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說論語

融古出新 我用我法
毛澤東的書體在
中國書壇上可稱獨
樹一幟。他的草書

出自懷素，但又異於懷素。
毛澤東師懷素，能取其神，得
其妙處。他將真書入草，用筆陰
陽相應；點畫編次，鱗羽參差；
使轉之間，方圓兼備；偃仰之
勢，如崖崩潮湧；氣勢如萬馬奔
騰，開合之間，隱隱有風雷聲。
故毛澤東的草書，是可比肩懷素
的另一高峰！
在毛澤東眼中，書法既是一門
藝術，也是一門哲學。書法的黑
與白是一對矛盾，筆法、字法、
章法、墨法，全是一對對矛盾，
輕重、方圓、長短、正攲、大
小、偃仰、疏密、肥瘦、濃淡、
枯潤等等，都是黑白一統之下的
矛盾，它們有主有次，處理這些
矛盾時首先要抓到主要矛盾，還
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毛
澤東是哲學大家，處理書法中這
些相剋相生的矛盾自然得心應
手，所以他能在懷素草書基礎上
創出自己的字體——毛體書法。
毛體書法比懷素書法更有氣勢，
而且，毛澤東在其書法中貫注着
濃厚的情懷，故更具個人風格，
更具感染力！
書法乃傳統國學，沒有繼承遑

論創新，所以我們應重繼承，守
傳統。研習書法，勤練是必不可
少的。光說不練，謂口頭書法
家。但一味苦練，不作研究，也
被人戲稱是影印機，只識重複自
己。「為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
家始逼真」。人人學書都學鍾王
顏柳，爨寶子張黑女，學得再像
也只是形似，那都是人家的東
西，沒自己的面貌。所以，我們
應以毛澤東為學習的榜樣，學會
用哲學的思辨來研究書法。
清代畫家石濤有一句名言︰

「我用我法，無法而法」，他要
打破前人立下的規矩，他要畫出
自己的個性。歷朝歷代有這種想
法的畫家很多，他們都會遇到一
個最大的問題。前輩名家無論在
技法上還是體裁上，都已經把能
夠想像到的種種變化都逐一嘗試
了。到了石濤這裏，他應該怎樣
找到屬於自己的方法？石濤給出
了他的答案，無法而法，有點
「試錯」的意思，反覆創作，不
要怕畫壞了，一直畫下去，總會
有靈光乍現的時刻。
鄭板橋畫竹「日間揮寫夜間

思」，篆刻大師趙古泥曰：「多
思必得」，要融古出新，我用我
法，除了靠石濤的「試錯」，還
須靠「多思」二字。

因為疫情而再三
延期的《世說論
語》全港學界徵文
比賽，終於準備就

緒，計劃在復活節後全面推行。
由中華書局根據我們出品攝製的
資訊文教電視節目《復興新生系
列．世說論語》而出版的同名書
本，早於2020年面世，奈何當時
疫情一直嚴峻，故徵文比賽未能
同期舉行。
為配合 4月中推行的徵文比
賽，我們特別安排了《復興新生
系列．世說論語》在「超藝理想
頻道」播出，希望學界參賽的時
候，除閱讀書本外，亦可透過短
視頻的深入淺出，啟發他們對
《論語》的領悟和思考。
首集推出的受訪嘉賓，是我們
尊敬的榮休校長謝志偉博士，謝
校長在母校香港浸會大學退休
後，返回出生地澳門，又再擔任
澳門大學校董會主席，十多年後
退休就定居於澳門，當
時，他已謝絕外界一切訪
問，但見我們構思的節目
很有意義，於是破例答應
拍攝。還記得當日我們前
往澳門大學於橫琴新落成
的校園訪問謝校長，剛巧
澳門大學的校訓：仁、
義、禮、知、信，正是儒
家的五常之道。
誠如謝校長說：「儒家

的五常之道，是傳統中國文化中
處世為人的道德標準和倫理精
華。根據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
「仁」就是博愛，包括愛人和自
愛；「義」就是公正、合宜，是
社會行為的規範；「禮」是尊重
別人和自重，是仁愛、公義內涵
的外在表達；「知」就是尊重知
識，崇尚真理和明辨是非；
「信」就是言行一致，忠於職
責，勇於承擔。所以如果你問
我，《論語》或者儒家的思想對
我處世為人有什麼啟發，我可以
毫不含糊地說，仁、義、禮、
知、信的儒家詮釋，確實是我這
個一生從事教育的人最崇高和最
貼身的人生感召。」
永遠的溫文爾雅，一派儒者風

範的謝校長，還有早年亦任教於
母校的校長夫人吳道潔女士，他
倆親切謙和，一直是我們學習的
好榜樣，更感恩他倆多年來的循
循善誘…… （待續）

著名音樂人「編曲大師」
杜自持（Andrew）有不少巨
星好友，其中一位是哥哥張
國榮，他今年已經是第三屆

為哥哥紀念演唱會擔任音樂總監，「其實入
行初期我已跟哥哥有交往，1984年、1985
年黎小田要我幫《全賴有你》編曲，那是我
最初的作品，當時我不知道哥哥很紅，所以
不感到壓力，後來歌曲大受歡迎，電台DJ
播歌也會提及我的名字，我好開心，好有滿
足感！哥哥是一個好關心別人的人，他第一
次紅館演唱會做10場，我是琴手，不過我
因為遲到，總綵排時我在黑暗中奔跑去樂
隊，我不知升降台已降落了，一跑就跌落到
7呎深的台下，膝頭全碎差點沒命。但最後
的第10場，他們用輪椅將我抬上台一起演
出，後來他有來看我，還送了一隻好好攬的
大公仔給我。我和哥哥最後一次合作，就在
事發前幾個月群星合唱《同步過冬》的錄
音，他負責領唱，我完全看不出他有情緒病
不開心，當時有講有笑好輕鬆地完成……
回想20年前的事現在猶有餘悸。」
「其實做唱片好容易和歌手成為朋友，

因為留在錄音室的時間好長，討論歌曲、分
享生活無所不談。我和劉德華（華仔）合作
由1992年至2000年，我們志趣相投一起連
開錄音室和唱片公司，但監製了7張唱片
後，發覺之前陳百強、林憶蓮、張國榮等等
的歌手都會找我合作，但夾公司後就沒有
了，我覺得奇怪，也感到只
做一個人未夠滿足，後來有
機會加入香港EMI的A&R
藝人與製作部門，我可以做
好多歌手如巫啟賢、楊采
妮、張智霖、林子祥、彭羚
等……當時我做錯一件事，
我正式簽約時沒有知會華
仔，他聽到消息之後有不開
心，我這個人好多時做事都
後悔……劉德華是一個好勤
力的歌手，好肯去嘗試，我

們合作做生意他很放手，從來不會過問半
句，對我好信任！這件事之後，我們再沒當
面講起，我也沒有解釋，不過我好想向他
說，華仔，不好意思，當初我入EMI沒有
向你提及是我不對，因為有一次我們一起坐
飛機聊天，你問我未來有什麼要做？當時我
好想開口，但不知為何開不到口，所以Sor-
ry沒有向你坦白，說到尾這件事是我不對，
你何時要我幫手，我第一時間都會幫，也希
望將來斟杯茶向你道歉。」
「另外，有傳我用煙灰缸掟他，這件事

我一定要澄清沒有此事，因我曾告訴他，我
爸爸見樂師做得不好，他會用煙灰缸飛過
去，我爸爸吸煙，我沒有，又何來有煙灰
缸？可能他提及我爸爸，並不是我！」
「我和張學友合作無間，還記得國語版

《雪狼湖》，我們巡演的地方有些是冰天雪
地，樂師在後台都有個暖爐仔，但是他穿着
很單薄的戲服在台前演出，我真的佩服不
已，藝人這行飯真不容易。最難忘《張學友
1/2世紀世界巡迴演唱會》，我們樂隊頭頂
那座重20噸的重型裝置，在我們上面翻來翻
去，下面是20多條人命，觸目驚心。記得第
一場在上海，我們戴上頭盔去睇場，學友完
全沒有擔心。結果我們做了146場，半點意
外都沒有，好順利，裝拆裝拆，完Show之
後拆卸入貨櫃，再去到第二個地方再安裝上
去，一樣順利進行，每次他們都細心檢查過
才讓我們上台，這間公司就是Mirror演唱會

出事那一間，所以我本人
覺得那次意外事件並不關
公司的事，完全是操作那
人的事。」
這位中菲混血、快人

快語的音樂人，笑言自己
以前的性格急躁，現在已
經改善了，否則識飛都無
用，真性情的人一定會吸
引很多真朋友，我也希望
他和劉德華能夠早日冰釋
前嫌，友誼永固。

快人快語的音樂人——杜自持
相信今個星期，不少香港人會充滿放假情

懷。只要在本星期一二四請3天假，就可由
上周六起，放假放到下周一，合共10天長
假期。星期五晚下班後夜機出發的話，相信

足以隨心暢遊五大洲了。
記得回歸以來，疫情爆發前，每逢長假期時，香港都有
不少團體，會以爭取各種權益為由組織遊行。曾經有人戲
稱香港是「遊行之都」。
雖云香港有遊行集會的自由，但對於遊行申請，文公子
認為前幾任政府，真是「開明」得有點過分！最令人嘖嘖
稱奇者，是連在港九新界四處張貼反中央宣傳的法輪功團
體，不僅未有被取締，還能獲批不反對通知書，經常在旺
區大鑼大鼓盛裝巡行，警方甚至會在極繁忙的馬路如彌敦
道、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西東等，無視交通擠
塞，關閉一兩條行車線沿途護送。每次被迫呆坐車上，欣
賞其巡遊隊伍招搖過市時，都有衝動想去函申訴專員投訴
濫批遊行。
政府推修訂《逃犯條例》時，反對派團體的遊行，更是
逢假日就出發。集會中，往往有人非法籌款，遊行後，通
常亦有激進分子乘機霸路，甚至引發暴亂要警方出動清
場。偏偏官員對一連串明目張膽騎劫和平集會行為又似乎
視而不見，繼續向前科纍纍的團體批出不反對通知
書……屢屢縱容之下，激進的遊行示威，終於惡化成「黑
暴」亂港，令香港人由安居樂業變成「生於亂世」，實在
令人痛心。
幸得中央及時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得以依法除去禍港
毒瘤，加上疫情蔓延令遊行不再獲批，香港方得以回復安
寧。疫情過後，開始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限聚令消除後，又有團體恢復申請遊行。於上星期日，
就有10個獲警方批准的公眾遊行或集會活動，卻都能有
序及和平進行。究其原因，是政府規定有關活動附加限制
人數、參與者須掛上號碼牌或戴上襟章以作識別，並須遵
守《禁蒙面法》規定等，此實為明智之舉！
網上對於遊行規定，其實已有不少抹黑言論，例如掛號
碼牌，就被形容為具侮辱性的「掛狗繩」；更曾有人在網
上煽動暗伏社會的勇武分子，出來魚目混珠參加遊行乘機
作亂等。因此，文公子認為，警方對遊行的審批，應該撥
亂反正，寧緊勿鬆，對各項辨識參加者的規定須貫徹始
終，沿途高調戒備；而且多作網上巡邏，收集情報，揪出
網上造謠者和作亂發起人，以免再生危害社會或國家安全
的行為。

遊行申請寧緊勿鬆

凡事有愛就感動
人心，《繼續寵愛
．二十年．音樂

會》滿載對哥哥張國榮濃厚的愛
和思念，超精彩、溫馨、感動、
滿載回憶，充滿誠意，是陳淑芬
和團隊盡心盡力送給哥哥和「哥
迷」的超勁禮物。
這個Perfect Show不惜工本，
由30多位藝人參與，以接近40
首哥哥的代表作，結合歌聲、影
像。有大量哥哥的珍貴回憶，由
梁朝偉的視頻作開場序及結語，
用春夏秋冬四季貫穿整個音樂
會，演出歌手有哥哥同年代的好友
和後輩，更有《聲夢傳奇》的十多
歲年輕成員，前浪後浪共融，貫
徹哥哥熱衷提攜後輩的精神。
當中譚耀文與6位聲夢年輕歌
手載歌載舞，獻唱哥哥的經典金
曲，非常出色，聲夢歌手年紀輕
輕已訓練得有壓台感，兩代藝人
非常合拍，譚耀文更叫大家驚
喜，原來他是唱得跳得藝人，
他所爆的金句：「偶像不用
多，最重要有哥哥。」贏得全
場掌聲雷動認同。
另一意想不到的安排，是

《聲夢傳奇2》亞軍人馬黃洛
妍拉小提琴演繹《風繼續
吹》，她本身是小提琴演奏
家，才華終於得到賞識，可以
踏上紅館舞台，受過聲樂專業

訓練的她，更以專業技巧演繹陳
淑芬悼哥哥逝世一周年填寫的
《煙花燙》，這首歌不易唱，黃
洛妍夠功力，唱出神韻，是名唱
將。大會有慧眼，默默延續哥哥
傳承的使命，同時將繼續寵愛張
國榮的情意傳承。
內地歌手于毅和陳松伶合唱

《夜半歌聲》主題曲《深情相
擁》，于毅曾經與張學友演過
《雪狼湖》，陳淑芬今年送給哥
哥的一首歌《從未遠離》就由他
主唱，他多才多藝，在音樂會上
用歌聲致敬《霸王別姬》程蝶衣
哥哥張國榮。
在郭富城重塑《Monica》的勁

歌熱舞和《有誰共鳴》後，大屏
幕播出哥哥在演唱會演繹《共同
渡過》的短片，然後是唐唐的錄音
感言，為音樂會寫上圓滿句號。
音樂會帶來很多感動、思念和

那份傳承，繼續寵愛張國榮，樂
壇聲生不息。

張國榮紀念騷默默傳承

和朋友聊天的時候，他說得最多
的話就是，等到我們什麼時候有空
了就去旅遊、等到什麼時候有空了

就去大膽冒險等等……在這位朋友的眼裏總是憧
憬着未來，這固然是好，可是他的目光總是停留
在遠方，卻沒有關注到當下才是生活，生命就是
眼前的時光。
總是想着，等一切都變好了的時候就開始出發

開始行動，可是無論過了多久，還是都一直在
等。有句話說得好，遠處是風景，近處的才是人
生，沒有抓住眼前的時光，沒有把當下的生活過
好，總是看着遠方的風景，又有何用？正如那位
朋友，他總是抱怨着現狀的不好，不是埋怨這個
就是埋怨那個，雖然生活總會有一些瑣碎的煩惱
事情，可是如果我們光盯着這些事情，那就會產
生一種錯覺，會覺得眼前的都很糟糕，其實有多

少人都是這樣——手中明明握着別人羨慕的東
西，卻又總在羨慕別人手裏的東西。
一個人需要有夢想，它能夠給我們指明前進的

方向，但如果只有對遠方的夢想而不把當下過
好，那麼夢想所指向的方向也都是虛無的，不管
你有多少宏圖壯志都必須先把眼前過好。
生命就是眼前。大多數人會習慣了用一種固有

的思維去考慮問題，對於自己眼前所擁有的不加
以珍惜，卻花費過多的心思去規劃未來。曾經見
過很多創業的年輕朋友們都是這樣，也許是因為
年輕意氣風發，心態不夠穩定，總是常常想着一
些很遠很大的東西。
比如說，事業才剛剛起步，就想着能夠遇到大

的機遇，夢想着能夠一夜暴富，而在現實生活
中，每當遇到一點小挫折就會覺得心理大受打
擊，只會看到自己不好的，無原因地羨慕別人，

或許只有歷盡世事才會明白眼前擁有的才是真正
應該珍惜的。
就好像是一條路通向遠方，除了眺望遠方以確

定方向之外，更重要的是，把腳下的路一步一步
走得踏實，或許我們嚮往遠方，但遠方又是另一
些人厭倦的地方。生命就是眼前，也許眼前會有
很多困擾，但是只要能夠確定大方向是好的，相
信自己能有勇氣去戰勝那些煩惱，告訴自己生活
不會總如意；萬事不會都圓滿，活在當下就是要
將每天認真地過好，對於那些煩惱和挫折要學會
看輕、看淡。
創業和人生都是一樣的道理，總是要把基礎性

的東西做好了，才足以支撐那個宏大的夢想，不
要總是觀望着別人的風光，要知道事業和人生也
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把眼前過好，讓當下盡可
能地不留遺憾，一步一步就會接近成功和幸福。

生命就是眼前

祖孫緣
外公去世好幾年了，外公的一生，

是簡單平凡的一生，他用勤勞、善
良、勇敢，為我詮釋了中華民族五千
年的燦爛文明，外公的一言一行，深
遠地影響着我，多想時光能倒流，還
能去那小山村看看他老人家，能再陪

陪他，能再牽他的手，能看着他對着我傻傻
地笑，有時又像孩子一樣對着我又哭又鬧！
外公的大哥參加革命壯烈犧牲了，時年20

多歲，留下了兩個年幼的女兒，同時犧牲的
還有十幾位烈士，全部人的遺體都扔在亂葬
崗不允許家屬收屍，太公太母怕連累鄉親們
只能在家裏無助地哭泣着，過了幾天，外公
在夜色掩護下獨自一人偷偷地推着一輛架子
車到亂葬崗找大伯公的遺體，他忍着悲痛小
心翼翼地辨別着一具又一具遺體，終於把大
伯公的遺體找到了，回去時還帶回同村另一
位烈士的遺體。大伯公犧牲時，外公才13
歲，他的機智勇敢征服了整個小山村，村民
們都為他驕傲與自豪！
外公有一個兒子，5個女兒，22個孫輩，我
的媽媽排第三，他和外婆用勤勞的雙手養育
着兒女和大伯公留下的兩個女兒，精心侍奉
着太公太母，我們都是外公外婆心頭的肉，
掌心裏的寶。
每次去外公家，外公就會從櫃子裏拿出一些

糖分給我和表哥表姐，看着我嘴饞的模樣，他
笑瞇瞇地又從口袋裏掏出幾顆糖偷偷地塞在
我手裏說：「乖子慢點，寶貝慢點。」接着就
親切地對我說：「飛兒，做人如蓮，做事如
水，鏗鏘綻放就是光陰最美最貴的花。」外
公自幼習武，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他熱心
鄰里、廣施善緣，有空時就教村民們舞獅子甩
大刀長矛，村民們敬重他，方圓幾里都留下了
他的美名。外公在外婆的支持下帶領村民們成
立了一個舞獅隊，逢年過節的時候給家家戶
戶拜年，送去祝福送去吉祥安康，那獅子隊
到現在還是村民們的驕傲！

我14歲那年，外婆突發疾病離開了人世，享
年64歲。看着外公，媽媽、舅舅、姨姨、還有
不知道名字的七大姑、八大姨等都撕心裂肺地
哭喊着、哀嚎着，我和弟弟還有幾個表弟表妹
呵呵地笑着、鬧着，沒有一點悲傷，沒有一滴
眼淚。姨發現我們在那鬧着，過來狠狠地把我
們捏了一把，還罵了我：「飛兒，外婆白疼你
們這些娃了喲，你們這些白眼狼喲……」姨姨
一邊抹着眼淚一邊罵着捏着我們幾個，外公發
現後趕緊拉住姨姨的手，忽然間我大聲哭了起
來，表弟表妹也跟着哭了起來，分不清我們到
底是在哭外婆，還是被姨姨捏疼哭的，過後大
家還誇我最懂事，長大了有出息，長大了肯定
是孝女！
外婆去世後過了幾年，不知不覺我長成了大

姑娘，結婚的前一天，外公大清早的來到家裏
為我祈福，然後紅着眼睛摟着我叮囑着：「飛
兒，明天你要嫁人了，你要成家立業了，你是
大人了，記住外公的話，愛笑的女孩很美，到
了婆家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學會微笑面對，
要孝敬公公婆婆，夫妻要相敬如賓，要與人為
善，勤勞致富，勇於承擔責任，要與兄弟和睦
相處，要……」外公反反覆覆地叮囑着我。
時光飛逝轉眼又過20多年，外公很老了，

媽媽也老了，我也不惑之年了，但我們依然
是外公掌心裏的寶。
外公88歲那年患了老年癡呆，很多事情他

都記不起來了，大小便也控制不住了，甚至
連舅舅姨姨都認不出來了，有時偶爾會想起
他們的名字，舅舅和姨姨都着急壞了，唯有
我和我的媽媽他能清楚的叫出名字和認出我
們的模樣。外公每次見到我就會問：「乖子
店裏生意好嗎？兒子讀大學了吧？有女朋友
嗎？什麼時候娶媳婦呀？……」姨姨聽到了
就會嘀咕外公心裏只有我這個外孫女，自己
的兒子和女兒都認不到，偏心，偏心。
外公患老年癡呆後就記不起他有多少歲，在

他90歲大壽的那天，我們幫他穿上新衣，換上

新鞋，看着他精神奕奕，我忍不住調皮地問：
「你幾歲啦？」外公笑着笑着就哭起來了：
「飛兒是傻瓜嗎？我不是90歲了嗎？老頭子活
不了多久了，要去見你外婆了。」過後的幾年
裏，我都不敢問外公他有多少歲。
外公93歲那年，舅舅因病離開了人世，他帶

着對親人無比的眷戀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最
愛的老父親。我們都以為外公老年癡呆了這麼
多年，舅舅的離去對外公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舅舅治喪期間，外公反反覆覆地哭着，一邊哭
一邊念叨着：「春兒喲，春兒喲，你咋就比我
先去見你母親囉，你咋這麼狠心的拋棄我囉，
我的春兒喲，我的春兒喲……」我們只能抹着
淚對外公說不是他的春兒，但我清楚地知道外
公是在心疼兒子，雖然他患老年癡呆這麼多
年，但血濃於水，父子連着心呀！
時間永遠定格在2013年1月17日，在舅舅離

去了7個月後，外公也駕鶴西去，享年93歲。
在外公生命最後的幾個月裏，我每天都會去

陪陪他，有時幫他洗澡或者換洗衣服的時候，
他都會不好意思地對我說︰「乖子，我老了，
連累你們了，乖子你真乖，今天忙嗎？肚子餓
了嗎？吃了什麼好吃的？有吃肉肉嗎？……」
我一邊笑着回答，一邊納悶着，外公不是老年
癡呆了嗎？他不是什麼都記不起來了嗎？外公
患老年癡呆的這些年裏，我是子孫後代當中最
幸運的，也是最幸福的，我很慶幸外公能清清
楚楚的記起我，我很慶幸外公在最後的歲月裏
他還依然疼我愛我。外公，原以為你只是累
了，睡一小會就好了，可你真的太累了，你這
一睡就是割了我心頭的肉呀。顫抖撫摸着你逐
漸冷卻的身軀，淚水止不住嘩啦啦的往下流，
多想用盡我全身的力氣留住你掌心裏的溫度，
多想你能睜開眼睛再叫我一聲「飛兒」。
外公，飛兒想你，今夜就讓你和外婆出現
在我夢裏好嗎？我要親親你們抱抱你們，外
公，我親親的外公，如果有來生，下輩子我
們再續祖孫緣，祖孫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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