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麗的風景

人生目標要清晰明確
我和很多人的分
別，在於我的人生目
標很清晰明確，就着

每一個方面，我基本上都是如此，
很清晰自己想要什麼。於是，每天
早上睡醒，我都充滿能量。每天即
使到了深夜，我都還是精力充沛。
我舉個例子，我在尋求伴侶上，
我的目標是很清晰的。我需要一個
長得漂亮的臉蛋、偏高的身材。我
需要性格上和我是夾的，能夠了解
我、相處容易、舒服、愉快的。我
僅僅要求如此而已，其他都不是我
的目標。於是，我並不在意學歷如
何、家境如何。所以即使是學歷偏
低、家境一般，我毫不在意。
最後這句就是重點。很多人，在
目標不清晰的情況下，有很多的顧
慮，對很多其實和目標不相干的事
情，都還是很在意。
我認為目標的選擇，是個人的意
願。旁人其實不應該也不能夠左右
一個人的選擇。但將目標明確化、
簡單化、現實化，則是基本。
很多人都不清晰自己目標。究竟
是要每個月月入多少？究竟要住什
麼樣的樓？究竟每個月要怎麼過自
己的生活，例如一周除外用餐幾
次，吃什麼類型的東西？
雖然好像這麼做很不科學，但人

始終要如此才能有目標感，生活才
會實在，而且有安全感。
今天我的一位下屬和我分享，說

他被我的一位經理「培訓」，要他
設定目標，但兩人爭吵不斷，好像
覺得目標是經理為他而設，並非自
己對自己負責，他很困惑，於是找
我問意見。我的看法很簡單——目
標是自己的，外人無法強加給你。
只要你認定了目標，是清晰的及可
見的，實際的，那麼其他人就只能
支持你。
這位經理的問題，在於自己一廂
情願以為這位下屬的目標和他一
致。但就好像最近蔡瀾在一個訪問
中回答記者問題時講到，年輕人想
躺平，那本來就是應該的一樣，人
各有志，只要自己確定是自己想要
的，那麼就要接受。我說，這位下
屬的困惑，來自於自己都不肯定自
己究竟能否設定一個合適目標，所
以當其他人左右的時候，自己就更
迷糊了。經過和我的洽談，他卻很
快就得出了結論：「我想躺平」。
那就OK了！人，只要目標明確，

哪怕再低，都是幸福的！只要不是
設定好目標，自己卻老是達不到，
然後自欺欺人即可。如果這麼做，那
就是在運動心理學上來說最糟糕的
情況——對自己都不誠實。

我的大北京，已經
全面放開了，也照例
來到疫情最嚴重的第
一波，朋友、親戚都

在告急，感染了，陽了，發燒
了。大街上，排隊做核酸的沒有
了，換為排隊買藥的人，最急需是
退燒藥。
湖北武漢一個居民區有家小藥
店，老闆叫王璟。他開了間藥店，
生意並不太好，因為這3年，人們
到藥店買藥是有很多限制的。現在
不同了，藥店門前，人們冒着飛雪
寒風排隊購藥。一批緊俏退燒藥到
貨了，王璟馬上把新到的退燒藥拆
開了，王璟算了一筆賬：一共46
盒，最多能賣給46個人，那樣賣，
有很多人買不到，46盒藥只能救治
46個人，拆開，可以給更多需要的
人。一盒藥24顆，46盒1,104顆，
每人分2顆，應急就能救治到500
多人。
有200多位市民領到了王璟的贈
藥，多數人領了6顆，還有幾十位
市民領了2顆，王璟發藥時，超過
一半的人都說不能白拿，要付錢。
王璟一個勁地婉拒，還是有多位居
民硬是掃碼付了錢。目前，領了藥
的人均已退燒。拿到藥的人說：
「真的特別特別感激！」這些藥如
果賣出去的話，能賣1,000多元，
王璟說自己少掙點錢，卻能幫助這
麼多人，多好。賣的人好，買的人
也好，中國的老百姓真好。

文化素養，可以讓人們換位思考
問題。我想起這樣一件事。一對英
國夫婦坐火車同遊希臘，一路上遇
到些不愉快的小事，多話的妻子一
直在抱怨，希臘人悠閒懶散，不務
正業，連火車都比英國的慢，永遠
也甭想進入歐洲人行列。火車行
進，兩人突然發現，他們坐反了方
向，馬上找列車長。列車長望着兩
位焦躁的旅客，尤其那位正在火頭
上的太太，悠閒地喝着咖啡，他用
當地語言打了個電話，然後就和他
們天南地北聊起來，兩個人很着
急，列車長像沒看見一樣。
火車行馳十多分鐘後，突然在一

個不是車站的地方停下來，車上的
旅客們沒有叫喊，也沒問為什麼臨
時停車，而是下車觀賞景色，等了
一會，對面開來一列火車也停下
來，列車長讓坐反車的這對夫妻，
上了對面的火車，兩列火車同時開
動了。
一個送藥的店長，一個解決問題
的車長，有着共同的文化素養，這
個文化並不是要多高深，要的是一
顆善良的心。文化決定全民族的氣
質和素質。
文化像一道背景，鑲襯在每一個
人、每一個動作行為的背後，走到
哪裏帶到哪裏。從文化做起，人人
背後有一道亮麗的風景，才不愧我
們這個有五千年文化的文化古國，
才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就沒有
渡不過的難關。

聖誕節是我最喜歡的節日之一，只僅次於農
曆新年。
眨吓眼明天便是平安夜，不知道讀者們有什

麼慶祝活動呢？因為疫情，在這3年期間，本
來每年聖誕節，我也會邀請一班好友到家裏慶祝一下，玩玩
遊戲，吃吃大餐，開開心心過聖誕。但自問這3年我已經很
努力地遵守防疫措施，所以沒有邀請朋友到家裏慶祝，只有
跟弟弟一家人簡單去吃吃東西罷了。
今年聖誕節，我相信很多讀者也會跟疫情前慶祝聖誕節的

方法也差不多。其實自己有點擔心，因為確診數字還是高
企，所以自己今年聖誕節也沒有準備邀請朋友到家裏聚會。
亦都因為剛剛搬進新居，就算我這樣喜歡聖誕節，每年也會
把聖誕樹好好的放在家中點亮一下，但今年家中的聖誕樹沒
有拿出來，擺放的就是一個個裝滿物件的紙皮箱，其實搬進
這個地方只有兩個多星期，每天仍然要工作，通宵工作完
畢，回到家中又好像沒有太多力氣去處理這些搬進來的雜
物，只有每逢到周末放假的時候才的起心肝逐一擺放到應該
的位置。結果到了聖誕節，甚至一個星期後便到新的一年，
我家裏仍然非常凌亂。
聖誕節是個普天同慶的節日，很多人也會想想辦法，費盡

心思的安排慶祝活動。但當我們吃着豐富的食物，開心地打
開別人送給自己的聖誕禮物之外，其實也不要忘記一些第三
世界國家的人，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聖誕節是怎樣的一回
事，或者更加不知道怎樣去慶祝聖誕節，以及他們沒有能力
去慶祝。所以如果我們有一點能力的話，也應該把這個可以
開心慶祝的氣氛分享給有需要的人。自己會定期出一點點的
綿力去給某些慈善機構去幫助世界上有需要幫助的人。
最近因為銀行通知我的信用卡可能被盜用，所以幫我更換

了另一張新的信用卡，但因為有些定期捐款，信用卡的號碼
轉變了而不能夠自動轉賬，而且很多時候我也聽不到他們打
來的電話，結果上個月停止了一次捐款，還有點內疚。
在此可以溫馨提示讀者，如果你也有這種情況發生的話，

希望你們也自動的告訴有關慈善機構，不要把這個定期捐款
暫停，因為這樣有些需要我們幫助的人便得不到幫助。

慶祝聖誕也不忘幫助別人

在香港子宮內膜癌
的數字在不斷上升，
目前列於女性癌症的

第四位。以下是一些實際病例希望
大家看完印象深刻：
第一例：60歲左右因為她女兒發
現她坐過的梳化有一股味道，於是
帶她來檢查，以為發炎，結果是子
宮內有一個惡性腫瘤。
第二例：有位56歲收經4年無任
何不舒服，做普通身體檢查，她認
為不需要做婦科檢查，因為已經做
了子宮頸柏氏塗片，我告訴她柏氏
塗片只是取子宮頸細胞還有子宮整
體的大小卵巢的大小要檢查，幫她
做婦科超聲波發現子宮內膜0.8公
分（正常少過0.4公分），然後做
子宮內膜抽取檢查，化驗報告出來
是子宮內膜癌，沒有擴散做完手術
完全好了。
第三例：48歲，過去一個月除了
正常的經期之外時有時無，斷斷續
續，照子宮內膜2公分厚而且不規
律，高度懷疑是癌症，要她做抽取
子宮內膜化驗或者刮宮檢查但她
不同意，自己去買一些藥物，3
個月後仍然斷斷續續流血，再回
來抽細胞化驗證實是子宮內膜
癌，唯有接受手術治療。
第四例：42歲，32歲時曾經

在香港以外地方做過乳癌手術，
她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種類型，病
理報告已經遺失了。所以幫她做
乳房和婦科檢查，發現子宮內有
一粒瘜肉，切除後化驗是癌症。

原來她有BRCA基因，建議她家人
做檢查，結果在她的姐妹中也發現
另一位患有乳癌。
第五例：60歲，覺得內褲有血漬

但不多，自己說不知道是痔瘡還是
婦科出血，經檢查子宮出血，子宮
內膜很厚，抽取組織化驗證實是癌
症。
這幾個不同的例子告訴我們定期

的婦科檢查非常重要，只做子宮頸
細胞檢查並不是婦科檢查的全部，
還應該有婦科盆腔超聲波，女性月
經不規律或者收經有出血一定要看
醫生。家族中有乳癌、卵巢癌、子
宮內膜癌、腸癌的話更加要定期檢
查這些器官。
有一些補充劑含有女性荷爾蒙成

分更加不能亂進補，要知道這些補
充劑含有什麼東西？自己是否適合
食？
要請醫生檢查過沒有問題才可以

吃，否則補充荷爾蒙會增加患乳癌
和子宮內膜癌的機會，吃了自己都
不知道就麻煩了。

子宮內膜癌

我嘲笑自己近年愈來愈遲睡定
是為了準備看世界盃足球賽，所
以花了4年時間練就夜貓子功夫。

我上屆看總決賽中途已睡着，今年總決賽舉行
時，我仍然精神奕奕。既然已練成功夫，正好
用來觀賞今屆的總決賽。當晚獨自在家觀看
時，在群組與組員談論賽事，倒也有趣。
賽事不在此談了，比賽後傳媒和社交媒體都
鋪天蓋地地談論這場前無古人的足球比賽。那
晚我們一邊看，組員一邊問要不要服藥定驚。
我心血少，受不了大起大落的刺激，曾經一度
想關電視以保血壓正常。
相信很少比賽是除了甲國人民希望自己的國

家勝出外，全世界都一起希望乙國捧盃。這場
比賽正是罕見的例子。大概除了法國人外，全
世界人都希望阿根廷贏得賽事。很多人根本就
不是阿根廷擁躉，但都希望阿根廷勝出，為的
只是讓美斯圓夢，捧得大力神盃。
我不是球迷，對美斯認識不深。可是，一名
球員能夠獲得全世界絕大部分球迷和他的隊員
衷心地支持他，希望他願望成真和助他圓夢，
這人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美斯有很多故事流傳，讓我最感動的是一幅
漫畫。漫畫分為上下二圖，上圖是穿着10號阿
根廷球衣的成人美斯站在中央，左右兩邊共拖
着4名同樣穿上阿根廷球衣的小孩；下圖是同樣
的構圖、人物和衣着打扮，5人亦是手拖手，不
過4名小孩已經長大成人，比美斯高出很多。圖
片說明這樣寫着︰「當日你扶持我們成長，今
天我們襄助你圓夢。」4名小孩正是今天國家隊
4名與他並肩作戰的年輕隊員。我看到這幅漫畫
時，雙眼感動得濕潤。
這次美斯獲獎，當然是靠他的天分、技術、努

力、堅持、強大的心、義無反顧的隊友……；獲
得全球人為他打氣和集氣亦是另一原因。同時，
我相信天佑善人亦是一個因素。他讓我看到人神
共襄的好人的大團圓結局，溫暖了世界多少懷疑
好人是否有好報的不安心靈。
美斯的窩心故事令我想起電視藝人黎芷珊。

一次，我與她聊天時，她告訴我她的獲獎節目
《最佳男主角》創作的前因後果。當芷珊還是
當電視台多個追訪節目的記者時，曾經訪問很
多男藝人。由於她自己也是藝人，很明白藝人
的心理和想法。因此，她訪問時都懂得站在他

們的角度發問，完全不會為求出位而令他們難
堪或揭他們的私隱。她的做法贏得這班藝人的
欣賞和友誼。
多年後，這班男藝員之中很多位都成了巨

星。因此，當芷珊想做一個由自己當清談節目
主持人，訪問對象是獲得電影頒獎禮最佳男主
角獎項的男演員時，這班昔日的受訪者都二話
不說地答應當嘉賓，接受她的專訪。須知道這
些男演員已是影壇巨星，即使電視台出面，也
未必能邀請到他們全部出席。芷珊就是憑着她
昔日以自己的善良換來一班天王巨星的支持，
成就了她的獨一無二的《最佳男主角》，為她
贏得該屆「最佳主持人」獎項，亦令她晉身大
型節目的司儀行列。
芷珊更告訴我一段小故事︰當他邀請梁朝偉

時，後者由於不愛接受訪問而猶豫，便問其助手
的看法。助手說︰「如果你接受訪問，肯定能幫
芷珊很大的忙。」梁朝偉立即答應了。我聽她的
故事時，雙目濕潤。芷珊問我為何抹淚，我說︰
「因為我被你們的善、義和美感動了。」
美斯和芷珊的成功的本質都是一樣，都因為

他們以一顆金心待人，換來很多人襄助。

兩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自從家中6歲孖生侄子
上了小學，讀一年級以
來，一直想說幾句有關香
港目前教育慘況；之前老

聽那些移民他往的父母說：香港求學情
況太慘烈，孩子們的童年都被學校課
程、功課壓力徹底坑了！
絕大部分父母愛錫子女之心無庸置疑，

看着香港教育扭曲；如若自家資源豐富，
唯有送進教學模式比較自由但學費高昂的
國際學校，又或送到國外學習。
不少香港學生小學未畢業已在萬千里

外獨自面對陌生環境上課，遇上幼歲不
曉解決的問題時，真箇叫天不應、叫地
不聞！筆者曾亦經歷國外上課的成長過
程，雖然10多歲亦是少年，始終中學
生，膽識比較大，遇事起碼程度曉得爭
論，自保意識比較強；誰
說國外學習過程完全順
利？地域文化有別，身處
異域與異族協調，頗需時
間磨合，極少從開始便已
如魚得水。
身邊也有政治立場中肯

的朋友，為求方便，參加
了英國於年前推出的
BNO 5+1 計劃；不少
人，包括筆者不停警告：
人家換一個總理轉一個國
策，如若新上任的話事人
推翻前人的決定，站在十
字路口曾經毅然放棄香港
事業與朋友家人，將來有
什麼負面變數，如何回頭

收拾已放棄的事業與生活方式？
不少朋友批評香港的房屋問題，也是

中央政府意識到的住屋環境，就算本地
私樓最近降價了一點，依然世上數一數
二的天價，居住的困難指數在香港簡直
早過不人道水平；誰都清楚港人住屋亦
是難以解決的痛楚。
「為了孩子」4個字，如千斤擔重，
不少人責罵移英港人用孩子作為擋箭
牌，特首李家超換了教育局長，不見得
香港學生背負的壓力減去分毫；我家的
孖生小侄子英文、數學還可以，原來中
文科竟然有好幾冊書本，上課學過 A
本，回家做功課竟然是D本；6歲小孩
被功課搞得頭昏腦脹，家長望着他們也
被搞糊塗的中文功課，忽然明白；何
解香港學生、年輕人輕視中文，藐視

中國人的身份？從教
育開始，埋下仇恨的地
雷，誰夠膽講不再存
在？
也看過日本小孩揹着

特大書包，幾歲小小人
兒面對上車落車，孤單
走路回家，心也抽搐痛
了幾下。
疫情影響，香港幼稚

園學生3年課程連一半
也未上夠，勉強上了一
年級，學校、老師、課
程猶如催命鬼般壓
迫……當政者可曾看到
這些出走港人當中不可
忽略的因素？

難為了孩子

冬天的雪菜
我喜歡雪裏蕻的名字，就像喜歡第

一場雪的調皮與任性。入冬，總是脾
胃、味覺、記憶搶先開啟冬天模式，
最後才是身體；舌尖對雪菜的貪戀，
似乎成為我每年一次心靈遷徙的精神
標記。雪裏蕻，又名雪裏紅、雪菜、

春不老、霜不老，像極了它的筆名，隨手署
在北風裏、雪地裏、餐桌上、菜譜裏，都既
風雅又俏皮，給人以美的洗禮。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供暖的前一天，城
市迎來寒潮天氣，清晨窗戶上起了一層白
霜，鼻翼上頂着一團涼意，下單叫了個早
餐，看到小店新上架了雪菜肉盒，心頭狂
喜，遂果斷點單。然而，肉少菜鹹，敗了興
致，綠汪汪的雪菜被整成了暗綠色的醃漬，
又老又鹹，不忍下嚥。吃完一整天嗓子都辣
蒿蒿的，好像扎了根刺般不適。母親說，估
計是陳年醃製，用的粗鹽。那暗綠的雪菜怎
麼能和出自母親之手的雪菜相提並論呢？過
去，每年醃製雪裏蕻是我們家的功課，母親
去集市上買回一捆新鮮的雪裏蕻，葉子支
稜，綠得晃眼，先擇後晾，用塑料繩分別綁
成小把，在樓前晾衣繩上依次鋪開，幾天功
夫，綠葉耷拉腦袋，一股清冽的嗆鼻味道撲
面而來，裹挾着自然的精華與大地的秘密。
曬好了興沖沖抱回家，彷彿抱着一群綠孩
子，母親搬出發麵蒸饅頭的大瓷盆，在麵板
上用細鹽一遍遍揉搓，壓得麵板「吱呀呀」
作響，揉出了滿頭大汗，揉出了過冬的氛
圍。最後，把雪裏蕻一層一層碼進盆裏，一
個星期後，就能洗淨食用了。
雪菜的吃法有多種，剁碎蒸蛋羹，切丁炒
肉末、雪菜海鮮湯、雪菜蒸大包子等。我最
喜歡兩種吃法，涼拌雪菜和雪菜炒肉。剛醃
好的雪裏蕻，帶有一丁點兒嗆辣味，切成
小丁，剁點薑末，滴幾滴香油，輕輕拌
勻，就饅頭吃，爽口又下飯。特別是以前
大雪封門的日子裏，市面上很少見到青菜，
或是青菜貴得離譜，百姓人家吃不起，便煮
一鍋地瓜紅蘿蔔粥，切盤雪裏蕻，眼看雪菜

在熱粥裏緩緩舒展，那一排排的綠意，直接
氤氳到心底，叫人心情明媚起來。喝粥，配
好鹹菜，絕對是一件美事，比吃什麼大魚大肉
還要過癮，想想室外大雪紛飛，室內暖氣充
足，一邊吸溜吸溜端碗喝粥，一邊咬着透明
的莖嘎吱嘎吱響，「人間送小溫」的美好不
過如此。
我吃過最大快朵頤的是雪菜肉丁拌麵，提
前一天買來精肉餡，乾煸辣椒，炒出一大鍋
雪菜肉丁。晨起，下一鍋白麵條，澆上滷
子，拌勻入口，愈嚼愈香，連吃兩碗都不嫌
多。我吃過最有故事的當屬雪菜蛋花湯。認
識一位住在幹休所裏的老革命，南征北戰，
戎馬一生，獲得勳章無數，他去世後，老伴
獨居，保姆換了好幾茬，但都學會了做這道
菜餚。後院的罈子裏，醃好的雪裏蕻，清水
洗去鹽粒，切成小段，磕個雞蛋打湯。很多
時候，老太太不捨得放雞蛋，只放雪裏蕻和
乾辣椒，做好後端上桌，先吃米飯，再吃
菜，最後喝湯，那慢條斯理的樣子頗有大戶
人家的優雅，叫人看得眼底溫熱。偶爾，子
女過來，留下吃飯，磕上兩個雞蛋，老太太
就會滿臉不悅，操着一口長沙方言碎碎念，
隔着廚房的玻璃，兩人打嘴架，那場景也是
冬日裏獨一份的風景。讓人不禁想到晚年汪
曾祺說過的︰「我很想喝一碗鹹菜茨菇湯，
我想念家鄉的雪。」鹹菜湯與雪，就是化不
開的鄉愁，就是生與死的船票。
要知道，一家人圍坐吃鹹菜、轉着碗沿喝
粥的日子是最為珍視的。或許，大文豪曹雪
芹最深諳這個道理，《紅樓夢》裏寫盡了珍
饈美味，比如被劉姥姥說成10隻雞搭配一隻
茄子的「茄鯗」，年少時看熱鬧，忍不住垂
涎欲滴，中年時再品味，頓悟到這是曹公借
劉姥姥之眼看破人間富貴的真諦，至於具體
怎麼烹飪已不再重要。
小說第八十七回，高鄂續寫說林黛玉吃飯
時想念故鄉，雪雁問黛玉道︰「還有咱們南
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
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五香大

頭菜，又叫芥菜、芥垃、芥菜疙瘩，蘇州人
家常見的鹹菜。吃的哪是大頭菜，分明是想
媽媽了。無獨有偶，第75回，賈母吃飯時，
王夫人端上一碟椒油蓴齏醬，她見後笑道：
「這樣正好，正想吃這個。」而賈赦孝敬了
兩樣菜均被退了回去，「將那兩樣着人送回
去，就說我吃了。以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
自然來要。」寥寥幾句，流轉深意，賈母的
吃與不吃、留與不留，都毫無例外地蘊藉出
「物極必反」的生命哲學，她參透人世間因
果規律，甚至把吃飯也視作修行，她的取
捨，哪怕是一碟辣醬，也關聯着大觀園的命
運。就像蘇東坡當年遭遇「黃州惠州儋
州」，天寒地凍之時，在菜地裏發現一寸冒
出來的嫩綠芹菜，於是，他憶起在老家眉山
母親和妻子做過的「春鳩燴芹菜」，最樸素
的食材往往最能慰藉靈魂。
有過「舉家食粥常賒」的曹雪芹，自然感
同身受，最艱難的時候，他糊過風箏，給人
代筆寫過信，所以落筆的時候處處體現平
等、體恤眾生——那些吃過的苦，受過的
罪，飽嘗過的不為人知的血和淚，都灌注成
了命運的鹽，成為貴族文化的精神底色。
喜歡挪威詩人奧拉夫．H豪格的詩行，

「當我在這個早晨醒來，窗玻璃已經結霜/
而我發熱於一場美夢/火爐從它欣賞過的一
塊木材中/徹夜傾倒出溫暖。」這個冬天，
比往年冷得似乎晚一些。
母親去菜市場沒有買到雪裏蕻，四處打聽
也沒問到，就像少了點什麼，反而是那些隱
藏在歲月褶皺裏的記憶猛烈翻騰：父親騎着
三輪車帶着我去趕大集，一路的吆喝聲，刺
耳的喇叭聲，不絕於耳，我身着碎花棉襖，
繫着大紅圍巾，頭戴「兔子」耳朵的帽
子，車廂裏的兩捆雪裏蕻就像兩團橘色火
焰，把貧寒的日子點燃，那麼耀眼，那麼
溫暖……
父親在的日子，雪裏蕻是家的味道；父親
離開後的過活，它就成了我的鹽。有了鹽，
日子才有了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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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管局2020年的最新統計數
字。 作者供圖

◆日本小孩獨自放學上落地
鐵，天生矮小，還是歲數如身
形頂多不夠6歲，父母怎得放
心？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