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商」陳立發話當年

香港草書名家吳任
自從內地書法界颳
起一股流行書風以
來，一眾書法家為了

參加全國書法大展，紛紛追隨某些
創出流行書風的評委，於是，流行
書風便風乘火勢，火助風威，甚囂
塵上，直捲華夏半壁江山。
記得有些書法家為加入中國書法
家協會，不得不屈就參加那些評委
主辦的書法研修班，令人扼腕嘆
息！殊不知，書法家有自己的個性
才是最重要的，若人人都按流行書
風寫作品，那便千人一面，俗不可
耐了！
幸好，香港自有一片清涼之地，
不受流行書法「污染」，這緣於香
港有一些優秀的書法家以其獨到的
書法造詣，頂住內地的流行書風，
令人欽佩的草書大家吳任先生便是
其中一位。
吳任先生祖籍福建龍海市人，早
年跟隨潘主蘭、沈覲壽先生學習書
法篆刻，尚四書，工篆刻。廣涉甲
骨、鐘鼎、彝器、詔版、簡帛、六
朝碑刻；行草書由魏晉章草入，並
師張芝、二王、張旭、懷素、米

芾、黃庭堅、王鐸諸家，他集各家
之長，自成一家。吳任先生以草書
見長，他不法為法，不古為古，別
有一番氣象。他的草書出於旭、
素，又不同於旭、素，融匯王鐸與
章草，其使轉圓中帶方，方中帶
圓，氣以承勢，勢以禦氣。吳任先
生喜蘭，我覺得他的草書筆法有幾
分像蘭枝，柔韌而勁節，如周星蓮
所云︰「有新鮮秀活，呼吸清淑，
擺脫塵凡，飄飄乎有仙氣。」
最近中歐書法家協會推出一批精

英名士書法，吳任先生草書作品獲
高度讚賞，其點擊率達60萬人次之
多，遠超其他「中書協」的名家，
足見其功夫獨到。由是者不禁令人
回憶當年日本書法鼎盛時期，似有
壓倒中國之勢，後林散之一出，抗
衡日本方家，以一人之力敵一國。
吾竊以為香港吳任先生亦可憑一人
之力抵禦流行書風在香港的蔓延。
最近，吳任先生在香港成立了香

港草書書法院，與香港愛好草書的
書家一道互研互促，勢必將香港本
地草書藝術水平推上一個新的台
階。

中醫中藥被譽為中
國 的 「 第 五 大 發
明」，近年更在世界
各地日漸普及，實有

賴於一群不忘本、飲水思源的華僑
默默地一代又一代傳承發揚，好像
我們在新加坡攝製《一帶一路醫藥
行》時，訪問了其中一位「儒商」
佼佼者——陳立發先生。
陳立發先生的父母是廣東汕頭
人，因為謀生來到新加坡。他在當
地出生，當時的新加坡缺醫少藥，
中草藥用得最多。他自小在農村生
活，經常爬樹採摘果實而不小心
摔傷，家人就用中草藥洗乾淨後
攪製上敷。有時被狗咬傷，老中
醫也會用草藥和着冷飯塗在傷口
上。「這是當年最普遍的治療方
法，有點像昔日內地的赤腳醫
生，很靈驗的。」談起當年，陳立
發滿臉笑意。
他發現中醫對一些疑難病症，特
別是皮膚病有着顯著的療效，儘管
有人傷口潰爛得厲害，吃抗生素也
不見效，但是老中醫卻可以妙手回
春。後來，在華文學校畢業，他就
跟幾位同學一起創辦「科藝」，從
事中醫藥行業一直至今，超過50
年，「科藝」現時已發展成為新加
坡的著名企業，專門提供保健品、
中成藥、中醫治療、健康課
程與講座等服務，2003
年，他更引入擁有300多年
歷史的中華老字號「北京同

仁堂」到新加坡，共同合作。
大活絡丹是中國歷史悠久的中成

藥，是「北京同仁堂」王牌產品之
一，為了讓新加坡民眾也能用到，
陳立發先生可以說是用盡方法。他
告知：「北京大活絡丹在新加坡的
歷史，也算蠻久的一個時間。在早
期中藥還沒有管制之前，大活絡丹
是可以直接進口。後來就是牽涉到
當中裏面有一個黃連的成分，這個
成分當中，有牽涉到一個Berber-
ine，就是小檗鹼。所以，當時大活
絡丹，就被列入為新加坡禁止使用
的成藥。
那麼，我們為了突破這方面的界

限，跟我們同仁堂的一些負責人，
尤其是丁總（現為丁永玲董事
長），幾經周折，在處理過程當
中，她也理解到，如果一個藥物要
進入一個新的國家和市場，必須符
合它的一些醫療條件和管制的標
準。最後終於克服重重的困難，才
把我們這個大活絡丹引進到新加坡
來，讓這些有風濕痛，或者是中風
後遺症的病人，獲得一個很好的照
顧和治療。」
大活絡丹終於順利進口新加坡，

推出後備受當地市民廣泛好評，
「北京同仁堂」的口碑也成功建立
起來！

本年度第十七屆「愛心
獎」得主蔣麗萍，9年前創立
了「愛基金」這個平台，主
力幫助內地留守兒童和香港

青少年。蔣麗萍由歌唱舞台轉到福音講台
繼續發光發熱，「基金會的義工就是讓有
需要的人都明白我們知道他的存在，有人
聆聽他的艱難，讓他得到力量可以堅強地
活下去……就如李啟言（阿Mo），我認識
李盛林（李啟言父親）牧師10多年，希望
阿Mo繼續奮鬥創造奇跡，早前我連同一班
有心的圈中人，包括歌者、舞者、演話劇
的老中青超過100人一起為他祈禱，我相信
阿Mo如果有機會重新站立起來，讓全世界
人都看到就是最奇妙的作為，但我們祈禱
不要妄求，在過程之中，人的心被滋潤聯
繫起來，有很多年輕的舞者他們未必認識
阿Mo都來了，就是因為心痛，這件事的發
生讓我們的愛重燃。」
「李盛林牧師是一個很好的牧者，事發
後我向他說，如遇到再大困難都不用怕，
上天不會給他超過他能負擔的，正因為他
是強壯的牧者，知道他能夠捱得過去，更
藉着他這個家庭將愛傳到整個社會。阿Mo
在多倫多教會中長大，很多人認識他，他
有這樣好的父母，也有自己的夢想，我想
向他說要繼續堅強，不要放棄，將來可以
出一本書，這本書可以去到全世界，將你
的思想領域安慰苦難中的人，希望神跡出
現，有一天我們可以一起紮紮跳！」
蔣麗萍來自一個不平凡的家庭，父親蔣

震是注塑機大王，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塑膠
廠，「父親的轉捩點由接到那張新訂單開
始，客戶要求製作一種全新的紅白間色塑
膠小足球，當年塑膠製品沒有混色的，他
並非科學家，但他答應了即不眠不休鑽
研，皇天不負有心人，西瓜波終於誕生
了，大受歡迎！我們本來來自基層家庭，
曾住天台木屋，父親勉勵我們要立志，有
能力便盡量捐助別人，他不捨得吃昂貴日
本餐，卻可以一口氣捐一千數百萬給有需
要的人。父親好可愛，稱自己講的是東東
話，就是山東話和廣東話的混合體，在我
心中他是一位強人。二姐蔣麗芸被譽為

「政壇元秋」，其實我不知道元秋是怎樣
的，但二姐的確有俠女精神，我讀小學時
她讀初中，有人欺負我，她會拖住我手找
人家算賬復仇！可能就是這一種豪氣，所
以有這個花名。二姐愛唱歌，當年我只有
10歲，她拉我去參加《聲寶之夜》，她沒
有進入決賽，我唱《今天不回家》得到4盞
燈，得到好多獎品，冷氣機、雪櫃等等，
但父親說全都捐出去，因為我們家裏已經
有。」
「就是這個小時候的經歷，我在美國完
成大學後決心返港加入樂壇，終於1981年
我參加了麗的『亞洲歌唱比賽』入了娛樂
圈，答應父親用5年的時間去完成我的夢。
1982年我由麗的轉去無綫，當年梅艷芳
（阿梅）在第一屆新秀大賽脫穎而出，無
綫當然力捧。我、景黛音和阿梅合作了唯
一一套電視劇集《香江花月夜》成為老
友，她愛西城秀樹常常飛日本捧偶像，也
找我們來作伴，她看得興奮，我就若無其
事，哈！她又愛拍完劇去消夜，半夜收工
吃至天光，後來我因太累沒有奉陪，不過
她真好義氣，次次都搶着結賬。」
1988年蔣麗萍信守承諾離開了娛樂圈，

發展房地產事業，及後轉到慈善工作，她
的3子1女都是學霸，對母親的善行心領神
會，「他們說以前你是個虎媽，自從跟你
到山區工作，我們對你非常尊敬！今次我
獲得愛心獎17萬美元的獎金，我會全數贈
予不同的志願團體，因為願意委身去做慈
善工作的人並不多，我要鼓勵他們不要放
棄。實在，慈善工作更深層次的意義就是
傳遞愛！」
人生如果 80

歲就是4,000個
禮拜，蔣麗萍
的禮拜用得非常
充實，也正是我
們學習的好對
象，別讓這些
禮拜浪費！

蔣麗萍爆二姐蔣麗芸是政壇元秋
要數最近的重要大事，莫過於10月16

日早上10時，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
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文公子喜聞習近平代表十九屆中央

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而且對香港社會的繁榮安
定，非常關心。他特別提到中央面對香港局勢動盪
變化，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落實對香港特區的全面
管治權，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準確推
進「一國兩制」實踐，推動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
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令香港得以保持長期穩定發展
良好態勢。作為香港居民，文公子對中央能透視全
局的廣闊視野，迅速撥亂反正的行動，以及一直對
維護「一國兩制」的重視和堅持，非常欣賞。
習近平在報告中，更特別提及「一國兩制」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全面
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
澳，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澳」原則，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
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支持香港、澳門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
發揮作用。
事實上，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一向不遺餘力。最
明顯的例子，就是在疫情期間，中央在內地奮力抗
疫之餘，仍協助香港對抗疫情，並毫不猶豫為香港
提供由核酸檢測、民生和醫療物資供應、方艙醫院
興建，到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支援。無論是人手、物
資和各種資源，都源源不絕供港，未有因疫情間
斷，絕對有助香港社會逐步走出疫情。相信大家都
應該心懷感恩，並全力支持國家堅持的抗疫防疫政
策與措施。
2019年9月開始，香港由一個法治社會，變成亂
世；猶幸香港有專業勇毅的警隊守護社會，配合中
央果斷訂立香港國安法，才能轉亂為治。港人經歷
過由外部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必定深有感
受；因此文公子對習近平提出的，國家在面對國際
局勢急劇變化，須保持戰略定力，發揚鬥爭精神，
在鬥爭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全面推進中國
特色大國外交，牢牢掌握國家發展和安全主動權的
做法，深表贊同。就算是一般市民，其實亦應精誠
團結，提高警覺，力防倡「獨」勢力的分裂活動，
以及干涉國家事務的外部勢力，死灰復燃。

中央一直支持香港

「落花滿天蔽月
光，借一杯附薦鳳台
上」。就算不是粵劇

迷都一定知道這是粵劇戲寶《帝女
花》的經典曲詞，全憑任劍輝、白
雪仙（仙姐）演活了唐滌生版的
《帝女花》，首次公演日期是1957
年，場地是殿堂級表演場地利舞
臺，今年正是首演65周年的重要日
子，「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為紀念
這個特別日子，籌辦了「帝女花
65」一系列共9個活動，其中之一
是現正在銅鑼灣利舞臺廣場舉行的
「長平影像65影集展覽會」，另一
項活動是明年在西九文化戲曲中心
上演多場《帝女花》，由5位小生
演周世顯，7位花旦演末代公主，
每晚不同配搭。
展覽前兩天舉行了開幕儀式，3

位明年將飾演長平公主的花旦到場
站台閃爆利舞臺，包括南鳳、鄧美
玲、新生代花旦林穎施及米雪，米
雪雖非伶人，但與長平公主的淵源
是她曾參演《武俠帝女花》。
展覽作品命題圍繞長平公
主，10 多位跨界別的藝術
家，位位大師級，另亦邀市民
參與，一起透過65個影像，
以當代的演繹方式展示他們心
目中的長平公主，想像她由上
世紀五十年代戰後至今天疫後
重生，以不同形象與當代對
話。展覽用年代劃分，展現梨
園前輩與後浪的傳承。展區正

門重現當年金碧輝煌利舞臺的舞台
設計，十分有氣派，喚起集體回
憶。
利舞臺不單是「任白唐版」《帝

女花》首演之地，其興建與粵劇更
有莫大關係。利舞臺將粵劇由戶外
搭建的戲棚帶到豪華的室內表演場
地，舞台有更多變化，觀眾席環境
舒適，孕育了現代粵劇的發展，貢
獻不少，利舞臺廣場的業主希慎興
業，更贊助今次展覽，支持文化藝
術發展。
與「帝女花65」的總舵手陳善之

相交多年，他醉心藝術和粵劇，是
仙姐的好友，為了紀念《帝女花》
65周年，他籌劃多年，絞盡腦汁和
打盡人情牌，誓要將紀念活動辦得
盡善盡美，既迎合大眾又唯美。粵
劇迷勿錯過這個不可多得展覽，任
白迷更勿錯過。
（注意：展期有限，至10月25
日為止。場地：利舞臺廣場地面、
一樓及二樓，免費參觀。）

《帝女花》65周年展覽

說到詩與遠方，我們心中都很
期待，因為無論是唯美的詩，還是
充滿着幻想的遠方，都觸發着無限

的憧憬和嚮往之情，而恰好的人間煙火是我們
應該熱愛的。
也許大家平時忙於工作或者各種應酬，並沒

有怎麼注意到生活的地方，以及身邊的一些人
和事。在大灣區的繁華城市裏，曾經遇過一幅
動人的畫面，在一條熱鬧的大街上，有一對小
夫妻開了一家簡陋的小店，做的生意就是炒
粉，一碟粉也只賣8元至10元，還記得那位妻
子特別漂亮，在她那雙澄清的眼睛，看得出
來，她非常滿足於這種小生活，每碟粉是由她
炒出來而她的丈夫就負責雜務。
雖然店舖很小，但是每天去光顧的客人卻很

多，大部分人都因這美味炒粉和超凡技術慕名
而來，可能是因為她非常專注去做好這一件事
吧，但也有些人卻好奇，為什麼一個這麼漂亮
的女孩子，明明可以憑藉自己的顏值吃飯，卻
甘願在這烏煙瘴氣的煙火裏浪費時間？她大可
以去過上更好的生活。
是的，有些人會習慣用世俗的眼光來判斷別
人的生活，然而我卻很欣賞這位女孩，我們不
必用自己的眼光來代入別人的角色，如果看到
這位女孩子，便會發現當她非常用心做着自己
擅長的事情時，臉上的笑容卻特別燦爛，看得
出來她是一個真正快樂的人，她能夠深入到煙
火氣裏還能熱愛人間煙火。
其實大家也可以從此得出一些領悟，知道朋

友們當中很多都是正在創業，而在大灣區這個

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城市裏，每個人都想成就一
番大事業，有這樣的夢想是很好，不過，不管
在什麼時候，夢想有多麼遠大，我們都別忘了
熱愛着人間煙火，也可以說，這不只是一種生
活方式，而是一種積極的心態。
因為創業也可能會經歷失敗，一旦我們最初
的夢想破碎很多人就會從此消沉，但在逆境
裏，依然還能夠熱愛人間煙火，這種心態就值
得我們學習。
簡單來說，詩與遠方是我們所期待的，創業

成功，打造出一番大事業是我們所希望的，但
是，如果有一天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或暫時不能
實現時，也要告訴自己，人間煙火也值得我們
去珍愛，如果能夠擁有這樣的心態，已經可以
算是人生贏家了。

也要愛人間煙火

住在「首府」
「想要一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

地方……」初聞不知曲中意，再聽已
是曲中人。曾在青春歲月裏隨口哼哼
的歌，後來卻成了我的心聲。
2016年的夏天，我家先生說：「城

東有好多新樓盤，去看看？」基於老
家方位，城東偏了，不列入考慮範圍內，僅
抱着湊熱鬧的心態去逛逛。售樓小姐問：
「請問先生小姐對房子或戶型有什麼要求
呢？」「小三房，陽光好、格局好、視野開
闊。」她的話音剛落我便脫口而出。「走，
帶你們去『萬星首府』看看！」「首府」？
我心中一愣：好霸氣的名字！瞧瞧去！
只因在樓群中多看了「首府」一眼，從此
家便有了定位。交首付款時房子還沒封頂，
我像個孩子一樣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時常
會想去看看它。晚飯後我邀先生一起到新房
處溜達溜達，先生說：「房子都還沒建好，
有啥好看的！」他理智地回答着，卻又快樂
地跟我一起出發。一路上我們開心地聊着，
心裏充滿了喜悅與憧憬。我們把車停靠在路
旁，遠遠地、幸福地眺望着，目測哪一層是
自己的家。夕陽漸漸隱退，那高樓及塔吊成
了黃昏中最美的剪影。
2019年的冬天，我們搬進了新家。那時社

區及周邊的住戶不多，尤其是晚上，燈火稀
疏，一片寂靜，突然覺得自己住在偏僻的郊
區。買菜購物也很不方便，加上好些樓盤還
在興建，來往的工程車輛揚起的塵土漫天飛
舞。茶几、窗台兩天不擦滿是灰塵……
3年後的今天，永定住建部門精心謀劃，

合力社區整治改造，社區周邊的環境發生了
日新月異的變化。規劃中的幼稚園、小學、
中學都已建好並正常上課了，十字路口裝上
了紅綠燈，周邊店舖愈來愈多，這一帶漸漸
熱鬧了起來。原本雜草叢生的路邊建起了亭

台，鋪了精緻的方磚小道，小道兩旁種上了
香樟、紫薇、三角梅等許多花草。月上柳梢
頭時與愛的人漫步在花影朦朧的小道上，或
坐在涼亭裏，聽竹葉沙沙、流水淙淙，將收
穫別樣的浪漫。社區正大門新建的菜市場也
已開張，到了飯點再下樓買菜也不遲。而社
區側門有廣場、超市、影院、KTV、飯館，
還有通向城區各個方向的公交車站點，無論
出行還是購物都極其方便。朋友調侃道：
「你們社區像特區一樣，不愧是首府！」
享受「首府」的待遇，目光所及都是美

景，心樂之。
晨間，雲霧繚繞的遠山呈淡淡的復古藍，
猶如水墨畫卷。近處，青葱綠翠的山腳下有
幾十戶農家，偶爾也有炊煙裊裊的景象。蜿
蜒的小溪繞着村莊緩緩而流，小溪旁翠竹依
依，飛鳥和鳴。菜園裏四季如春，一畦畦或
深或淺的綠，清清爽爽的。絲瓜的藤蔓沿着
瓜架還在努力地攀爬，那綠綠的葉、黃黃的
花，卻早已把瓜架擠得滿滿當當的。生機勃
勃的菜園像是我的私家花園，站在陽台放眼
望去，田園風光盡收眼底。夜幕下，遠遠近
近的燈火璀璨如星，菜田裏蛙聲起伏……
早晨上班，一出電梯門，清新的空氣撲面

而來，映入眼簾的是錯落有致、鬱鬱葱葱
的花草樹木，鳥兒在枝頭嘰嘰喳喳地歡
叫。美好的一天在鳥語花香中開啟。夕陽西
下時，隱藏在綠化帶內的小音響會準時響
起，迎接下班歸來的人們。那悠揚的音樂讓
疲憊的步伐不禁輕快了起來。社區一角孩童
們在歡樂地遊戲着，樹蔭下老人們三三兩兩
或坐或站的拉着家常，一片安居樂業、幸福
祥和的景象。
一座城市的美麗，不僅要有舒適的環境，

還要有淳厚的民情。這裏的民風很淳樸，商
家們服務周到，態度極好。有一次，肉秤好

後才發現我忘帶錢了。老闆說：「沒事，肉
你先拿去，錢下次再給。」這裏的人們很熱
情，來者皆是客，無論認不認識，只要進了
家門都有熱茶接待。「叮咚」門鈴響了，開
門一看是鄰居的小姐妹倆，捧着一大盤水果
樂呵呵地說：「阿姨，我們去果園採摘了，
這水果給你們嘗嘗。」鄰居們去採摘、釣
魚、回老家所帶回來的好東西，都會彼此分
享。出門一碰面都是熱情的招呼聲，生活在
充滿人情味的小城很溫暖。
海子說：「從黎明到黃昏，陽光充足，勝

過一切過去的詩。」有陽光的地方就有溫暖
和希望，向陽而居，心情也隨之晴朗。我家
的陽光特討人喜，除了夏季它不進陽台，不
進窗，其他三季都陽光滿滿。尤其是冬天，
早晨一拉開窗簾，陽光便迫不及待地鑽了進
來，落在床上，隔着玻璃都能感覺到它的溫
暖。小時候媽媽喊我們起床時總愛說：「太
陽都曬屁股了，還不起床！」那時，曾無數
次想像被陽光親吻的滋味。
在哪安居好？眾說紛紜。都說人往高處

走，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和發展，有條件要到
市級以上的城市買房……我覺得：宜居，小
城也！我所居的小城——永定，水碧山青，
風景宜人，既有城市的小洋氣，又有小村的
質樸感。沒有車水馬龍的喧鬧，但也不失都
市的繁華。古樹參天的鳳山公園，靜謐清幽
的南山公園，花紅柳綠的沿河棧道，都是人
們休閒健身的好去處。街頭各種特色小吃隨
時能滿足你的舌尖。乾淨整潔的柏油路，四
通八達，每隔一小段路便有公交網站，人們
出行非常方便。街道兩旁綠樹成蔭，給人以
舒適、靜逸之感。
永定，一片朝氣蓬勃的土地，一座宛若畫

卷的小城，不僅宜居，更是宜人。住在「首
府」，幸福感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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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萍祈禱阿
Mo 可 創 造 奇
跡。 作者供圖

◆《帝女花》65周年影展由仙姐好友陳
善之（右）悉心策劃。 作者供圖

◆「儒商」陳立發先生
（右）排除萬難，將大活絡
丹引進新加坡。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