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覺醒年代》有新的啟發

二王書法代表中國書法的主流
早 在 魏 晉 南 北
朝，中國就出現為
數眾多、風格不同

的書法作品，書評也開始出現，
從而書法審美也逐步有了標準。
南朝宋的羊欣在《采古來能書人
名》一文中品評了40餘個書家，指
王羲之博精群法，「古今莫二」。
南朝齊著名書法家王僧虔在《筆意
贊》中說：「書之妙道，神采為
上，形質次之。」自此，王僧虔提
出的形神兼備論成為評判書法的標
準。正是他，認為羲獻之後，便無
人可與二王相比。梁武帝稱「王羲
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
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
到了隋唐，書法家普遍認為王
羲之的「永字八法」確立了楷書
筆法標準。初唐虞世南《筆髓
論》認為書法藝術有別於一般文
字書寫主要是「用筆之妙」，並提
出中正沖和之美的概念，其哲學基
礎是孔子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孫
過庭的《書譜》則說，自古以來長
於書法的人，漢、魏有鍾繇、張
芝，東晉有王羲之、王獻之，而王
羲之書法兼有鍾繇和張芝二者中
庸和諧之美。唐代張懷瓘的《書
議》將名跡俱顯的19個書家排名
次，認為王羲之真書第一，行書第

一。唐太宗更尊王羲之為書聖，讓
王公貴胄都學王羲之書法。
到了宋代，書法審美標準發生了

變化，認為不應只以技法為主，
而需突出書家的主體精神。蘇軾
提出書必有神、氣、骨、肉、血，
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而黃庭堅
認為應以「韻」為書法審美標準。
他認為晉人書之所以有「韻」，在
於人物風韻超拔，無形中仍然推崇
王羲之書法。而宋四大家之一的
米芾癡迷魏晉，尤重王獻之。
元代書論在很大程度上注重文

人特有的趣味和書卷氣。元代大書
家趙孟頫書多從二王中來。他稱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
他提出書法以用筆為上，結字亦需
用工。而筆法主要設定於魏晉。
明代像宋代一樣也是帖學大盛

的一代。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
喜摹「蘭亭」，神宗自幼工書，
不離王獻之的《鴨頭丸帖》、虞
世南臨寫的《樂毅傳》，而明末
清初最為出名的王鐸和董其昌早
期都靠臨王羲之的帖起家。
縱觀中國1,700年來的書法，美

書名家無不是從王羲之的書法當
中攫取一點加以闡發而卓然成家
的！故二王之書法代表中國書法
主流。

《覺醒年代》終
於又在香港開播，
這部於今年2月1日
在央視綜合頻道播

映的電視劇，十分值得觀賞。其
實，香港電台電視部也曾於2月份
的晚上和凌晨時分播映此劇，有
時甚至連播兩集，我可以一天重
複看兩次，仍覺意猶未盡……今
次在香港開電視再播，我已是半
年內第3次觀看，卻依然每次都有
新的發掘、新的啟發、新的觸
動，就好像一本經典文學作品，
百看不厭！同樣——《覺醒年
代》，正是好戲不厭百回看！
這是一部純粹以藝術角度去觀
賞，也不會讓你失望的電視
劇——其中一幕，見一青年穿着
布衣長衫、手攬書卷、撐起傘
子、在雨中、踏着泥濘路……縱
使全身濕透，卻絲毫無讓書卷受
損，這是「青年毛澤東」的出
場，幾組鏡頭就將他惜書愛書、
不拘小節、樸實無華的個性表露
無遺，全劇不論主角、配角，均
細緻刻畫，每組畫面、每個細
節，皆含深意，難得的是不着痕
跡，編、導、演的功力深厚，自
然不在話下；但考究認真的美術
指導、布景、道
具……以至整體
於那個年代的氛圍

營造，可謂近代歷史劇的典範。
不沉悶、不說教、不樣板、擺
脫了以往一些主旋律重大歷史題
材的拍攝手法，是《覺醒年代》
最成功引人入勝之處。全劇以
1915年《青年雜誌》創辦到1921
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
關刊物為貫穿，展現了從新文化
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
立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講述了
覺醒年代社會風情和人生百態。
通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從

相遇、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
生道路的傳奇故事為骨幹，以毛
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
年、鄧中夏、趙世炎等革命青年
追求真理的坎坷經歷為輔助線，
突出的人物性格，交織着錯綜矛
盾的歷史情節，讓百年後的我
們，不禁看得熱血沸騰，彷彿同
活在那段燃燒歲月當中！
這是一段在香港教科書裏缺失

的歷史教育，就算回歸廿多年後
的今天，仍舊空白；建議年輕一
代，特別是那些關心政治的年輕
一代，摒除偏見，放開懷抱，以
「觀賞戲劇」的角度，走進
《覺醒年代》，靠近了解這群百
年前的「新青年」！

東京奧運香港取得破紀錄
的好成績，香港體育學院林
大輝主席自然成為焦點人
物，當中也包括一些花絮新

聞︰外傳林主席曾承諾林大輝中學學生如
獲奧運金牌會讓他做業主，林主席指此事
只能夠用「以訛傳訛」這4個字回應，「這
件事應該說回到2018年，當年體育運動取
得了很多佳績，香港男子乒乓球運動員黃鎮
廷得獎最多……在頒獎禮後，我在台下和他
傾談，當時身旁有好多人在場，我請他繼續
努力加油，做好些奧運有機會，得到獎我包
你做業主，這些都是鼓勵性質的說話……」
「總之，我們過去17年辦學，一天一天
努力踏實的去做，付出了什麼大家都知
道，我們最想年輕人有所成就，一展抱
負！至於這些說話，坦白說，我在社會打
滾了那麼多年，不會上心的！」
金牌得主張家朗本人會誤會嗎？「當然

不會，因為當天教練康哥也在現場，好清
楚不會誤會，所以根本不存在什麼走數不
走數。我時常都有跟家朗接觸，奧運比賽
期間，我們互通訊息，我提醒他控制好心
情……那天劉慕裳比賽打了半場接受傳媒
訪問，我立即發訊息請她停止接受訪問，
以免影響情緒，結果她
贏了銅牌，晚上還發語音
給我……我覺得自己做了
好有意義的工作，我的中
學一直着重學生運動發
展，支持專科專教，學校
也和體育學院恒基精英
運動員嘉許計劃掛鈎，
校方獎金是體院的一半，
獎金由我的慈善基金支
持，希望運動員繼續努
力，使這個獎勵計劃一直
頒下去。」
林主席在元朗屏山長

大，自小身材很矮小，他立志當騎師，怎
料中四前的暑假長至5呎8吋，騎師夢消
失，但依然熱愛運動，特別是足球。他沒
有跟隨父親當中醫，入讀了理工學院晉身
紡織業界。他創業之餘更成立了慈善基金
在內地辦希望小學，後來遇上國家經濟騰
飛，他將方向轉到支持香港教育。
「教育對國家、城市好重要，社會需要

不同的人才，例如運動、設計等等。當年
香港有500間中學，我要辦一間有特色的學
校！當時好友鍾伯光、范錦平着意用『林
大輝中學』，指我是團結的核心，其實沒
有這校名我也會終生做下去……只是當年
我才40餘歲，恐怕別人以為那是紀念中學
罷。」林主席又指今次政府買入轉播權是
德政，使全城投入奧運，帶來一個非一般
暑假，下一屆巴黎奧運，找不到理由不再
購買轉播權。林主席一向關心社會事務，
但2016年卻因議會氣氛惡劣而退出立法
會，最近氣氛好轉，他會重回議會嗎？他
直爽地回答︰「不會，為社會出力有很多不
同途徑，例如當體院主席、理大校董會主
席、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主席等等。」
有關現時推行愛國者治港，會否出現很

多過分忠誠的人選？「政府班子一定要忠
誠，之後就要講求能力，愚忠傻忠
要不得，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
的比較，就是人才的比較，質素最
重要！至於我對下一屆特首的要
求，就是要大力支持運動發展的，
還要有觀眾緣的，如果自己和班子
都沒法子去解決當前的香港問題，
請不要做，這樣只會害了香港！」
愛港形象鮮明的林主席心中有個

最大夢想︰「希望香港團結，香港
人更愛香港，大家多包容，令香港
開心繼續前行，少點動機離開此
地……」其實這也是所有熱愛香港
人士的心聲！

林大輝最大夢想︰希望香港團結
香港經歷了黑暴動亂，再經新冠病毒疫情

衝擊，無論經濟和社會，都元氣大傷。幸得
中央政府當機立斷，從速通過《香港國安
法》，令暴亂得以逐步平息，政府亦得以集

中資源抗疫，協助香港市面慢慢復歸正常。
然而，黑暴的勢頭似乎並未平息。近月來，警方破獲的
一些罪案，其大宗者，由搜出私藏軍火、爆炸品實驗室，
到有「孤狼式」刺殺執勤警員及大學生集體公開悼念刺警
兇手；其小宗者，亦有人在奧運會舉行期間，商場直播頒
獎禮時噓國歌，或者在網上號召杯葛向國家致謝的運動員
等，都可以見到黑暴種子，仍深埋民間的蛛絲馬跡。
事實上，參與破壞社會安寧而被捕者中，竟然有為數不
少的在校學生，他們絕大部分是1997年回歸後才出生，
對於港英年代的高壓殖民統治一無所知，但對於洗雪百多
年的國恥，香港終於能回歸祖國，卻又欠缺認同，因此很
輕易就被別有用心者煽動。
如果年輕一代人心仍未完全回歸，對香港的長治久安，

是一顆計時炸彈，必須盡快拆除，以絕後患。
年輕人出現民心未回歸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對前景

看不通透，向上流動似乎前路不通；想成家立室的，卻又
要面對樓價高企的困難。年輕人就算如何努力工作，薪資
都追不上樓價升幅，如果沒有所謂「父幹」，單靠自己能
力，絕大部分都難以置業，自然令年輕人心生怨氣。
長期以來，學校教育均被別有用心者把持，向新生代不

斷「洗腦」，一方面將中央妖魔化，另一方面又將英美日
等列強英雄化，令回歸以來的幾代學生，很多淪為列強的
棋子，使問題更難解決。
因此，文公子建議政府應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其一，
是盡快開展長遠房屋政策，將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徹底解
決；而且積極發展創科產業，並鼓勵年輕人尋求大灣區融
合帶來的發展機遇，令他們見到能安居樂業、發展所長的
希望。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亦須在教育入手，撥亂反正，全面

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在教師人選上換血，在課程上換新。
學生應由「仇中者」施教變成「愛國者」施教，而國家歷
史、公民意識，以至全人發展，均應落實到教育課程體系
內，培養年輕人的正向思維，對國家民族社會產生自豪
感，並積極培養愛國心，鼓勵他們下定決心，為國家的未
來作出貢獻，才是治本之道。

須培養新生代民心回歸

有機會重新走進
電視台工作，學習
新的人際關係。以

前年紀輕輕太有自己的個性，現
在人到中年自己肯定不再任性，
但走進大型的電視台當中，事實
上令我重新認識一些年輕人，了
解他們對演藝事業的抱負。
在電視台認識了很多由20多歲
到30多歲的年輕小伙子，他們有
一顆熱情的心，可惜現在情況不
利於他們，就算他們現在多麼的
努力，但是因為某些政治文化的
問題，遭到一些網絡攻擊手在網
上攻擊其電視台，連帶他們的工
作亦受影響。前陣子有一些大台
的三四線同事，本來有機會接到
一些代言的工作，但是他們遇到
的便是網絡打手恐嚇廣告客戶，
令到客戶不敢再找他們工作。所
以現在大台的年輕人，他們也是
刻苦耐勞等待着機會之餘，還要
害怕外面突如其來的攻擊，這個
網絡攻擊真的恐怖。
現在我們看到有一些突然間飆
升的藝人，不知何解，也許他們
自認有能力當紅吧！但最大的問
題是來自那些廣告公司，其行為
絕對影響現在大台工作的年輕
人。老實說，在電視台工作需要
醒目以及人際關係，面對這些已

經很辛苦了，但是現在還要面對
可能有被網絡打手襲擊的機會，
這樣他們的壓力更加難受。
看到這些年輕人，我絕對感覺

到他們的熱誠，雖然有那麼多的
壓力圍繞着自己身邊，也知道就
算被襲擊也不是自己的錯，但他
們仍然勇於面對，雖然也有氣餒
的一刻，但是他們跟我說仍然要
創建自己健康的心態去面對所有
的困難，雖然他們不明白為什麼
立場取向會成為了他們在娛樂圈
發展的絆腳石，但是他們認為自
己發奮的工作是沒有錯的，所以
聽到這裏我也替他們高興，知道
自己的心態應該要堅定，不要怕
別人襲擊，也不要怕那些惡言惡
語的攻擊，繼續有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取向堅持下去。
所以這次回到電視台工作，令

我感受到現今的年輕人他們的拚
勁，有一些年輕人仍然知道自己
真正作為一個勇敢的人，應怎樣
去面對自己的工作困難，而他們
的聰明他們的外貌也是我尊重
的，因為他們真的用心去做好自
己每一步。
希望這次我見到更加多的年輕小

伙子能夠成功將自己推廣出來，這
些年輕人也帶給我學習的機會，我
也要一起拚勁為自己而努力。

大台藝人無辜遭網絡攻擊

朋友們坐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必
定會少不了感慨一句：時間過得真
快呀！我們從孩童時代或同窗歲月

就已經一起玩，到現在十幾二十年，一下子好像
飛過去了。歲月多麼無情，容不得我們同意或不
同意，就已經在我們的容顏上留下滄桑的痕跡。
回首歲月，讓我們感到最幸福最溫柔的時光，那
就是彼此陪伴的時候。無論是友情、愛情或親
情，都是如此。
於是，我們又聊到日漸年邁的父母。我們都已

經在變老了，父母也不可避免地變老了。父母辛
辛苦苦大半輩子，把一切的愛和關心都給我們，
而我們又給了父母什麼呢？平時的日子裏總是忙
於工作和各種事情，陪伴和問候就少了。每當到
母親節或父親節，我的朋友圈裏都是豐富多彩的
節日祝福。有的朋友會給父母轉賬，有的朋友會
給父母郵寄禮物，過節的儀式感是不可少的，誠

摯的心意也會讓父母感到高興。
但是能夠真正陪在父母身邊，和他們一起閒話

家常，卻沒有多少個。其實我們要真正關心父
母，更重要的是在平時。那大家一定會說，平時
那麼忙，根本抽不出時間。是呀，我們需要謀生
和打拚。但是在忙忙碌碌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領
悟一些人生的意義。其實最好的生活，不就是回
首歲月時，能感覺歲月溫柔嗎？
珍惜快樂的日子，我們待在父母身邊的時間其

實很少，都只是小時候依賴着他們。到了長大成
人，成家立業，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就更少了。很
多人都不是跟父母一起住的，也許一年才見上幾
次。或許有些人跟父母一起住，也因為平時忙於
工作，而很少有真正陪伴父母的閒暇時光。歲月
飛快，日月如梭。時間總會在我們不經意間就溜
走了，所以我們應該盡可能讓歲月留下一些溫柔
和幸福，這樣在我們回首時也就不感覺到愧疚。

還是說到陪伴父母這個話題，這應該是我們永
遠要堅持的一件大事。因為家就是我們的心靈港
灣，而父母永遠是我們的堅強後盾。他們念着我
們，盼着我們，無論我們工作多麼忙，也應該及
時給父母一些關心和問候。如果實在沒有辦法回
家，多一些打電話回去，哪怕只是聊聊柴米油
鹽，聊聊家常，或者給父母說說自己的生活見
聞，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在父母看
來，他們卻能夠從中獲取很大的快樂。其實他們
要的並不多，只要我們能夠平安健康就好了。
而從我們的角度，也不能吝嗇於給父母關

心。沒有辦法陪伴，照顧他們，其實我們已經
缺失對父母的孝敬了。所以，平時真的很應該多
些問候。因為美好的感情，都需要我們去維護
的，多給父母一些關心和溫暖，同時我們也在獲
取更多。多一些關心和問候，歲月也會變得無限
溫柔。

陪伴和問候 讓歲月溫柔

生命的細節
公司所在的寫字樓已有些年頭了，

任憑怎麼裝修和翻新，到底還是上世
紀七十年代的結構。於是，逼仄的洗
手間常讓人無法「隨心所欲」地轉
身。日子久了，難免心生怨懟，如我
一樣的男士，不但在方便之時「拖泥
帶水」弄髒小便槽下的地板，而且暢
快之後，還將廢棄紙巾時不時鬥氣般

地丟在垃圾桶外面。有時洗手的動作過大，
洗手的水從盥洗盆中滴滴答答地灑出來，再
踩上幾腳，地面就愈發污糟了。
起初，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暗想：大家
都這樣嘛，反正有清潔工人。他們每兩個小
時就會打掃一次，據我觀察，每次打掃後，
洗手間必定乾乾淨淨，小便池下顯然是做了
專門清潔，不但了然「無痕」，而且沒有一
絲異味，連盥洗台上方的鏡子都會擦拭得一
塵不染，亮堂堂的。之後就是再被人弄髒，
再打掃，如此循環，大家竟然理得心安。
直到有一天，放工時去洗手間，正看見工
人剛剛做完清潔，將「清潔中，請稍後」的
牌子小心翼翼地收起來。是一位頭髮已然不
茂密的大姐，看上去年過半百，雖然戴着口
罩，我依然能從她的眼神裏，看到一些愁苦
的表情。她顯然很累了，額頭上沁滿了細小
的汗珠，工作服也略濕着，見我要進去，忙
提醒：「洗手間剛洗完地，地板濕滑，請小
心會跣低。」聲音不大，但像是一隻無形的
手一把揪住了我，令我心生愧疚：她辛苦地
勞作，換來的究竟是什麼？難道僅僅應該得
到一份微薄的薪水嗎？而西裝革履的我們，
又有多少心情去感知到她內心的愁苦和養家
餬口的沉重？又有多少發自內心的尊重？甚
至，如我一樣，根本忽略了自己本來可以做
好、也應該做好的「保持環境衞生」這樣一
個簡單的習慣，還自以為是地認為「不尊
重」理所應當！大姐蹣跚着走遠了，她那佝
僂的背影，讓我想起了兒時為了操持生計、
日日辛苦勞作的母親。
在細節裏，我思索着。

一個深夜，醉酒的我從中環搭港鐵的末班
車回家。車廂裏的人三三兩兩，帶着忙碌整
日後的倦容。胃裏早已翻江倒海的我，好不
容易熬到青衣，一下車，就嘔了起來。跟在
我身後落車的女士躲閃不及，漂亮的連衣裙
一下子被濺髒了。她皺起了眉頭。蹲在地上
的我自知闖了禍，擔心被咒罵，支撐着站起
來，正欲說聲「對不起」，不料耳邊響起的
卻是：「先生，要緊嗎？」見我還有些踉
蹌，便攙扶我坐到站台的椅子上。她叫來站
內的工作人員，才放心地離去。
港鐵的工作人員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

他先是確認我是否需要叫救護車，並去倒了杯
水遞給我。趁我在椅子上休息緩衝的當兒，他
身手敏捷地將弄髒的地面收拾乾淨。然後又來
到我身邊，懇切地說：「先生，不要着急，先
休息一下，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告訴我。」說完
就在我身邊的椅子坐了下來——我明白，細心
的他是擔心倘若一直站立着，難免會讓我因而
感到侷促而不安。多麼善解人意！我稍稍緩過
神來，又望向他，那年輕的眉宇中間，蕩漾着
星空一樣的清純。
走出車站，夜已深。我不禁想：他的家人也

在焦急地等他回家吧？或許，他的母親輾轉未
眠，只因為這個夜兒子比往常回去得遲了；或
許，他的太太會嬌嗔地抱怨，只因為他吵醒了
一家人的清夢。而這個年輕人在面對我這個
「意外」時，卻沒有絲毫的煩躁和急促，反倒
是付出了十二分的耐心和誠懇。他，還有那個
穿着連衣裙的女士，用一份寶貴的質樸為我撐
起深夜裏別樣的燈盞，將人性的光亮與溫暖遞
過來、遞過來，照亮我歸家的旅程。
在細節裏，我感動着。
4月末的一天，我到西環的某間學校探望讀
四年級的小璐。這之前，在學校老師的穿針
引線之下，我們通過半年的書信。他在信中
會告訴我學習的情況，間或也有生活的煩
惱，於是我了解到他有兩個讀中學的姐姐，
一家人全靠母親一人做零工維繫生計。見到
我時，他有些怯生，說話甚至有些磕絆。過了

一陣，他才慢慢地放鬆下來。臨走了，我從口
袋裏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一盒珍妮曲奇餅乾，遞
給他：「下個星期就是母親節了，這份禮物你
可以帶回家，等母親節的時候和媽媽一起品
嚐，要記得感恩母親，給了你生命。好嗎？」
小璐楞了十多秒，然後「哇」地一聲，哭了起
來！我的緊張一下子無以復加：是不是我說錯
了什麼？校長也聞聲趕來。
過了好一會兒，小璐才平復下來。他哽咽
着說，他和兩個姐姐經常會路過那家珍妮曲
奇餅店，每次都眼巴巴地望着盒子上可愛的
小熊圖案，「姐姐告訴我，她在同學家曾經
嚐過一塊，特別好吃」。說到這，小璐頓了
頓，「有一次，媽媽帶我散步，也路過了那
裏，她雖然知道我十分喜歡，家裏真的是沒
有閒錢買……」我和校長聽着，眼圈紅了。
校長悄悄和我說，小璐每日需要坐校巴上
學，已經拖欠了兩個月的車費沒交了，學校
知道他家的情況，也不忍心催促。
一盒珍妮曲奇，不過70元港幣，卻是橫在

這個社會底層家庭心窩上的一座山。我的無
心之舉，不經意間替孩子實現了一個期待已
久的心願。模糊的淚眼中，我似看見他和家
人圍坐一起、吃着曲奇的幸福神情。溫暖一
個孩子的童年，原來竟可以這樣簡單，而我
做得卻少之又少！
在細節中，我前行着。
我們的一生，很多事情沒有頭尾，不過是

瞬間和片段，甚至也來不及去記錄開始和結
局，但在這些細節之中，我們能體悟到生命
的分量：當生活的意義和目的是給予的時
候，我們才能為生命增添色彩、賦予新意。
對這些細節的理解力也正是一種生命力，它
的深刻源於生命的蓬勃和寬宏，它更是一種
熱愛，意味着真誠的奉獻和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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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
好戲不厭百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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