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袖與創意

海洋在嗚咽
如今，地球在變暖，
海洋在嗚咽，這幾乎已
經不能算是什麼新聞

了。但即使是「舊聞」，卻也時時
在更新着人們的關注，讓人愈來愈
揪心。
就比如，有一項熱門活動正讓一部
分人類興奮不已，卻也讓另一部分人
類深深憂慮——那就是世界上愈來愈
多的企業和政府正在加速開發海洋的
深層礦床，以尋找能源轉型的戰略金
屬。這些海底多金屬結核和硫化物中
所含的鉬、鋰、鈦、鈮等資源，深藏
在海平面以下200至5,000米之間。
這個區域從未有人類存在或活動，相
關信息非常缺乏，尚難預測深層海底
採礦會對水下生態系統造成什麼樣的
長期後果。但常識告訴我們，破壞性
一定會有，只是多少的問題。而目前
確實已有愈來愈多的科學家指出，這
可能會使海綿動物和珊瑚窒息並損害
食物鏈的生存能力。
此外，開礦機器的噪音、光污染和
可能的液壓洩漏也都會影響海洋生態
系統。最新的研究是有一些科學家發
現，該生態系統中的碳總量已大大減
少，微生物的生命受到了很大影響，
而且「遠超預期」。
除了海底的能源，還有海洋裏那些
古老的朋友們，它們的呼救聲也在不
時與聞，令人不能不傾耳憂懷，心心
念念。比如在南極半島的最東部，一

座偏遠的小島上，最近忽然「流亡」
來了一群巴布亞種群的企鵝，這是這
個物種第一次出現在這裏。科學家研
究後認為，正是海洋溫度升高導致南
極融冰，進而迫使巴布亞企鵝不得不
擴大牠們的分布區域。而就在不久
前，還有足夠的冰供牠們繁衍生息。
儘管辛苦，但巴布亞企鵝尚算幸

運，因為至少還能暫時活下去，要知
道，並不是所有的南極生物都能對這
種生態變化有所適應。就比如一座名
叫象島上的帽帶企鵝已經崩潰，因為
牠們的食物——一種名為磷蝦的甲殼
類動物因氣候變化大為減少。
物種滅絕或瀕臨滅絕當然很糟糕，

但反過來也不是什麼好事。值得注意
的是，氣候變暖的後果並不一定都導
致物種滅絕，還有時候是詭異地增
多。就比如美國漁業協會日前公布的
一份報告顯示，過去22年裏，華盛頓
州和俄勒岡州的乳光槍烏賊數量暴
增，其種群密度分別增加到了原來的
39倍和25倍。科學家研究後發現，海
水溫度愈高，烏賊種群密度增加愈顯
著，再次證明海洋熱浪可以打破生態
系統複雜性的平衡。
平衡被打破後的生態影響和經濟影

響無疑是巨大的，海洋嗚咽後，跟着
嚎啕的必定是人類自己。阻止全球暖
化刻不容緩，環保從我做起。小狸可
不想有一天坐在海邊，掀過來一個密
密麻麻的烏賊浪。

筆者小時候聽說的
「天才兒童」，到了今
天多了一個新穎的叫法
是「資優兒童」。「天

才」與「資優」可以分別對應英語的
「Talented」和「Gifted」，但是兩種
譯法亦有時可以互換使用。從字面上
看 「Talented」 的 重 點 在 於 「 天
賦」、「天生」；「Gifted」則是父
母（或上蒼）的「恩賜」。
評價一個小孩是否天才或資優，過
去主要講求「智力商數」（Intelli-
gence Quotient，簡稱「智商」或
IQ），這個判準至今仍然被廣泛應
用。我們都知道「智商值」在一百左
右是正常普通人。作為粗略的估計，
七八十左右算智力低下，天才則在一
百四五十以上。
不過一般「智商測驗」過於偏重數
學運算、數字推理和圖像辨析，結果
單一個「智商」數值並不能完全反映
當事人的發展潛能與才華。過去有過
不少高智商的小孩最終在學業和事業
上算是「一事無成」。前文談過的
「多元智能」，再加近年較多人研究
談論的「情緒商數」（Emotional In-
telligence Quotient，簡稱「情商」
EQ），算是對「智商」的重要修補。
於是大家都說人在現代社會中打滾，
單靠「智商」不一定能夠成功，「情
商」可能更重要！不論是人際關係和
工作，「會做人」（EQ高）可能比
「會辦事」（IQ高）還重要些！
近年筆者發覺一個有趣的教育思潮
新現象，就是大家一窩蜂去開辦針對
兒童（或天才兒童）的「領袖能力培
訓」和「創意教育」課程。毛病何

在？有點似一窩蜂去學彈奏鋼琴！
傅偉中宗師提出的「24 天賦潛

能」，當中就有音樂潛能、數字潛
能、計算潛能、圖像潛能、創意潛能
和領袖潛能等等。
筆者小時候沒有參加過任何「智商

測驗」，近年稍稍看過相關的試題，
發覺數字、計算、圖像等潛能，在
「智商測驗」中特別有用。
至於創意和領袖這兩項潛能則完全

派不上用場！教育工作者（即是老
師，有時父母也算）要透過相當時間
的觀察，才可以發掘出一群小孩中，
誰人有創意、誰人能當領袖。此所
以，筆者不大相信所謂「創意課
程」、「領袖課程」的實際成效。
說到創意，當代中國人十之八九都

會立刻想到擁有數以億計讀者的小說
家查良鏞（筆名金庸），大家都認為
他憑着一支筆寫作就可以致富，他的
小說實是創意無限。當然他能成為鉅
富，除了是個超級成功的作家之外，
還是個優秀的商人（辦報賺錢）和別
具慧眼的投資者（低買高賣再賺
錢）。據說曾經有記者請教金庸怎樣
學得「創意」，答案簡單而令人失
望：「創意不能學！」換言之，創意
是「天賦潛能」，你爸爸媽媽給了你
這樣的「恩賜」（Gift），你才有開
發創意的根本條件！
至於「領袖」這一塊，必須要有領

袖的「魅力」（Charisma），也是無
法強行學習的。
各種天賦潛能還有很多討論的空

間，甚至可以寫成專書，今回暫且打
住，日後有機會再談。

《從多元智能到24天賦潛能》之三．完

近日疫情如火如荼，愈燒愈旺，影響生活。然而，
人被困，行動受阻，但是也阻不了創意。網上依然有各
項創意活動，如畫展、音樂、戲劇、線上文字活動及比
賽。因而我和潘明珠也忙於評閱港澳青少年創作比賽。

近日我正要評審多個徵文比賽，早前做教城創作天地擂台賽，現
正評菁英作文大賽，雖說200多篇的文章或令我們看得頭暈眼花，
但心中喜見青少年以文字傳情，更見不少創意。在評閱香港小學及初
中菁英即席作文時，其中初中組有兩題，其一寫冬奧，另一寫「文以
載道，道以化人」，令人意想不到的竟見兩題各有人選作，不相伯
仲。我初以為學生都一面倒會選寫冬奧此題，因為窩在家無聊，冬
奥正為平淡日子帶來一道亮麗風景，寫來靈感及題材也多！
誰料原來竟有不少人挑戰「文以載道」這道較難之文題。細評下

來，才知不少同學其實並不太明白文以載道的含意，審題片面，思維
也欠深度。有人認為道有正有歪，又認為日常廣告誇大其詞，非正
道。透過創作，正好展示出青少年的文化涵養，好讓成人點撥回應，
鼓勵學習正道，以正向態度拓展文化認知及深入理解。古人惜墨如
金，寫文章態度嚴謹，不同今日一般文字呈零碎資訊，片面觀點。
古人藉文章正道以化人，秉持文以載道之心，認為文字寫出後，必

對大眾有影響，故不能只為宣洩個人情緒或滿口胡言，所謂文者自
責，作者不可歪曲失實，要有責任感，傳深遠正道，絕不能誇誇其
辭，必要謹慎自己的言行。正道對人，具有正面影響力，就像一盞指
路明燈，導人方向，給人光輝和溫暖。惜同學的作文舉例多未恰當。
道以化人，化，是要自己讀古人文章時，去領受體悟所讀到的道，深
入文旨，讀出作者表達的深義，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知老
字有尊敬/老人/兩個用法，讀文一定要追本探源，才能如受春風化
雨，有所熏陶和感染，得好影響。恒常道理能彰顯大義，要理解范仲
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可觀為政者感
受，為什麼要比平民百姓有先
見？要有未雨綢繆的憂慮呢？
就是為政者宜竭心力為民控制
大局，不能後知後覺，就疫情
反覆而言，要盡力控疾，民才
可得以安居，故必是後天下之
樂而樂，等到疫情緩解，百業
興旺，為政者見民生復甦，才
可稍鬆口氣，快樂下來。

創意敲門 文字傳情
趁着夜色，我出

門了。末班港鐵抵
達柴灣站，大雄已
在月台上等我。來

不及太多寒暄，加快了腳步向孖
崗山進發。我們要在那輪皎月最
明亮的時刻，趕到孖崗山頂——
這個心願，已經約了十年。
疫情將人困得太久。在學校放

暑假前，我給學生們布置了一個
作文題目：《心願》。我本以為
學生們會寫一些「疫情早日結
束」的話題，可當我批改作文
時，實在是有些吃驚，繼而感
慨：再艱難的境況，都擋不住香
港少年豐富的想像、進取的心
氣。有的在回憶，說起自己兒時
與小夥伴共同的期許，美得單
純；有的在憧憬，說起疫情結束
後數字科技將進一步融入生活的
方方面面，思想敏銳；有的在掛
記，說起已然離開香港的家人和
好朋友，期待大家共安好、「千
里共嬋娟」，念得真誠。這激發
了我內心深處的念想，於是撥通
了大雄的電話，「還記得十年前
的心願嗎？」
大雄和我住在同一個屋邨。兒

時，我們常在中秋節的晚上，拎
着燈籠在屋邨的空地裏打鬧嬉
戲。記得有一年，我們兩個因為
月亮的顏色爭執不休，愛背唐詩
的我說月亮是黃色的、月光是白
色的，愛看地理書的大雄則堅持
月亮是黑色的，不過是反射太陽
的光罷了。那是我們成長中的唯
一一次面紅耳赤。十年前，我們

大學畢業前，約定只要兩人中的
一個上了樓，不要辦酒席慶祝，
而是一起「去孖崗山看月亮」。
幸運的大雄沒多久就買了房。但
我們的心願之約卻愈拖愈久，大
家都忙着賺錢、過生活，彷彿看
月亮這件風輕雲淡的雅致之事已
然是最不重要。
如今，我和大雄決定頂着疫情

去做這件事。從柴灣港鐵站出
發，穿過歌連臣角黑漆漆的山
路，來到大潭水塘。翻過紫羅蘭
山、走過紫崗橋，孖崗山就在眼
前了。手電筒微弱的光，在茂密
的叢林裏慵懶地伸展着，我和大
雄開始爬近千級的台階。夜，如
此安靜，我的心跳聲似乎穿過叢
林的枝椏，與天空灑落的銀輝在
叢林上空的某個區域融在一起，
一如我和大雄的呼吸。
大概半個小時，我們終於行完這
沉默的密林梯級，來到山頂。白色
的山茶花密密匝匝，在月色下折射
着溫和的光暈。沒有人，也沒有一
絲風。我和大雄找了一塊方石，坐
下，抬頭望天。月半彎，在微笑。
「美嗎？」我輕輕地問。「一直都
很美，只是，我們忽略得太久了。」
天上的那一輪明月，它的廓影

常被人們晒在朋友圈，然而月光
是無法分享與直播的，它灑在每
個人的身上，喚起不同的回憶，
也喚起不同的心願。疫情之下，
倘若我們抬頭望去，就會發現再
難的境地，都無法阻擋我們心存
念想。我們的城市，已然少一分
浮躁，多一分希望。

夜遊孖崗山

行文之時，港府的快
速檢測陽性登記平台剛
推出，兩小時內多達20

萬人曾登入，這數字實在令人驚心動
魄。多月來身邊人紛紛傳來染疫惡
耗，附帶無助的悲慟。晚上收到「災
後心理輔導協會」總幹事杜永政來
訊，告訴我：「協會專為確診或害怕
確診之市民設立一條免費輔導熱線，
名『疫情．屈機熱線』：51815501，
每晚由災後心理輔導員接聽，安撫大
家的心。」這實在是疫海中的一道暖
流，感謝該會各人的付出。
杜永政表示：「香港新冠確診數
字及死亡人數不斷破頂，醫護人員
也紛紛確診，醫療系統嚴重負荷，
大量確診或急症病人無法得到及時治
療，無論對病者及家屬、醫護
和大眾都會產生不少負面情
緒；醫院史無前例地把屍體暫
存醫院大堂，導致求診者或逝
者家人造成不安及憤怒；到處
出現排隊買檢測包及搶購超市
貨品人潮，反映市民內心充斥
着憂慮與恐懼；大量食肆停業
及經濟下滑引起的失業，勞資
雙方都對未來感到絕望；公共
運輸亦大受影響服務…… 眾多
的負面消息，衝擊着港人的心

情；早已經有被圍封市民及竹篙灣強
檢人士情緒爆煲，與管理人員發生
衝突，甚至有個別自殺及家暴個案發
生，面對勢如海嘯的疫情，加上不能
離港所壓抑的負面情緒，抗疫自救
外，還需要救助心靈。」
「有見及此，香港及聯合國Hu-

manitarian Response註冊的國際心理
救援組織『災後心理輔導協會』設立
免費輔導『疫情．屈機熱線』，每晚
8時至11時由心理輔導員接聽，希望
可以在疫情洶湧之時，為無助者提供
心理輔導。」
「屈機」來自電子遊戲用詞，旨在

免費為來電者度身訂做「屈機」技
巧，讓他們可以輕鬆面對「疫」境，並
且提升免疫力，走出「疫境」迷宮。

疫情下的傾訴熱線

懸疑故事經常以殺人開頭，
倒不是必須如此，只是非正常
死亡作為一次事件具有極為強

烈的異常性。異常性愈強，日常的判斷標準
就愈不起作用，能夠激起人的好奇心也就愈
重。而死亡在案情大白於天下的時候，也令
這個無法逆轉的事實看起來沒那麼絕望了。
所以，作為事件性的死亡，以及作為人類命
運的死亡，它們雙重加強了懸念和解決懸念
的價值。
不過，懸疑故事實際上並不聚焦於死亡，
死亡只是一個開端，負責引出推理行動。死
者更不是任何懸疑故事的主角，懸疑故事當
中真正的主角是那個從不現身的兇手。他為
什麼殺人？又如何部署行動？這些都是謎。
為了揭開這些謎，偵探開始根據法醫報告和
手頭現有的各種資料尋找線索，並確定一些
嫌疑人，然後，就走出警局，去印證證據和
嫌疑人的匹配度。荷里活拍過那麼多的傳統
刑偵劇，統統都是這種結構。它的本質，是
要突出兩個重點，一是邏輯、一是個人身
份。借由懸疑故事對嫌疑人的排查，我們能

夠看到環境當中的每一個人。
而這一切，都是偵探的實踐帶來的。與其說
偵探去找嫌疑人是為了抓捕兇手，不如說他們
是為了幫嫌疑人洗脫罪責。因為在探案過程當
中，偵探很快就會發現他的方向錯了。這些嫌
疑人雖然看似有嫌疑，接近之後才發現他只不
過與警局的證據鏈重合最多。真正的兇手，往
往遠離警察的證據鏈，是那些貌似人畜無害的
路人。這是懸疑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實踐超越
實證的一種觀點。因為案情的進展讓我們發
現，事態遠遠要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很多，我們
依據證據獲得的結論正在因為我們的實踐一個
個被推翻，實踐將我們領向一個未知。
荷里活的刑偵劇是這樣，阿加莎和柯南道

爾也是這樣，他們都是實踐精神的代言人。
他們故事裏的偵探都是行動派，最顯著的特
長就是觀察。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看向了
他所到之處的一切。尋找殺人兇手的目標這
樣明確，也讓整個行動自然成了擁有目標的
一套嚴密邏輯，不過這不是我們印象裏枯燥
乏味的數學邏輯，有了關於死亡的討論，邏
輯和人性便合二為一，發人深省。阿加莎依

靠波洛老頭的比利時口音以及和善的個性軟
化了偵探理性的形象，柯南道爾更厲害，他
直接把福爾摩斯的人性具體為他的助手華
生，讓他時刻喚醒和拯救福爾摩斯。
人人都喜歡這種合二為一，它讓人性看起來

不絕望，又讓邏輯看起來不枯燥。通過努力和
理性，我們就能達到我們想要的一切。再也沒
有比這更好的理性主義展示。甚至，阿加莎和
柯南道爾比美式的刑偵劇還要更高明，因為他
們的懸疑並非線性的一步步把各種嫌疑人扔到
腦後，而是會令他們都匯集成一整套互相作用
的系統，共同促成那個結尾。這個懸念的大白
於天下使每個人都牽扯其中。
不過，懸疑的解答，偵探最功不可沒。甚至
可以說，如果沒有偵探的頭腦，僅憑這些雜亂
無章的蛛絲馬跡，一般人是怎麼也無法將之合
而為一的。這樣，作為理性的偵探就被神化
了。啟蒙運動以來對精英的肯定在這種敘事當
中成為主角。他們都是有覺悟的人，他們也務
實，能夠在組織材料當中令自己找到真相。而
這種理性因為是唯物主義的，就成了道德的，
一種導人向善的道德。

懸念（一）

春在千門萬戶中
春天是個美好的季節。她溫暖

明媚，多彩多姿，充滿希望，富
有詩意……所以自古以來，人們
都熱愛春天，盼望春天。當春天
還未光臨時，許多人又急着尋找

春天……那麼春天何處尋？歷代詩人各有
高見。
宋代理學家朱熹，終日埋頭書堆，鮮聞

世事，但也難卻春天的誘惑。當春天的腳
步走近時，他也春心萌動，發出了「書冊
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的感嘆，
並走出書齋，走向田野，去尋找春天。他
在《春日》一詩中寫道：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詩人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裏，信步來
到泗水邊上遊賞，只見到處都是嶄新的景
象，無邊無際的風光煥然一新。那溫暖的
春風陣陣吹來，吹得百花盛開，萬卉吐
艷。就從這萬紫千紅中，他尋到了爛漫的
春天。
另一位宋代詩僧仲殊，也難耐佛門的寂

寞。他則另闢蹊徑，去尋找心儀的春天。
他在《潤州》一詩中寫道：

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康宮。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千古名勝北固樓前，悠揚的笛聲隨風飄
揚；伴着笛聲，片片雲朵從南朝故宮中飛
出。在這乍暖還寒的2月天氣裏，詩人站在
樓前放眼望去，只見「潤如酥」的小雨輕
輕飄落，遍地都是如茵的芳草。他猛然發
現，春天就在籠着芳草的濛濛細雨中……

萬紫千紅也好，濛濛細雨也罷，這樣的
春天雖然很美，但腳步似乎遲緩了一些。而
有的詩人眼光更為敏銳，他們常能見微知
著，從一枝一葉中發現春天。如唐代大詩
人白居易，曾在《魏王堤》一詩中寫道：

花寒懶發鳥慵啼，信馬閒行到日西。
何處未春先有思，柳條無力魏王堤。

寒意料峭的一天，詩人來到洛陽郊外尋
春。此時，花兒還懶得開放，鳥兒也不願
啼叫。詩人在花木、鳥兒這裏尋不到一絲
春意，只能再到別處去尋。他騎在馬上，
隨意閒行着，不知不覺已經到了黃昏時
分。他尋遍了田野、河川的每一個角落，
卻始終沒有發現一點春色。就在他準備離
去時，一抹綠意讓他眼前一亮！只見那魏
王堤上的垂柳已經抽出細絲，吐出嫩
芽，他就從剛吐綠的柳枝上，尋到了明
媚的春天。
也有的詩人，對春天的盼望更為迫切。

如北宋詩人毛滂，在皚皚白雪中，就去
「撥雪尋春」。他在《踏莎行．元夕》一
詞中寫道︰

撥雪尋春，燒燈續晝，暗香院落梅開後。
無端夜色慾遮春，天教月上官橋柳。

這位詩人白天在殘雪中尋春，沒有尋
到，但他仍不甘心，晚上又點起燈來，繼
續在暗香浮動的院子裏尋找。那沉沉夜色
想把春光遮住，但可愛的月亮卻偷偷地爬
上柳梢。明亮的月光下，他從那綴滿嫩綠
芽苞的垂柳絲上，猛然發現了春天的身
影，自然欣喜異常。
還有的人對春天過於癡迷，尋春也更加

執着。如唐代有個叫無盡藏的女尼，盼春
簡直如癡如醉。在寒風料峭中，她不辭辛
勞，苦苦地去尋找春天。她在一首《悟道
詩》中寫道：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
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好一個癡情的女尼！為了尋找春天，她
終日奔波，踏破芒鞋，入嶺穿雲，跑遍了
山山嶺嶺，卻一直沒找到春天的蹤跡。就
在她失望地回到尼庵，準備翌日再尋時，
忽然看到室內的梅花正含苞初放。她立即
拈起一枝梅花嗅聞，驚喜地發現：春在梅
花枝頭已昂然十分了！原來春天就在屋
內，就在她的身邊！
以上詩人尋春，主要着眼於自然風光。

而有的詩人視野更為開闊，把尋春的目光
轉而移向人間的世俗風情上。清代詩人葉
燮，就是這樣一個善於體察生活的人。他
在《迎春》一詩中寫道：

律轉鴻鈞佳氣同，肩摩轂擊樂融融。
不須迎向東郊去，春在千門萬戶中。

詩中說，在這新舊季節交替的時刻，到
處喜氣洋洋。去迎接「春神」的路上，車
水馬龍，人們熙來攘往，笑語喧嘩。此時
家家戶戶，也都喜氣盈門，其樂融融，充
滿喜悅之情。詩人就是從這美好的節日氣
氛中，感受到了生機盎然的春天。這樣的
春天，何必到遠處去尋？她就在千門萬戶
之中啊！從這些熱情洋溢的詩句中我們可
以看出，詩人眼中的春天，歡樂祥和，多
彩多姿，富有純樸的生活氣息和濃郁的人
情味。這在今天讀來，也感到十分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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