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蘭與中國文化的淵源

情繫輕鐵
港鐵為向市民全
面推廣元朗、天水
圍、屯門區的生態

景點、本土風情、歷史文化與所
在地的美食，推出了一種嶄新的
生態旅遊本地團——「輕鐵
團」。「輕鐵團」一經推出，便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學生參加。10
月1日那天，我隨團參觀了以前
「遊客止步」的輕鐵車廠，領略
一番輕鐵的內部運作。當我聽聞
港鐵總車務經理關偉麟先生說明
年是香港輕鐵成立35周年，便打
算創作一幅反映輕鐵的水墨畫贈
送給輕鐵廠。當我與畫家葉永潤
提及此構思時，他即表示樂於共
同創作。
我參觀輕鐵車廠時拍了不少輕
鐵照片，且當時輕鐵還開專車載
我們旅行團暢遊屯門，故對沿途
風光，我也印象深刻。由於創作
素材充足，經過幾天的努力，一
幅2.4米長，1.2米寬的《情
繫輕鐵》便告完成。
《情繫輕鐵》畫中一輛輕
鐵正從紫荊樹旁經過，紫荊
花正開得燦爛，此畫寓意香
港回歸祖國25年後，經濟
穩步向前發展，欣欣向榮，
蒸蒸日上。畫作送到輕鐵
廠，立即引起港鐵高層重
視，即時決定裝裱起來掛在
辦公大樓的入口大堂，供本

廠員工和前來參觀的遊客觀賞。
11月5日，港鐵管理層在屯門輕
鐵大樓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贈畫
揭幕儀式，香港立法會議員張欣
宇、港鐵客運服務總監楊美珍、
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總管黃
琨暐、總對外事務經理勞俊衡和
百多位街坊出席儀式。其間，港
鐵員工即場以二胡演奏樂曲，伴
隨優美的樂曲，梁君度和葉永潤
兩位畫家即席揮毫，向出席儀式
的嘉賓書贈題為《同心協力 服務
社區》、《不忘初心 再創輝煌》
等書法作品，前來參觀的街坊更
是興奮異常，非常享受這一藝術
盛宴。
與港鐵人員交談之中了解到，

港鐵甚重視員工的業餘文化生
活，除體育活動，還經常組織書
畫、音樂、歌舞等活動，體現這
個全港最大公營企業的領導層重
視公司內部的文化建設。

我們在攝製電視
特輯《一帶一路醫
藥行》的時候，特
別選擇了前往波

蘭，介紹中醫藥在歐洲當地的歷
史和發展。適逢2018年，恰巧是
波蘭獨立100周年，有人說波蘭是
「悲傷之城」，但它同時也是
「希望之城」。
波蘭因為地理位置獨特，16世
紀時曾經是歐洲強國，可惜其後
不斷被戰火蹂躪，逐漸走向弱
勢，更曾經亡國123年，直至1918
年，在波蘭人約瑟夫．畢蘇斯基
領導下，再次獨立，重建國家。
我們在華沙下榻的酒店，正好面
對着以這位獨立功臣的名字命
名、在當地最大的廣場，中央更
豎立着紀念他的雕像。
不遠處的博物館，裏外亦有各

式各樣的雕塑，都是紀念當年華
沙起義而建立。歷經戰火洗禮的
波蘭，由於獨特的位置，亦匯聚
了不同文化。波蘭在二次世界大
戰後休養生息，經濟迅速發展，
積極重建，曾經被夷為平地
的華沙老城，全部建築物皆
根據戰前特色復修，現今整
個城區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是華沙必到的旅
遊景點。
波蘭可謂名人輩出，天文
學家哥白尼、物理學家居禮
夫人和音樂家蕭邦，都是波
蘭人。他們對音樂家蕭邦更

引以為傲，到處都能找到他的影
子——在街道上休憩的長凳，只
要按着設置的鍵掣，就可聽到蕭
邦的樂曲。
而在波蘭竟然讓我們找到中國

文化的蹤跡，華沙著名的蕭邦公
園內，佇立着一個中式涼亭。原
來這個中國園在18世紀時，由當
時的波蘭國王引入，這個富有中
國特色的亭台樓閣，旁邊道路也
被命名為「中國大道」。其後庭
園復修，園內一對石獅上面，就
刻着︰北京恭王府贈送。
說起中國文化，波蘭同中醫藥

有着深厚的淵源，早於17世紀，
波蘭傳教士卜彌格來到中國，曾
在澳門、海南島和廣州生活和工
作，對漢學有深入研究，包括地
理、醫學、野生生物、風俗等範
疇，被譽為「波蘭馬可孛羅」，
著有《中國地圖冊》、《中國植
物誌》、《中國醫藥概說》、
《中國診脈秘法》等書籍，是中
醫文化西傳的拓荒者……

（待續）

一直支持欖球賽事，也是
欖球家長教練的前民政事務
局局長徐英偉（徐Sir）沒有
進場欣賞今年復辦的「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原因此刻他正在新加坡
外訪。其實由年初離開政府請辭之後徐Sir
非常低調，到底那段日子去了哪裏？多時未
見，他依然活力充沛，笑意盈盈地接受「舊
日的足跡」專訪，「當時疫情高漲我去了派
物資、派口罩、去郵局排隊領取政府檢測用
的樽分發給有需要的人士，市民沒有認到
我，可能他們猜不到我會在哪裏出現。」
接觸過徐Sir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位好動

的海歸派，昔日在政府的公務上，特別在義
務工作的範疇上總是有求必應。終於在5月
他再在臉書出Post，引起了各方好友的熱烈
回應，9月更活躍起來開始寫專欄、拍短
片，稍後更會為TVB主持訪談節目，何時
推出？「差不多了，其實我在大學時期已有
經驗，因為自知口齒不伶俐要自我挑戰，我
到校園電台用廣東話讀新聞，初時多砂石，
後來好順暢了。我大學畢業之時也很怕醜，
可能我是獨子吧，我在銀行工作練大了膽
子，例如有人倒翻水、失禁等我要負責拖
地，也有多次遇上賊人持械行劫，我學會保
持鎮定，不要驚慌，如何處事，怎樣向前
行。」
兩年前43歲的徐Sir被委任為最年輕民政
事務局局長，當時是否感到前途一片光明？
「我沒有，實在我好緊張，就如運動一樣，
突然領隊要我落場，當時還未拉好筋就要入
隊，只覺前面有好多挑戰！」
提及1月份的「生日派對」，他直言「做

人就是要有勇氣去承擔，政治就是這樣，我
就是最不希望見到3、4月的疫情爆發，雖
然並非因那件事而擴散，但是觀感不好，雖
然當日收緊訊息剛出來，未執行，但無論怎
樣，作為問責官員都應該去承擔。」
對於特首點名對你失望會難以接受嗎？

「沒有，當問責官員要比紙更白，有不對的
要去承認要去負責。」

可有想過政府要換人嗎？「一直都有，
目的要令社會盡快團結，1月31日請辭，我
就是要做實事，回頭看這件事也處理得太久
了，雖然非我一個人可以決定，一切要跟程
序進行。想不到自己是最後一任民政事務局
局長，現任的兩位新局長都好用心好有心
的，我對新一屆政府滿有信心，班子裏充滿
了肯做事用心的朋友，我在旁邊要做好隊友
的角色，支持他們。」有再見林太嗎？「沒
有，她很忙，沒有機會，其實每個人做好自
己本分是最為重要。」
傳聞徐Sir會參選人大代表轉跑道，是真

的嗎？「我沒有，未有特別去計劃，當然如
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便會出現。其實我
很多謝太太一直對我的支持，當年我在加拿
大銀行工作時遇上了她。太太知道我的工作
困難，亦好難明白，但她給我很大的動力，
回到家中便知道有這位好夥伴在身邊，我好
幸福。」
相信在這半年，轉跑道的徐Sir和劍橋才

女太太Leslie 、12歲與9歲的兒子享受了慢
活的天倫樂，稍後他必將會更忙，因為有心
有力的人才正是香港最需要的，徐Sir使我
想起了羅文的《前程錦繡》。

徐英偉︰做人要有勇氣敢於承擔
文公子是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一向有

參與校友會的服務工作，今年9月開始多
了一份責任，就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友
會聯會的會長職務，因此多了不少機會重

返母校出席不同的活動。
上星期是香港50年來，首度於11月掛起八號風球，

雖然當日大家多了半天假期，但中大的「傑出校友訪問
計劃」啟動禮也受到影響。猶幸現代科技發達，實體活
動可以透過Zoom程式在網上順行舉行。可能由於打
風，大家都在家，所以網上參與人數反而相當理想。
中大「傑出校友訪問計劃」由段崇智校長在2018年

發起，每年邀請1至3位傑出校友回校，在為期3到5
天內，與學生、校友（特別是年輕校友）及教職員分
享行內睿智及真知灼見。今年受邀的是3位女將，分
別是服務於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執行董事周駱美
琪、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暨人力資源高級總監趙慧
嫻，以及福布斯全球資產發展合夥人林曼雅。活動以
「培育．追夢．未來」為主題，包括講座、參觀、論壇
等，非常豐富。
文公子出席了3位校友主持的「人才發展與未來構

建」論壇，討論年輕人的未來發展需要。文公子作為中
小企經營者，當場提問了一個香港企業普遍遇到的難
題，就是如何激勵起初入職場的年輕一代的積極性。
以往不少大學生都出身基層，先天就有努力工作的動

力，希望以知識改變命運。然而，香港社會日益富裕，
不少年輕人都在物質較豐富甚至家傭溺愛的環境下長
大，因此對工作的態度和積極性，就與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出身的一輩有異。如何請對人，如何留住人，如何激
勵人，就成為挑戰。3位校友都同意，新一輩畢業生對
工作的着眼點和態度，已是既成的現實，管理層亦只能
想好橋面對。其實，不少年輕人並非只「向錢看」，反
而希望尋求人生意義，因此企業應為工作賦予意義，令
他們明白到崗位對社會的貢獻，萌生奮鬥的目標，自然
就會投入和積極。
其中一條比較有趣的好橋，是不少新鮮人都較注重生

活與工作的平衡，有些甚至明言不想早起上班，所以企
業不妨推行彈性上班時間。此外，也可讓他們嘗試多方
面的工作，既感到新鮮感，也可學到不少「軟技能」。
12月3日，中大將舉辦實體的校友日，歡迎各位校友

上網登記參加；而明年中大慶祝成立60周年，會有一
連串慶祝活動，各位校友記得密切留意。

激發新人積極性

近來我們看到有
一些電視節目、遊
戲節目的水平提

升，證明收視好了一些，因為前
幾年電視節目收視率平均只得10
多點，相對偏低，這個對電視企
業來說是危險的警號！
但是近半年大台不時有新的節
目創作，收視率方面當然是需要
一些時間的，因為市民在疫情中
已習慣性投入網絡世界裏，要將
他們的觀感及興趣再帶回到電視
機前並不容易；事實上，我們每
家每戶都有一部電視機，但是電
視機的用途非常廣泛，可以看其
他盒子內的電視劇，又或者是上
網，甚至乎有一些朋友買了卡啦
OK回家唱歌，所以電視機不再只
是收睇一些免費電視節目的習慣
性物品了。
這個廣泛使用令到基本的電視
企業失去控制，10年前開始很多
電視節目水平已經向下滑，皆因
節目吸引力弱，市民自然就會不
看電視，導致電視台收視下滑，
但是在近年來大台作很多新嘗試
又以唯美的形式播放一些經典節
目，以吸引觀眾，而新的製作例
如《開心無敵獎門人》可為大家

帶來歡樂的一晚。電視劇集方
面，就有《下流上車族》，講述
一些沒有住屋能力，但很想擁有
自己物業的小市民心聲；另外吸
引的還有剛播畢的《美麗戰
場》，將選美的明爭暗鬥故事搬
上電視屏幕，甚至乎我們在娛樂
版看到的選美是否踏入豪門的門
檻都一一呈現出來，因為以往電
視台的做法是不會將傳聞中的不
好現象凸顯出來給觀眾看，今次
劇情將其中選美的部分問題帶出
來，非常貼地，這也是吸引觀眾
回流的好方法之一。
大家是否知道，在10年前韓國
電影電視台已經開始慢慢地將社會
性、政治性，以及愛情的種種問題
搬上大銀幕裏，因為這種概念能讓
市民感同身受，觀眾自自然然地會
追睇下去，那麼收視也會高企。其
實我相信電視台還有很多好的方案
能夠投放在本身的創作當中，因為
電視台有不同的頻道甚至乎有網絡
頻道，可透過這些平台嘗試新的概
念，若果在互聯網頻道成功的話，
再帶到電視頻道平台播放，久而久
之傳統的娛樂企業也可救活。只要
有心就不怕遲，香港娛樂圈一起努
力吧！

電視企業危機中

不知大家是否有過這樣的感覺。
清晨醒來，睜開朦朧睡眼，有時會
感覺自己就像在一片茫茫的海洋

中，就像是人生的各種選擇，能夠讓我們重新思
考自我。儘管也許目前的生活已經相對固定，但
是每一次醒悟，都會把自己人生的那副牌重新洗
牌，想着無盡的可能。
後來才知道，這種迷惘是人生中多麼可貴的醒

悟時刻。相比於大部分人，在成年以後找到了自
己的工作，不管過得好過得差，也有着自己的生
活。所以人就有一種惰性，安於現狀，過自己的
小日子。這樣的生活無風無浪，或許依照自己的
小努力，還能提高一下生活的質量，整體是穩定
不改變的，可是想要進步的人，卻常常遇到迷惘
的時刻，每一次迷惘，其實都是人生中的一次醒
悟。

這種醒悟極其可貴，雖然有時候迷惘會給當
前的生活帶來困擾，讓我們覺得不愉快和混
亂。但是每一次靈感或每一次的創造，都不是
從這些思維的碰撞而產生出來的嗎？曾經有個
朋友說過，不要害怕迷惘，如果迷惘了，就說
明你在進步。也許這句話不是完全正確，但也
有一定的道理。
在生活中非常佩服那些有創造力的人。所謂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我們看到他富有創造力，但
是他背後一定是經過無數次的迷惘，可貴的是在
迷惘中能夠蛻變、成長和創造，舉個例子，大灣
區的年輕創業者就是這一類人。
一直都非常欣賞年輕的創業者，而在大灣區這

一個群體所面臨的挑戰更加大，同樣承受的壓力
也會很大。作為過來人，經常會給年輕人提出一
些有建設性的意見，但說實話，並不能解決創業

者的迷惘，其實每個人的迷惘都是一種內心掙
扎，不管是創業者還是普通人，每個人的心靈增
長都必須靠自己蛻變，破繭成蝶。如果你是一個
創業者，不管所處什麼樣的階段，都會遇到迷惘
的時刻，但不需要過於焦慮，跟從內心所想，去
想去的遠方，奮鬥想要的青春，人生就會不斷的
在醒悟和前進。
或許正處於剛剛起步階段，已經小有成就，但

是我們要知道任何的事物都是會發展的，必須要
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所有事情，也就是說現在的
壞不代表以後都壞，現在的好也不能說能夠一直
保持這種好的狀態。因為人生，就是一種不斷醒
悟不斷變化的過程，而我們心裏要有自信，要知
道不管處於怎樣的迷惘，只要努力向着光明，努
力追求真理，就會撥開雲霧達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境界。

人生，是一個不斷醒悟的過程

名人的眼淚
人生在世，誰沒傷過心？誰沒流過

淚？即使那些蓋世英雄，大師泰斗，
也跟常人一樣生有淚腺，也會流眼
淚。只不過他們胸懷遠大，志存高
遠，一般不會因身邊瑣事、個人恩怨
而輕易流淚。然而若到「傷心處」，

他們會為國家興亡而流淚，為民族命運而流
淚，也會因報國之策遭打壓、赤心愛國受迫
害而流淚。當此之時，他們常常「淚飛頓作
傾盆雨」，慟哭之聲動天地；燦爛的淚花，
聚成光輝的歷史篇章……
隋末，煬帝在全國農民起義如火如荼的情

況下還要南巡，讓自己的孫子代王侑留守在
京師，這就給李淵乘虛奪取關中地區奠定立
國之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李淵父子厲
兵秣馬，發兵西進，直逼長安。
然而天公不作美，就在李淵父子進軍途

中，遭遇連日大雨，道路泥濘，軍糧短缺，
軍隊困乏，前進受阻。李淵無奈下令紮營，
並派出一支部隊回太原增運糧餉，想等天氣
好轉後再繼續進軍。不料大雨一直下個不
停，軍中給養供不上，將士們越發慌亂不安
起來。這時又傳來突厥聯合劉武周率軍乘虛
南下，要進攻李淵的大本營太原的流言。於
是一些將領便請求李淵退兵北還，李淵同意
了他們的要求。
李世民聽到要撤兵的消息後，堅決反對。
他向李淵陳述了進軍的一些有利條件和退兵
將造成的嚴重後果，建議雨停後繼續進軍長
安。但李淵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仍下令撤兵
北還。李世民眼看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即將消
失，不禁悲從中來，便來到父親的寢帳外放
聲大哭起來。李淵被兒子的哭聲驚醒，驚聞
其故，李世民又進一步痛說了進退之利害。
李淵聽後猛醒，心想撤軍也許真的是一個歷
史性的錯誤，於是決定繼續進軍。不久，雨
停了，太原的糧草也運到了，李淵的軍隊經
過休養又壯大起來，一路西進，連連取勝。

最後奪取了關中，奠定了立國之根基。顯
然，若非李世民這一場大哭，歷史又不知該
怎樣去寫了。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

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
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歷史學家吳晗擔起了解釋
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古都僅存的完整
牌樓街不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
烈的爭論。吳晗指責他說：「你是老保守，
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你這些牌
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
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思
成當場痛哭失聲。不久，梁妻林徽因也與吳
晗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爭論。當時林徽因因
嚴重的肺病已經說話困難，但為了保住永定
門城樓，仍氣憤地指着吳晗的鼻子說：「你
們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將
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時你們再蓋的就是
假古董！」兩年後，林徽因便去世了，永定
門城樓和箭樓也在1957年被拆除。但林徽因
卻一語成讖，她的話最終應驗了。2004年，
已拆除多年的永定門城樓又進行了重修，成
了貨真價實的「假古董」。
1957年，「反右」運動在全國開展，北京

的城牆也在被大規模拆除，北京城到處響着
毀牆的炮聲。有一天，住在市郊的梁思成進
城一看，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
消失了。聽說正在拆廣渠門，他急忙趕過
去，發現廣渠門只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
洞。此時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有
甕城的城門——崇文門和西直門進軍。見此
情景，梁思成又流下了傷心的眼淚。萬般無
奈中，他去找周總理反映情況，痛心地說：
「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
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
層皮！」然而在錯誤路線的干擾下，他的赤
心哭諫和多方努力並未能制止毀壞文物之
風。但他在保護古建築等方面的卓越功勳和

可貴精神，卻常留人間，成為寶貴的精神財
富。
老舍之子舒乙在他的《夢與淚》中，曾談

到冰心因寫巨著觸及民族的屈辱而大哭的情
景。
1994年，是甲午海戰一百周年，已94歲高
齡的冰心從春天起就想寫紀念文章。
有一次舒乙去看她，一見面她就說：「我

要寫一部大作品。」這部作品要寫甲午海
戰，因為現在知道甲午海戰的人已經很少
了。為了寫這部大作品，冰心開始精心準
備。她借來好幾部大部頭的《中國海軍
史》。她還請海軍司令部派人來她家，給她
詳細介紹有關海軍的情況。
可是，這部大作品最終沒有寫成。舒乙

說，這不是因為生病，而是因為哭。「每次
提筆，她便大哭，哭得完全不能寫。一邊哭
還一邊說：『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真可
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真可恨！』」舒乙
還說：「我領略過幾次冰心先生的哭。那是
一種真正的大哭，很嚇人，雙手捂着臉，號
啕大哭，聲淚俱下，盪氣迴腸還毫不掩飾，
不管當着什麼人，來勢極猛，像火山爆發，
是一種最真摯的感情的流露。」
這年8月，舒乙又去看望冰心。冰心的家
人悄悄告訴他，她清晨又曾大哭，只緣想寫
甲午海戰，竟不能提筆，完全沒法寫下去。
舒乙聽了感到很吃驚，深深地為她的愛國深
情所感動。以後冰心就病倒住了醫院。一部
大作品，就這樣沒能寫成。
最後，舒乙深有感觸地說：「冰心先生的

豪慟全是為了可愛的朋友，為了多難的祖
國，為了民族遭遇的屈辱和劫禍，多少次
了，都是這樣。她是一位真人，坦誠而透
明，她落的淚，就是她的詩，一種最激烈、
最博大、最無私、最奔放、最抒情的詩，字
字都厲害，鏗鏘有聲。」「她的哭，是世界
上最愛國的慟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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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景榕主持《一帶一路醫藥行》介紹
中醫藥在波蘭的歷史和發展。 作者供圖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港鐵客運服務總
監楊美珍與畫家和前來參觀的小朋友在
畫前合影。 作者供圖

◆徐英偉（左）話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他便會出現。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