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文化的澳洲

創作理念
也許現代藝術不是
人人都能看懂和理
解，所以每當觀眾參

觀現代藝術作品展時，都會有藝術
家在展覽現場介紹自己的作品。這
大概有兩個原因吧，一是現代藝術
不是那麼直白易懂，一千個人就有
一千個解讀，因此需要有人導賞，
讓觀眾明白作品所表達的內涵；二
是藝術家希望讓觀眾了解自己的創
作理念，從而對作品達至一定程度
上的認同。
所謂創作理念，也就是激發藝術
家創作激情和慾望的一個想法，也
就是那個最初觸動他的理念。
我最近參加一個抽象畫展，參展
作品是黑底上畫了幾百個大大小小
彩色長方形的畫，題名《眾裏尋他
千百度》。主辦方要求我提供那幅
畫的創作理念，我這樣寫道︰
「孔明燈又稱天燈，許願燈，中
國民間有元宵放天燈祈福的習俗。
世紀疫症全球蔓延，奪走了上百萬
人的生命，百姓元宵夜放許願燈，
祈望早日驅走瘟神，萬千許願燈布
滿天空，大家親手點綴這天河，構
成美麗的圖畫。」
這段文字詮釋了畫面黑色的底是
代表夜空，大大小小的彩色長方格
畫的是許願燈，布滿了天空，百姓
一起放許願燈表達了他們渴望疫情
早日結束的強烈願望。

這幅畫題為《眾裏尋他千百
度》，因為這些許願燈放飛了之
後，每個放燈的人都會目送自己的
天燈直上重霄九，然而滿天都是燈
時，一不留神，就分不清楚哪一盞
是自己放的。這個他不是異性朋
友，是許願燈。雖然再也無法分辨
哪一盞是自己的許願燈，但反正大
家許的都是同一個心願，哪一盞是
誰放的又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當初我畫的這幅畫不是抽象

畫而是具象畫。但也許別人看來，
這幅畫似抽象畫多點。於是我便試
送去參加抽象畫展，主辦方居然
也接納了，還要求我提供所謂「創
作理念」，我便也煞有介事地寫了
那一百幾十字。

自從中國提出「一
帶一路」倡議以來，
截至目前，我國已與
147個國家、32個國

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文件。位於南太平洋的澳
洲，是2015年新加入的一條藍線，
澳洲是中國的貿易夥伴，亦是許多
華人移居的熱門地，傳統的中國文
化早在百多年前已開始在這裏植
根！
據記載，十九世紀的30年代，已

經有華人來到維多利亞洲；後來到
了1852年，由於發現金礦，幾年
間，華人的人口數目就由幾百升至
幾千。
關於華人海外生活的歷史，我們
特別請教了早年曾移居澳洲，著作
《長夜星稀》研究澳洲華人歷史的
專家楊永安博士。楊博士1988年開
始任教於香港大學，研究範圍包括
民族文化、性文化、道教及民間宗
教、華南地區史、香港及東南亞
史、海外華人史、政治史、隋唐史
及明史等，現正參與中國國務院清
史纂修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修《清史
．香港志》計劃。
楊博士告知，晚清時期，因

為淘金熱，開始有少量華人移
居澳洲，當時的華人生活，簡
單來說分開兩類：如果生活較
好的，大多以經營百貨店或餐
館為主，但這類經商比例仍佔
很低；九成以上的華人，早期
皆以淘金為主，後來淘金熱結
束，他們改為種植菜園、運送

蔬菜或做油漆等這類工作。
這段歷史資料在當地坐落於墨爾

本唐人街的澳華歷史博物館獲得引
證。我們在澳洲墨爾本攝製電視特
輯《一帶一路醫藥行》的時候，特
別前往這棟5層樓高，充滿古典風
格的紅磚建築博物館訪問，館內保
存記錄了澳洲整個中國社區的歷
史、文化和價值觀念。原來十九世
紀中期，美國的三藩市（又稱舊金
山）發現金礦，吸引了不少華人去
美國淘金；幾年後，澳洲的墨爾本
也發現金礦，於是人們稱墨爾本為
新金山。新金山聚居的華人接近4
萬，形成了一個新社區，對於生活
上的衣食住行亦有所需求，當時的
中醫師亦跟隨來到澳洲懸壺濟世。
博物館的副主席王興鄉告訴我

們，在那個時候，澳洲變成了多元
文化——而那時候，也同時傳來了
中醫藥文化，因為中國人生病了，
他們需要中藥治病。澳華博物館的
成立，除了為當地華人尋根之外，
也提醒大家，華人在澳洲已經有
166年的歷史，經過多年的洗禮和
融合，當地華人現在已經是澳洲的
一分子！

近日在隧道裏常聽到警方
防騙的植入式廣告，提醒市
民任何內地官員及公安都不
會直接打電話給你的……原

來這個意念是來自警務處處長「一哥」蕭
澤頤，「有一天下雨，我駕車經過隧道
正收聽世界盃消息，忽然有一把聲音說
天雨路滑小心駕駛，心想有冇搞錯，阻住
晒，但我想到這可能是一個方法，可透過
10秒的廣播去提升市民對騙案的認知，那
就是你不想聽我也要你聽了！」
「一哥」升任處長一年半，他如何評價
自己？他形容中規中矩，給自己60分，有
進步的空間，「其實30多年來，我都非常
享受這份工作，因為並非每個人都做到一
份自己熱愛的工作，這是一種福分。我一
星期可以做足7天，好感激太太，我說笑
地說被她寵壞了，因為她沒有抗拒，我就
繼續放肆地去做。當警察是我兒時志願，
因為父親是警察，他給我的感覺是很願意
幫助別人，很勤力，很正義。當時哥哥姐
姐去了英國求學，中三那年我也要求留
學，中學畢業時我要回來考警察，卻遭父
親反對，力言如果我堅持就不認我做兒
子……其實他鼓勵我繼續升學。」
「終於1988年我在伯明翰大學化學系畢

業，回港第一時間到金鐘取表格投考警
察，知道警隊體能要求高，我早在一年前
已經開始鍛煉，在英國經常跑步、引體上
升、單手掌上壓等等。其實我自小已開始
鍛煉自己，當年媽媽做保姆車，我住馬頭
圍邨玫瑰樓，挽那桶洗車的水一口氣走
到夜合樓，一直堅持不肯放下來。我在
9月投考，12月入警隊，我是見習督察。
出學堂大部分時間都在前線守慈雲山，放
了工也會跑到後巷看看有沒有賊人的蹤
影。警察就是維持社會治安，社區警政的
概念就是要多接觸市民，減低市民對罪案
的恐懼感。1998年至2000年我是警民關係
主任，我有更多機會接觸市民，聽到市民
意見，如果每一位市民都能夠協助警察，

等於整個社會多了很多眼睛和耳朵。」
溫文爾雅的「一哥」強調作為處長一定
要恩威並施，對罪犯要果斷執法，對一般
市民一定要盡力保護，對於3年前在反修
例事件中犯了事的年輕人差不多重返社
會，怎可以令他們重獲新生？「我們要給
予機會，如果他們已經承受了法律責任，
又有悔過之心，他們如欲在學業或工作上
發展，有很多人願意幫忙！如果有人仍然
保持不給予機會的想法，到最後推他們到
牆角，最終誰來找數？其實是整個社會！
最開心就是背後那一班人，看，社會就是
不給你們機會，所以你要繼續抗爭下
去……所以如果犯了一些相對輕微的事
件，我們嘗試用警司警誡不會留有案底；
如果犯了重罪有案底是改變不了的，但有
案底也有當傑出青年的例子，所以最重要
他們懂得守法和珍惜機會，一樣有好前
途，否則最終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本人
以及他們的家人！」說到這裏，感性的
「一哥」哽咽起來，同時也特別感謝3年
前不斷付出的警隊同事及家人。
「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我們一定要多

關心關愛他們，香港是一個福地，沒有天
災，大家應該珍惜和感恩。作為警察，對
於守法的市民，香港警隊一定盡力去保護
大家，香港一直都是最安全城市，希望精
益求精做得更好！」
我深信在各方努力底下，（香港是全世

界最安全城市之一）這面金漆招牌，一定
永遠閃爍在每個人的心中！

蕭澤頤：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
香港特區政府於去年12月公布《香港

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未來5年香港
科技及創新的發展願景、方向、策略與指
標。有見創新科技是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

推動力，與各行各業及民生福祉息息相關，在1月6日
包括香港電腦學會等8個主要科創組織，聯同本港工商
教育等共62個組織，共同發起「香港創科藍圖宣講及
交流會」，並邀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主
講，向業界介紹藍圖。
藍圖共列出了四大方向與八大策略，包括42項建議

及16個目標，作為香港創科發展的依據；對完善創科
生態圈，推進新型工業化，壯大創科人才庫，推動數字
經濟及智慧香港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都有
大局上的構思。
宣講會反應熱烈，座無虛席；孫局長亦有問必答，並

提出擬邀請國家太空人來港，令人期待。而創科業界亦
對藍圖普遍表示歡迎。正如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鄭松岩博
士指出，對於藍圖能在範圍廣泛的科創領域中，聚焦四
大發展方向及八大策略，為香港未來五年的創科發展，
提出實際可行的願景、方向、策略和指標，表示讚賞及
支持。而任何方案都一定會有改善的空間，亦可以不斷
補充內容令其更臻完美；但由於香港目前須面對數碼轉
型及國際競爭的迫切需要，國家亦已在「十四五」規劃
中，將香港定位為國際創科中心，因此，香港電腦學會
建議，政府宜盡快就藍圖所提出的方向及策略，按部就
班落實推行。即先啟航，再根據市場反應及各界具建設
性的意見作出動態微調。
文公子一向主張，創科是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

也是香港年輕一代向上流動的一條好出路。而企業進行
數碼轉型，香港建設智慧城市，社會經濟與大灣區互聯
互通並融入國家大局發展，更是大勢所趨。其實藍圖影
響的不只是創科業界，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各行各業，
因此大家都應關心及支持，令藍圖可到位執行，為香港
謀福。
香港也已於1月8日起與內地及澳門免檢疫通關，令

三地流通開始復甦，相信香港與大灣區互聯互通將回復
頻繁，跨境科技需求必殷，特別是金融科技，對人才的
需求也必有增無減。年輕人如想有理想前途，不妨考慮
於科創發展，但需先認識大灣區及國家發展帶來的新機
遇。當然，更要先好好裝備自己，學習創新科技知識，
在大學選修相關課程，必可無往而不利。

創科藍圖既備．宜及早啟航

TVB台慶頒獎禮的
紅地氈環節是一大亮
點，花旦們都打扮性

感，爭姸鬥麗外，大晒品味，也是
時裝設計師和時裝品牌免費宣傳的
好機會，必出盡洪荒之力令自己的
出品搶鏡出位，花旦們所佩戴的首
飾，是面人氣鏡子，奉勸她們如果
沒有首飾贊助，什麼也不佩戴，不
會露底之餘，還會被讚「脫俗」。
全晚焦點當然是視帝、視后誰
屬，陳山聰、江美儀都是心水之
選，眾望所歸。江美儀不是TVB
「親生女」也獲獎，可見「親生」
之說已不存在。
陳山聰榮獲視帝，自有一番滋味
在心頭，他致詞時說：「在人生馬
拉松中最困難不是面對失敗，而是
如何在失敗中企起身……」是他的
真實寫照，他曾因拍拖毀了形象和
事業，痛定思痛，經過十多年苦
幹，不單建立了幸福家庭，更成為
視帝，戲如人生，十分勵志。
看《下流上車族》已看好選港姐
入行的郭柏姸會贏得「飛躍進步女
藝員」，才25歲，樣子親和，踩板
有型，演技自然，給予她多些演出
機會，好好磨練，前途無限。
27歲的周嘉洛成為最年輕「最受

歡迎電視男角色」得主，雖然他在

《痞子殿下》的演出被指模仿周星
馳，但他討好搞笑，是該劇靈魂，
以他的鬼馬，應很快揣摩到屬於自
己的喜劇風格。周嘉洛加油！
鄧智堅演小人物很出色，不認識
他，但在電視機前看他獲「最佳男配
角」，很替他開心；同樣蔣家旻憑
「反骨琪」一角首奪「最佳女配
角」，她的堅持，終得到回報。她和
鄧智堅都是入行超過15年才獲獎，
做藝人除努力外，還要有一份堅定的
信念，相信自己一定會成功。
還要一提的是當晚的司儀周奕
瑋，他的表現100分，樣子很鄰家男
孩，但壓場，聲線響亮，咬字標
準，不用貓紙，沒吃螺絲，表演淡
定，可擔大旗，做大騷如台慶司儀。

台慶頒獎禮「我的最喜愛」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躺在沙
發上悠然地放空自己，沏一杯淡淡
的茶，一邊品茶，一邊回首自己
人生中的種種回憶，也許是心境的

不同，當心一切都安靜下來，會對很多事物的
看法都有另一番見解。
忽然想到，一生之中所追求的「成功」。在
世俗的眼光裏，也許是成功的，因為在奮鬥的
道路上，不怕苦不怕累敢於打拚，通過努力獲
得了一番小事業和豐富的物質擁有。所以作為
過來人，很多朋友們都樂於諮詢創業道路上的
種種問題，但如果讓我用4個字來總結人生該怎
麼過，我不會說那些過於激勵的心靈雞湯，而
僅僅是：及時行樂。
也許是經歷過了，才更能夠準確地說出自己
的感受。在今天身邊有很多人有遠大的志向
和拚搏到底的勇氣，那就是年輕的創業朋友

們。是的，他們眼中所有的風景都是事業，就
連出行、睡覺、吃飯，所能夠想到的都是怎麼
樣才能把事業發展輝煌？而在創業道路上也常
常會遇到一些挫折，就像是一片小樹葉在波濤
洶湧的大海上前行，不管我們怎麼謹慎小心，
海面上的風險都會存在，偶爾來一點風浪，對
於剛剛創業起步的人來說，那將會是極大的挑
戰。
遇到挫折的時候，那時候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呢？時時刻刻都在擔心，好不容易有點起色
的事業會被扼殺於搖籃中，想怎麼樣才可以
渡過難關，而心驚膽戰地渡過了每一次挑戰
後，也會擔心周圍的環境是否對我們的事業有
影響。每一次創業新邁出的一步，都會伴隨
心靈無盡的壓力，就算是後來事業已經上了軌
道，能夠比較穩定地運行，獲得的利潤也在不
斷增加，但心還是時刻處於壓力的狀態，於是

便忍不住想：到底這麼苦苦追求是為了什麼？
獲得成功的時候，會預備是否會經歷失敗，
而在失敗中，那些心情就更加不用說了。
後來總算知道了，我們需學會及時行樂。曾
經也認為，要打拚事業，怎麼能夠想享受
呢？不是應該先苦後甜嗎？但是，及時行樂跟
我們打拚事業，兩者並不衝突，所以今天要把這
4個字送給正在創業的年輕朋友們。大家可以這
麼想一想，我們為一個目標而奮鬥，燃燒自己
的能量最終的目的無非是讓我們的人生過得更加
充實、更加開心，但如果我們把所有心思都投
入了事業中，所有的心情都轉化為無時無刻不
存在的壓力，那我們還談何人生的快樂？
所以在我們努力發奮圖強的時候，也不要忘

記及時行樂，適當的時候應該學會放下工作，
放鬆一下自己的心情，只有這樣我們才會走得
更長遠。

及時行樂

金子與半園
丑時三刻，聽見窗外有雨聲，驀地
想起廣漢和廣漢的金子。廣漢遍地金
黃的稻穀和高挑的金子，像是同類，
稻穗像金子，金子像稻穗。需要強調
的是金子不是金子，是個人——廣漢
男人。我想說的，不僅僅是廣漢和廣
漢男人金子，也想說說金子的院子。

對於廣漢的記憶，始於我上小學前的經
歷，具體幾歲已記不清，那時更不知道廣漢
有三星堆。只記得跟祖母坐拖拉機啟
程，然後趴在中江南塔下煙廠宿舍裏二伯父
的窗前，看夜色中亮燈的汽車從龍王閣外
駛過的光影。第二天坐上汽車，然後是火
車，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到了廣漢。
跟祖母的放大腳回到她的娘家，是為趕

赴一場婚禮。記不得是誰的婚禮，但記得那
竹林那院子，有些像金子家。進院子的路有
三道彎，光潔的小路穿過竹林，我和大表哥
小表姐在這小路上追過跑過。在這秋夜雨聲
中，我們的笑聲一點點清晰起來，猶在耳
畔。
那是夏天，我像隻剛飛出殼的蝴蝶般無拘

無束，飛進傳說中的廣漢，有幾許期待，幾
許驚喜。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古稱漢州、別
名雒城的廣漢，只是一個有親戚所在的地
方，舅公公、三姑奶奶，還有許多我分不清
的老老少少，他們是我的親人。多年後，他
們的影像在我的印象中逐漸淡化，但竹林、
小船、悶罐火車，還有三姑奶奶屋外夜半火
車的「匡嚓匡嚓」聲，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明
晰。
去金子家，迎接我們的是滿地金燦燦的稻

穀，成熟且謙遜地低頭。廣漢地平，稻穀
的金色鋪展起來又蔓延開去，像極了在生宣
上用顏料洇染出來的畫面。大片的金黃，偶
有綠樹與竹林點綴，又有一棟棟小樓鑲嵌其
間，目之所見，透生機與希望，這樣的農

村，讓人在心底感受到一種似乎來自於地母
的力量感。
兩個月前的一個上午，我駕車經過這片土

地。那急速地穿行與落腳於土地的體驗完全
不同。慢下來，才使我記憶深處的溫暖甦醒
過來。我已不再是紮小辮的女孩，但那段
記憶的復甦，卻使我的生命瞬間立體起來，
彷彿跨越40多年的時空瞬間對接，像電影鏡
頭的切換，又彷彿我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創
作。
金子家與鄰家之間的小路，彎彎曲曲地引

我走回童年，像大腦頂葉的溝壑，又似唐
詩宋詞裏的平平仄仄，走走，就走出了
一種旋律，一首詩或是一闋詞。
金子是個讀書人。讀書人，是我對人的最

高評價。他的竹林在院門外。還未進院，就
有曲徑通幽之感。穿過竹林進入前院，一塊
空地上藤蔓蜿蜒，肥碩的絲瓜垂掛在架下，
有生活富足之感，旁邊幾個花盆裏開小
花，透點小情趣。走過瓜架，他的書房靜
默眼前，書房與竹林僅隔一道圍牆，就暗
含出竹與書的典故，讓人想起蘇東坡。
書房不大，但很整潔。左右兩對面是書
牆，對門的那面一個架子頗有創意，將捲筒
的紙，在中心穿起一圓棍，支起在書案右側
且略高於書案，順手一拉，紙張呼啦啦鋪展
在書案上，書案，或者說是畫案吧，筆墨也
就伺機而動，筆墨放在右手邊靠牆的几子
上，抬手蘸墨，隨意而潑。大約是經過一番
琢磨的，可見真正是有過實踐體會的創意設
置。在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來打開，就讀到了
羅偉章的《瘸腿車伕》，一篇充滿人情溫暖
的文字，其意蘊與這間書房的氣韻相合。我
想，一間屋子，無論如何都會有主人的氣
息。一種潛移默化及交流傳遞與熏染，也就
造就了《陋室銘》所表達的那種關於人與屋
的德行相通的境界。

金子的屋後有個園，一半菜園一半果園，
大約因此，金子在玄關上手書「半園」二
字，使得鏤空灰色磚牆的玄關有了文藝氣
息，這也是主人氣質的表達吧。園裏的柚子
樹上果實纍纍，舉手可摘，剖開，柚香撲
鼻。坐於樹下桌前，品嘗新鮮瓜果，還未入
口，已是口齒生津。柚子肉的香脆還在齒間
縈繞，旁邊的鐵鍋柴火雞又香味嫋嫋。我一
直在尋找張宗政先生長篇小說《蘇舜欽》裏
「鐵鍋柴雞」的品相與味道，應該就是金子
這道鐵鍋柴火雞的樣子：雞是跑山的，菜是
青綠的，野生的山藥，潔白如玉。宋仁宗時
代，辣椒尚未傳入，所以菜的本色保持得極
好。那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文人墨客好
吃，好玩，吃得講究又風雅，還不斷地生出
些創意來，稍後的蘇東坡自創的東坡酒東坡
肉就是文人廚師的傑作代表。
我吃過柴火雞，也喝過紅酒白酒香檳酒，

但沒有才華來給美食們描摹一段秀色，更不
能像雅冰一樣給大家獻上一段才藝展示，於
是悶頭喝酒悶聲吃肉，直到把自己喝得酩酊
大醉、肚兒滾圓。這時候，也只敢在心裏悄
悄「酒狂」出幾句「do re sol，do mi sol，
do sol sol……」然後尋摸只差一塊巨石可
躺，晒一晒腹中美食美酒，待到酒癮消解，
美食消化，再來學什麼林下之風，或者學一
學竹林七賢之阮籍，長嘯一聲，灑脫一回也
好。
此時，回味正好，但雨聲已停，蛐蛐的叫

聲不緊不慢地敲打夜的寧靜。我知道，我
也該回過神來，如同兒時離別廣漢之時，坐
上一條秋子船，神思也就緩緩離岸。今夜，
就擬學長衫素服的古人，駕一葉扁舟，迎
金風，在心裏欣然辭別金子和他的半園吧。
此刻，我替金子問一聲，「何日君再來」？
忽又想起「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句。
這話就像是金子說的，又像是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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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景榕訪問研究澳洲華人歷史的專
家楊永安博士（右）。 作者供圖

◆視帝陳山聰、視后江美儀，
實至名歸。 作者供圖

◆作品《眾裏尋他千百
度》。 作者供圖

◆「一哥」蕭澤頤給自己60分，中
規中矩，有進步的空間。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