述這件事
時，用括號在後面寫了一句話——太過分
了，就算是真的，也不該說出來呀！
也許是朋友無意，但這句話卻徹底把莫言
的心涼透了，他一邊吃着一邊覺得自己下
賤。自己怎麼這樣沒有出息？實在想吃，一
個人下館子不行嗎？吃光了肉，把盤子舔乾
淨也沒人嘲笑。這朋友壓根兒就沒把自己當
人看，莫言想來想去，發誓寧願餓死也不再
吃人家的東西，就像朱自清寧願餓死也不吃
美國麵粉一樣。他還發誓萬不得已跟人家在
一起吃飯，一定要搶先付賬，即便自己吃得
多，人家也不會笑話。
這便是莫言面對「不能說」卻說出來後的

心靈獨白，真實而可信。自尊是個體的力量
源泉，也是剜心疼痛的隱秘空間所在，一定
要給予關愛。記得一個出生於農村貧困家庭
的男孩子濤，上大學後，家裏每月只給他60
元錢的生活費。寢室裏其他3個男生都來自

城市家庭，濤只能每頓飯菜撿最便宜的吃。
強烈自卑換來他極端的自尊，每到吃飯時
間，他都盡量避免與室友們碰面。
後來，一位室友裝作無意撞翻了濤的飯

盒，很快打來帶回鍋肉、黃燜魚和油炸雞塊
的飯菜賠罪。這是濤進大學以來吃得最好的
一頓飯。後來，接連兩個星期的某一天，其
他兩位室友又故伎重演，賠來飯菜讓濤解
饞。原來，室友們早就注意到濤吃飯時的異
常，弄清了他的家庭情況，3人便合計演出了
這一幕幕：輪流撞翻飯盒，相繼賠好吃的飯
菜，讓濤每周打一次牙祭。「實在對不起，
濤，我們是真想幫你，但又不能說。你不會
怪我們吧？」此時此刻，濤的淚水無聲地往
下流……
窮人未必一生都是窮人，對於這種事千萬

不要拿到桌面上來說，也許你沒有壞心，但
很可能讓對方一直放在心上，那種陰霾會揮
之不去。最近，在浙江金華發生多起入室盜
竊案，他十分反常，不動金銀和錢財，偷的
都是麵包、辣椒醬等食物，合計價值不到500
元。「盜賊」是住在下水管道的一青年男
子。警察問他為什麼偷食物，他說自己是從
貴州來金華打工的，在新冠疫情下，因手機
和身份證丟失無法回家，實在找不到吃的，
便去偷了。
面對打工仔，說出了難於訴說的心酸，派

出所很快為他辦理了新身份證。有一家被盜
竊的公司老闆，聽說事情真相後以德報怨，
幫打工仔安排了一份工作，讓他住進了乾淨
整潔的員工宿舍，並資助他5,000元生活費，
以解燃眉之急。他深深感謝民警與老闆，拯
救了自己的困境，維護了做人的尊嚴。在他
被迫說出「不能說」的真相後，卻受到如此
崇高的禮遇。
好心人對於窮人的窘境，一般總能守口如

瓶；而最好的人，卻能默默地幫助窮人渡過
難關。對於窮人的「不能說」，緊跟其後的
充滿人性關懷的舉動，真真令人肅然起敬。
這正是社會的良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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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為 簡 體 字 書
法。轉為繁體字即
是：「廣州好。人道
木棉雄。落葉開花飛
火鳳。參天擎日舞丹
龍。三月正春風。」

作者供圖

■基辛格上世紀七十年代訪華，
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 作者供圖

■呂珊身形纖瘦，非患
厭食。 作者供圖

久不寫信，看到
「箋」這個字，依

舊很心動。猶如看到了這樣的詩句
「那時，他白衣半舊，你單衫桃花
紅」。青春總是那麼好，可以有很
多精彩的故事。而那時年少，如今
江湖老，唯有唏噓感慨萬千複雜了。
把這樣一份感慨和淡淡的美麗
愁緒發在了朋友圈，後來才知道
其實很不妥。像風像雨又像霧，
容易讓人誤解的。真的有朋友過
來問，我在清晨擁擠的地鐵裏口
乾舌燥，耐心解釋。
這讓我想起前幾天的一樁小事，
那天下班回家，路過一排洋槐樹
時，一片小小的槐樹葉在我眼前飛
舞，我忙伸出手，它像一隻碧青的
蝶棲在了我的掌心。我看着它，欣
喜又憐愛，不知道該怎樣做才能不
辜負這份遇見？若是在十年前，我
一定一路歡歌，狂奔到宿舍，趴在
桌前，寫一封婉約深長的信給他，
把這片葉子也一併寄給他。在葉子
上細細密密寫上「才下眉頭，卻上
心頭」這般美麗的詩句。
那時，雖也有手機這些便捷的通
訊工具，可依然喜愛去精品店買來
雅緻的信箋，萬千情愫化作一個個
玲瓏的漢字，再一路迢迢山水飄落
到他的桌前。後來，走到一起，首
先就去整理以往的那些信件，一封
又一封，重新再看，真是無物似情
濃，濃得要淹沒整個青春。
葉落大地知自然之秋，當一個

人落到婚姻裏，多濃的情，多浪
漫的心都會漸漸歸至實處。一袋
鹽，一瓶醬油，一杯熱茶，一碗
白粥，一盤青菜……這才是生活的
正題，平靜，平淡，平穩，平久。
這時候，我知道他正在廚房裏忙
着準備一家人的晚飯，孩子在客廳
抱着小熊聽故事。那就把葉子帶
回去給他和孩子看，分享平常生活
中細微的感動。然後，找來一本平
日裏喜歡看的書，輕輕放到某一
頁，讓那頁的文字永久地記下曾經
有這樣一片葉子帶給過我溫暖和感
動，還有在心湖裏漾起的小漣漪。
我把葉子緊緊握在右掌心，彷彿
握着一個美麗的秘密，令我的腳步
輕快而有力。回到家，熱騰騰的飯
菜已在桌上了，滿屋子的香。素常
的日子雖平淡清寂，但這一刻的溫
馨正好足以令所有天馬行空的浪漫
黯淡。葉子的事，自然就忘了。幾
天後，才想起把葉子從包裏拿出
來，皺巴巴的一小團枯黃。有點恍
然，是不是過了傷春悲秋的年紀，那
些「白衣半舊，單衫桃花紅」的浪
漫不過是生活中的矯情，最終都
會在時光裏皺成一團記憶的吧？
這大概是時光的殘忍，也是時光
的恩賜。在哪個階段，做哪個階段
的事，才是順遂的。春天是戀愛的
季節，夏天是愛之絢爛，秋天就走
向了平靜平淡，冬天就到了厚樸和
蒼深。時光是一紙素箋，晨晨昏
昏，周而復始。淡且久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