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不孤，必有鄰

意足不求顏色似
劉蒙先生在他
畫的一幅赤竹上

題詩：「意足不求顏色似，子瞻
赤竹勝翠篁。竹寫意，鳥寄情，
高節長笛吐龍吟。」首句「意足
不求顏色似」甚是有深意。
寫意畫貴在得「意」，它既要
寫出對象的外形，更要寫出對象
的神韻，同時也蘊涵着畫家自身
抒發的意境和意趣。若已充分表
達出意境和意趣，設色便不妨在
「似與不似之間」。
寫意是與「寫實」相對而言，
寫意畫不着眼於詳盡如實、細針
密縷地摹寫現實，而着重以簡練
的筆墨表現客觀物象的神韻和抒
寫畫家的主觀情致。
在造型方面，寫意
畫往往會作適當的
誇張與變形，這與
李白詩寫「危樓高
百尺，手可摘星
辰。」和「飛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銀河落
九天。」一樣異曲同
工，能產生美的意趣
和意境。
寫意畫興起於北
宋，出名的有崔白，
到了南宋，出現了梁

楷、法常等寫意畫家，元代有王
冕，明代有陳淳，徐渭更是開創
了一個青藤畫派。到清代八大山
人、石濤、李鱔、吳昌碩、現代
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李苦
禪、李可染、王雪濤等大師發揚
光大，寫意畫已進入全盛時期。
和中國寫意畫有相似之處的西

方印象派畫，對色、光、影都特
別注重，現代寫意畫家也從西方
的印象畫派吸收了許多技巧，使
畫面色彩更豐富和含蓄。色彩與
水墨的巧妙結合，調和出獨特的
效果，令寫意畫有了更廣闊的發
展空間。寫意畫除了變形，色彩
的變幻誇張也層出不窮，如黃永

玉寫荷，莫說色彩不
似，與寫實簡直相去
萬里，但卻能給人一
種清新感覺，這正所謂
「意足不求顏色似」！
李苦禪大師曾說3年

可以培養出一個工筆畫
家，但30年都未必能
培養出一個寫意畫家，
足見寫意畫不容易畫。
寫意畫如何才能做到
「意足」，這是一個值
得每一個寫意畫家研究
探討的課題。

序言
「……而在
饒宗頤國學院

開會時，深深被幾幅書法吸引神
會，原來是我父親好友何文匯教
授的筆作，熱心的陳致教授隨即
替我約上多年不見的何教授，後
來，節目名稱更獲他贈與書法題
字，並邀請尤德爵士夫人一同亮
相熒幕，首談《論語》。
當然大家都希望能邀得尚志會
的創立人、也就是我們尊敬的榮
休校長謝志偉博士擔任首集嘉
賓，其實，謝校長退休後，早已
謝絕外界一切訪問，難得他認為
節目構思很有意義，終於被我們
說服，答應拍攝，還有母校的歷
任校長吳清輝教授、陳新滋教授
和錢大康教授皆百忙中抽空，在
《世說論語》裏分享心得。
2015年春，《復興新生系列．
世說論語》第一輯在亞洲電視首
播，引起回響。2016年春，無綫
電視85台（現財經．資訊台）開
播，邀請第二輯《復興新生系列
．世說論語》在該台播映；其
後，我們相繼推出《世說本
草》、《世說商學》、《一帶一
路醫藥行》、《一帶一路商學
行》、《和風零食》、《三歲定
八十．幼兒教育》及《園繫香江
百載情》等文化節目，整個《復
興新生系列》播映至今已6年，
真是個難忘而豐碩的歷程！
再次感謝以上各位良師益友、
各位受訪嘉賓和播映贊助機構的
參與支持，以及台前幕後的熱誠
投入，還有感恩我母親陳黎鎔菁
女士一直贊助學會的攝製費用，
讓《復興新生系列．世說論語》

得以成功圓滿播出。現在節目輯
錄成書，感謝中華書局編輯部各
同人，部分書本將送予全港中小
學，傳承中華經典文化——尤其
在經歷去年的社會運動和今年的
新冠疫情，《論語》所總結的智
慧，許多雋永名句：『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君子和而不
同』、『德不孤，必有鄰』、
『吾日三省吾身』等，是現今我
們提倡身心安康、構建和諧社會
的基石。
最後，要感謝中國前外交部部
長李肇星及夫人秦小梅女士，以
陳毅元帥兩首詩，替本書題詞勉
勵！
陳復生
2020年冬」

書本面世的時候，我們將同期
舉辦全港學界《世說論語徵文比
賽》等相關文化活動，並安排部
分獲獎學生於明年前往內地學習
交流，希望喚起青少年更認識自
己的民族，了解自己的文化，繼
續傳承儒家的核心思想「仁、
義、禮、智、信」。

親子專家羅乃萱、
何師母、P牌婆婆原
來曾經擁有一個非一

般的童年，有一位天才鋼琴家的姐姐羅
乃新、一位父母渴望已久才出生的弟
弟，加上父親情緒不穩，她在家中只是
茄喱啡、跑龍套的角色，曾幾何時她以
為走上絕路要了結自己，就在電光火石
之中，她聽到了有聲音告訴她︰地上的
父親不認妳，但天上的父親正在找
妳……結果幾經努力乃萱成為了著名的
親子專家，她不單對孩子有親和力，也
是朋友間的天使……
8年前，她的妹妹羅慧娟離開了，那

是一段難忘的友情，「因為我們姓羅
所以阿娟叫我做家姐，她是我禮拜堂
的成員，當年她潛水出事，我剛在新
加坡，我和何牧師過去看她，我們很
合得來成了好知己。後來她告訴我患
上癌症，好震撼，第二天我們約在山頂
吃早餐，她叫了沙律，說她覺得上帝已
經為她準備好面對這個處境，她沒有顧
影自憐，只要我幫她三件
事︰第一，出一本書祝福別
人；第二，為她的化妝品牌
的女孩子開一個聚會；第
三，搞一個告別會……」
「三件事我都辦到了，其

實她在40歲已經搞了一個
Party，要所有來賓對着鏡頭
向她講一些真心話，我當然
不捨得她哭不停，我沒有當
她是演藝界朋友，我們是親
人！我好珍惜每個星期在教
會聽完了道理，我會駕車到

她家裏轉告一番的時光。最難忘就是她
在新加坡最後的日子，那天她在醫院很
辛苦睜大了眼睛，我聽不到她在說什
麼，她的丈夫來了，她想坐起來擁抱她
的丈夫，我扶起她，二人擁抱了很久，
至她累了躺下去閉上眼睛。我想起當時
阿娟很想完成那本著作的最後一篇：
《活在地上、生命禮讚》我主動提出訪
問她的丈夫，我知道這也是她的心
願……」
「8年前她走了，我等不着她最後的

時刻，我趕回來講道，就在進入教堂前
的一刻，也是她離世的一剎，我抬起頭
來見到天上有兩道彩虹……我想起了阿
娟常說的一句話︰恩典夠用。」
其實在乃萱身上何嘗不是恩典夠用？

在她身上就是出現了親子關係由破裂到
復和的故事，「我多謝丈夫何牧師提議
我做親子的工作，成為父母與子女互相
誤會中的橋樑，希望父母們能夠將自己
原生家庭的不幸經歷抹走，重新出發，
以身作則對孩子尊重與放手，多說正能

量的說話，不管你今天遇到
什麼人和事說你多不濟，也
請繼續向身邊人發送正面的
訊息，因為你不知道訊息可
能扭轉一個人的生命……」
非常同意乃萱的做法，她

的經歷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燃點希
望！還有兩句，第一︰不要
為不欣賞自己的人流淚，慳
返啲水；第二︰祖父母一定要
巴巴閉閉，就是將嘴巴常閉！
收到，正在進行中！哈哈！

親子專家——羅乃萱
香港作為大灣區內的創科中心，上星期剛選出了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年度大獎及各
類別的大獎得主。其中，由香港電腦學會主辦的

「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的三大類別，包括商
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獎、商業方案（中小企業）獎及商業方
案（大數據及開放數據應用）獎，就共有十一家企業分別獲獎，都
能憑創科好橋提升香港科技實力，可謂實至名歸。
香港政府入境事務處憑「當科技遇上優質服務︰新一代智能身份

證系統」，榮獲「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大獎
及「202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
金獎。新一代的智能身份證系統，由預約、登記到領證等，均能善
用科技；市民可透過新推出的流動應用程式，以幾個簡單步驟，辦
理預約和預先填妥申請表格；並可藉自助登記服務站和自助領證服
務站，輕鬆地完成換證手續。而為讓居於院舍的長者和殘疾人士，
無須前往換證中心換證，入境處亦開發了安全可靠的流動登記系
統，院友們可安坐院舍享受一站式服務，而且對資訊保安和個人私
隱都有所保障。
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另一金獎得主為言豐科技有限公

司之「多語種語音合成」，由人工智能、話音科學、粵語語言學
匯聚而成，憑機器學習算法，能以自然流利的人聲對答，應用於
虛擬助手、聊天機器人、電子書……等，並可支援廣東話、普通
話和英語。
商業方案（大數據及開放數據應用）金獎得主為奧雅納工程顧

問。其「Neuron智能建築數碼系統——以AI及BIM技術令建築物
更節能舒適」，是香港首個採用人工智能的智慧建築方案，融合建
築生命全周期的建築資訊模型、物聯網、大數據分析，匯集多個獨
立樓宇設備和裝置的數據，幫助管理者優化大廈營運和管理。
至於商業方案（中小企業）金獎，則頒發予易付達（亞洲）有限
公司。該公司之「e+Pay」的聚合支付，是本港目前接入最多支付
方式的平台，以一部終端機連接信用卡、二維碼支付和八達通等幾
乎所有主流支付；並具備電子收據管理平台和折扣優惠管理後台等
增值服務；以及創新服務如「e+齊齊賞」電子優惠券平台，助商戶
以低成本進行市場推廣。
香港創科界好橋甚多，只要政府能在「官產學研」方面做好協

調，香港自能站穩創科中心的地位。

香港創科好橋甚多

去年經過社會
動盪後今年又受

到疫情的襲擊，像電影院能夠上
畫也要暫停開放，現在只有電視
台能夠工作，就算唱歌登台也完
全淪陷沒有機會，今時今日的藝
人差不多沒有任何一個演出機會
賺取任何一個生活所需，所以有
些藝人嘗試一下回到內地隔離14
天之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在內地
尋找登台或者拍攝機會。
早前有很多藝人已經返了內地
工作一段日子，他們在內地也有
一點的知名度，也認識了很多代
理可幫手找工作，正如看到一些
電視上的藝人朋友，他們差不多
9月已經上了內地，計劃是春節
的時間，才回來香港；有一些中
間也會回來香港的朋友，他們說
事實上回到內地隔離14日之後是
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因為若果
邀請你到內地工作，還要計算你
隔離日子時間的話，這樣絕對不
划算，所以現在有很多香港藝人
朋友也嘗試用這個方法，到了深
圳隔離14天之後，然後找內地的
代理代為傾談一些登台工作或者
拍攝的機會，甚至乎有些藝人提

議到橫店找一些客串的角色拍
攝，他們這樣的話有些導演或者
監製見到你真人在內地，他們可
能有機會給予你演出機會。
點都好，最基本的要求是你在

香港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比如有
一首歌曾經熱播或者在電視台裏
有一個角色能夠給予人記憶；但
若果你知名度真的不足夠的話，
就算你回到內地隔離14日後，內
地代理也好難幫你找到工作。
我身邊有很多藝人朋友們已經

嘗試在內地3至4個月尋找演出
的機會，若果你覺得自己也有一
定的知名度又可以嘗試到內地登
台的話，在香港你真的已經什麼
機會也沒有、很久也沒有收入，
我不妨提議你可以回內地試一試
自己能否找到一線生機，好過在
香港沒有工作中等死，就算有疫
苗也不知道幾時才能變回正常的
生活。
希望大家能夠再堅持，但我知

道堅持的辛苦性，因為沒有錢就
是一種艱難，而回內地等候機會
這個方法有一些朋友已經做了，
所以藝人朋友們你還在香港等待
什麼呢？

藝人返內地有否發展機會？

2020年又到了12月，馬上就
要結束了這一年。相信很多朋

友都跟我一樣，感覺這一年過得實在是太快了，
過新年好像還是剛剛的事情，什麼都還沒做，一
下子又到了過新年的時間。我們心裏都是喜歡過
節放鬆的，但是其實大部分人對於過年，心裏卻
有一定的恐懼。
過新年是什麼情形呢？除了傳統問候的互相祝

賀之後，接下來，那便是靈魂的拷問了。還在上
學的，會被問考了多少分，目標是哪個重點大
學？已經在工作的，會被問年薪多少？升職了
嗎？買車買房了嗎？有對象了嗎？已經結婚的，
會被問事業做得如何，孩子上的是哪個重點學
校？……這些原本是出自於關心的問候，變得愈
來愈使人窘迫，同時更是一種攀比心理。很多
人，相信在讀此文的你，也都受過這一種拷問，
也為此苦惱過。

我們無法改變別人的心情。既然一定會有人問
這些問題，那我們為什麼要恐懼呢？我們不能因
為恐懼回答這些問題，而恐懼回家過年，這樣我
們失去的歡樂太多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談
的是，從容對待壓力，保持心靈的自在與豁達。
幾乎所有人都在說，現在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無論是哪個階段，把生活弄得快窒息了。但是，
其實很多的壓力只是一種心理狀態，或者可以說
是別人一種看法和議論，同時也是自己給自己的
心靈束縛。如果你能夠回歸初心，想一想，雖然
你的職位只是一個小小的職位，但這是你喜歡做
的事情，能夠從工作中找到快樂。不管物質擁有
多少，不管別人評價如何，你只需要去看看自己
的內心，如果它是快樂的，幸福的，自在的，那
你就已經是活得最精彩的人了。難道不是嗎，我
們活着，歸根到底只是希望活得開心，那又何必
給自己種種束縛呢？一個人的心靈，空間和能力

都是有限的，我們要用心靈去感受美的東西，譬
如一次花開，一次日出日落，一次心動邂逅……
我們要去感受美好的東西，而不要給自己徒添不
必要的壓力。
解放你的心靈吧。心靈自由了，你才能活得更

加灑脫。你不妨回到當初想一想，其實你想要的
並沒有這麼多，當初你只是想要去做喜歡的事
情，那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做喜歡的事情了嗎？為
什麼要用別人的評價來綑綁自己呢？所以，無論
如何，不要用物質來衡量你的快樂，否則你的快
樂永遠是不夠的。快樂不用太多附庸，不需要的
東西，我們不必去追。與其去急匆匆地追那些東
西，還不如放下包袱，讓心靈輕鬆前行，慢慢地
走，慢慢去欣賞屬於自己內心的那一份快樂。就
好像，你想回家過年，你只需要感受那一份團聚
的快樂，把那些物質問候或者攀比當做一個笑話
好了。

保持心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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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水河，千帆過
河水悠悠，在城中淑女

般經過。周邊鳥語花香，
綠樹成蔭。高樓大廈，氣
派矗立。放眼望去，環境
優美潔淨，道路平坦寬

敞。在這樣一處空氣清新、微風徐徐的地
方，儼然處身於山水叢林間。河中碧波蕩
漾，舟船漫行，水中澄澈見底，魚蝦成群。
這樣一處北方小城，把喧囂和擁堵撇到了遠
處，清幽閒適，不是江南，勝似江南。
興水河中，不求千帆競渡，只一條寬闊的
河面在，即是宜居寶地。「千帆過」、「三
兩帆過」、「一帆過」，哪怕是偶爾有之，
留給視覺的，也都是美景，也都是韻致。
河面，無須太壯闊。窄處幾米十數米，寬
處二三十米或至四五十米，偶爾有上三五條
或至十數條小船在河面蕩漾，就如畫龍點睛
的那一筆，河面就靈動了。河中有幾群魚
蝦，幾處荷花，岸邊幾座假山幾處溪流幾棵
綠柳，間或這兒一片那兒一片綠植花草，這
兒幾棵十幾棵那兒幾棵十幾棵幾十棵各種雜
樹，蝶舞蜂飛，蟬鳴陣陣，恍若整個大自然
都被搬到了這座小城之中。這不是幻想，而
是展望。三兩年後，這裏就會是這個景象。
所有展望的依據，就在於它有一條橫貫小

城的興水河。所有展望的依據，就在於它是
四個片區同時奠基開建的規劃項目。現代化
的設計布局，時尚舒適；十七層的小高層樓
宇，一棟比肩一棟；加之背後有政府的大力
支持，這處寄望提升小城形象和品位的地
方，一定能成為這座小城中的一處大花園，
一張靚麗名片。
一座山，有了水，山就活了；一座城，有

了河，城就活了。小城雖然不大，卻有一條
營養整個城市的河。興水河算不得波瀾壯
闊，卻是一條實實在在自然流淌着的河流。
自從有了小城，它就在城中穿行，沿途聚集
起了多處村落，就像是一根枝條上結出的許
多個果。也或者，這座小城正是因為興水河
的存在，才漸漸長成了一座城。河畔的村
落，從少到多，從小到大，都被它滋養着。
但是，現在的興水河，已被村落的壯大壓得
喘息不得。這處北方小城，有幾處城中村。
村落，是最古板那種，與遠處拔地而起的一

棟棟高層建築比，顯得格外矮小破舊。不曉
得是時間的磨損，還是凌亂的堆積，它們擁
擠逼仄，成了一處處格格不入的存在。
村落的街道，沒有敞亮的路徑。狹窄多

彎，錯綜複雜。水泥地，泥土地，坑坑窪
窪，填填補補。一條路走到頭，補丁一處接
一處，這樣一幅景象，與周邊的新建小區一
比，就像是黑白照與彩照的碰撞。生活在村
中的人，也是多有不便的。然而，興水河兩
岸，這樣的村落有很多處，涉及住戶萬千
家，不是哪個村落單靠自己就能改變的。一
般的開發商，也沒有這個處理能力。沿街的
地方，有的人家建起小洋樓，做起了各種小
生意，一年到頭的收入也不低。他們不希望
拆遷，不稀罕搬到高樓大廈中去。住在村落
深處的人家，總想着搬出去，想着能把路修
寬一些，但是街巷中的道路，有許多宅院阻
隔着，被各種因素纏繞着。這一處被誰家的
院牆踩住，那一處被誰家的房角遮擋，這一
段寬闊那一段狹窄，許多次掙扎之後，終究
還是歸於平靜，宅院和道路，都維持着原
貌。轎車、貨車、摩托三輪、電動三輪，隨
便就近找個地方容身，原本就擁擠的道路，
更加擁擠了！興水河中，沉積了多少年的淤
泥，包容着城市製造的垃圾，把一條河污染
了，甚至乾涸掉。
城中村，在這裏頑固地堅守着。每遇風吹

雨打，它就到處流淌着混雜着污濁的泥水，
道路變得更加擁擠。假如這是一處古色古香
的城中村，其存在是有價值的。但這處城中
村，所有房舍都是近幾十年興建的，其間有
很多已經進行過多次翻新，既沒有保護的價
值，也沒有啥存在的意義。居住在這樣一處
村落中，髒亂差時不時困擾着人們。城中村
的存在，也拉低了這處小城的整體品味。一
座北方小城，能有一條自然流淌的河流從中
穿過，是財富，更是巨大的優勢。沿河的地
方，應該碧水悠悠環境優美才對，應該生態
宜居才對。興水河畔，被散落各處的村莊所
累，遲遲發展不起來。興水河，也整日無精
打彩的，斷斷續續流淌。
髒亂差的村落，鬆鬆散散的宅院，無法暢

通的道路，猶如一根根芒刺，狠狠插在興水
河兩岸。就像幾塊難啃的骨頭，任開發商一

波波上門，就是拿它不下，啃它不動。
一個真正有競爭力的城市，是需要總體規
劃的。城中村沒法靠自己更新換代，只能靠
政府牽頭改變，棚戶區改造規劃應運而生。
絕大多數城中村，在城市化進程中，似乎都
無法改變這種被更迭的命運。城市要發展壯
大，百姓要安居樂業，城中村必將被連根拔
除掉。
興水河，興水河畔的村落，實實在在存在

着。河畔稍遠處，那些原本沒有建築的地方
卻先行了一步，一棟棟氣派的樓宇，早已竣
工。城市的霓虹燈，在周邊的高樓大廈上閃
爍。整條興水河，則被夜幕遮掩，甚是沉
寂。小城中的這條河，讓我想起了山村老家
的河。河水匯聚的低窪處，常年有水。今年
修修，明年挖挖，年歲久了就變成一個池
塘。池塘裏的蓄水雖不多，旱天時卻可以用
水桶挑着，澆澆周邊的菜園。再後來，村裏
的果樹多了，單靠池塘的存水，旱天根本不
夠用。村裏作出決定，把原先的池塘清理
掉，修建一個更深的水泥蓄水池。按當時的
收入和物價算，修建一個大蓄水池價格確實
不菲，村裏人的意見很難統一。如果不是村
委最終拍板，可能就得擱置了。第一個水池
建起來後，村裏人嚐到了甜頭。周邊的坡嶺
上，只要利於澆灌，不管周邊有沒有水源，
新水池又一個個被陸續修建起來。
興水河的常年堅守，聯絡起多個村莊。它

是這座小城歷史上，一條被深深刻錄過的濃
墨重彩的印跡。興水河兩岸，一定感知到了
這種割韭菜般刻骨銘心的「斷裂」之痛，所
以掙扎，所以牴觸，所以猶豫。但城中村的
改造，就如同城市發展過程中早已簽訂好的
一紙契約，被時代按上了鮮紅手印，白紙黑
字，各地皆然。早晚有一天，必須要兌現。
興水河中，真不必「千帆過」！
河水滿滿，伴於城中，即是上佳之選。
三兩年後，站在這處北方小城裏，站在興

水河畔。放眼望去，環境優美潔淨，道路平
坦寬敞。在這樣一處空氣清新、微風徐徐的
地方，儼然處身於山水叢林間。河中碧波蕩
漾，舟船漫行，水中澄澈見底，魚蝦成群。
這樣一處北方小城，把喧囂和擁堵撇到了遠
處，清幽閒適，不是江南，勝似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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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代書法。
作者供圖

■母校（浸大）的歷任校長
（左起）錢大康教授、謝志偉
博士、吳清輝教授和陳新滋教
授皆百忙中抽空，在《世說論
語》裏分享心得。 作者供圖

■羅乃萱鼓勵大家多
向身邊人發送正能量
的訊息！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