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長輩

金牌導師 金牌學生
書畫家葉永潤有位
10 歲的女弟子王翊
瞳，她參加了2022年

「紫荊文化盃──我愛我家創作大
賽：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
賽」的「我愛我家」主題閱讀圖畫
組比賽，獲初小組冠軍。
王翊瞳所在聖博德小學的校長為
她所畫的「蝦」題詞：「今日翊瞳
隨心畫，他日將成白石蝦」。教育
局局長蔡若蓮女士還親切接見她並
與她合影留念。
王翊瞳對採訪她的記者說，她4
歲的時候，有緣遇到香港東方書畫
院的執行院長葉永潤老師，並被葉
老師收為弟子，開始學習國畫。
她表示未來會繼續練習畫畫，在
葉永潤老師指導下創作更多滿意的
畫作。並積極參加更多的繪畫活動
和比賽，讓更多人能看到自己的畫
作，為學校和愛她的人爭光。
王翊瞳是個尊師重道的小朋友。
不但學藝有成績，而且小小年紀，
懂得感恩，懂得謙虛謹慎，學藝先
學做人。筆者認為，品學兼優的學
生才配得上稱「金牌學生」。所
以，作為弟子的啟蒙導師，不僅是
學業，對品行也須加以教導。
「萬世師表」孔子的教育方法可
以概括為「以禮治教」，重視德
育，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格品質和道
德修養。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包括
「教學相長」、「言傳身教」、
「實踐育人」等理念，對後世教育

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提
倡師德高尚，強調教師要盡心盡
責、言傳身教，要以其人格魅力和
精神力量來感召學生，激發其學習
熱情。而這點，葉永潤老師確實是
做得非常好，所以，筆者亦稱其為
「金牌導師」。
葉永潤作為書畫家，早年在廣

州任教，一直是優秀的教師。他
深知為師之道是要言傳身教，立德
樹人。退休後，他來港定居，仍不
忘舊業，先後教出不少品學兼優的
學生。
筆者前年發起成立旨在中小學推

廣書法和國學的《獅子山文藝協
會》，第一時間便聘請葉永潤先生
擔任書畫委員會主任。由他落區推
廣書法多次不負所托可知，他確實
是名副其實的「金牌導師」。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

願「金牌導師」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教出更多「金牌學生」！

記得第一次認識母
校香港浸會大學榮休
校長謝志偉博士是
1975年，在政府大球

場舉行的葛培理布道大會上，當年
的母校仍為「學院」，我就讀的培
道女子中學，與其同屬浸信會體
系，我被選上初中學界代表出席這
一票難求的盛會，謝志偉博士主持
當晚的即時傳譯，跟這位舉世知名
的布道家站於一起，毫不遜色，猶
記得他不卑不亢、鏗鏘有力的語
調，整個數小時過程全沒有稿件，
揮灑自如，絕無冷場，就這樣感動
了無數「決志」信主的人們，而我
卻見識了兩位當今世上最傑出的演
說家之一——葛培理牧師和謝志偉
博士。
當晚領隊的老師告知，謝博士是
浸會學院的校長，早年負笈美國，
是一位物理學博士，主要研究科
學，以30多歲的年齡當上校長，可
謂年輕有為。我暗自許下承諾，將
來一定要入讀浸會，向謝校長好好
學習！
後來又有一次，謝
校長夫人吳道潔女士
前來培道演講，當時
我仍在念初中，謝太
（我們對她的䁥稱）
留學美國時，選讀圖
書管理，故她在浸會
任教外，還專責管理
圖書館，當天她也提
到同學們畢業後，可
選擇報讀浸會，我坐

在禮堂較前排，率先舉手表示支
持；謝太的演講溫婉嫺淑，跟謝校
長的各有風格，同樣動聽，原來她
小時候曾於澳門培道就讀，大家也
算校友，分外親切。
中五會考後，我迫不及待就考入了

浸會當時的Junior Devision課程，也
就是類似中六年級的大學預科，專心
專意為我心儀的「傳理系」進攻——
沒有報考托福、SAT、港大、中
大……任何一間大學的入學試，只報
考了浸會傳理系，是我的「唯一」志
願，幸運地給我如願以償考上了。當
年校園還未擴建，小巧溫馨，大專會
堂仍在籌建中（「浸會」正名大學後，
改名為大學會堂），在校園偶遇謝校
長，或圖書館見到謝太，是常事，更
是賞心樂事——他倆對莘莘學子們的
循循善誘，見證《論語》的「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我們的
良師益友。
感恩差不多半世紀後，仍能時常

跟自己尊敬的長輩敘舊，話說當
年，是一種福分！

新一輪財政預算案出爐，
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
家強教授罕有地發表意見，
「我破了自己的慣例，當時

大家的焦點就在是否再派糖，過往兩三年
政府的開支好大，疫情下幫企業幫市民可
以理解，但未來還有很多開支，經濟增長
和稅收未必太好，所以政府要節省開支。
我公開表達想法後，財爺決定派 5,000
元，哈，我再沒有發聲了，另外，我一直
都說，財爺做什麼我都會支持，因為做財
政預算案好困難的。」
到底這位對金融發展甚有研究和遠見的

財務學哲學博士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財經大
道？陳局長的父親是的士司機，彩虹邨長
大、聖若瑟英文中學品學兼優的班長，會
考成績5A4B，後來到美國衛斯理大學修讀
經濟學，成為了芝加哥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財務學哲學博士，當時在芝加哥大學
更有「香港秦祥林」之稱呢……陳局長回
應，「全因為當年我取得了美國某機構的
獎學金到海外留學，但由於家境問題，很
少機會返回香港見親人，內心總有一份孤
獨的感覺。在芝加哥大學很少女同學，但
當地有一些有女兒的芝加哥華僑，他們想
女女多結識芝加哥大學的男生，常常搞聚
會派對，我們常被邀約
參加，就在那裏我見到
現在的太太Eva，我們
很投緣，我用真情打動
她，找機會替她做功
課。因為女朋友住在
20多條街以外，要找
她便要用車，同學介紹
我買一架二手鐵甲車，
連換胎共300多美元成
交。那架車好巨型，除
了見Eva，我更可以接
載同學們去唐人街食粥
麵消夜，好開心！」
這對恩愛夫婦永遠夫

唱婦隨，「我27歲結婚，太太Eva更加年
輕，她剛剛大學畢業，我們在芝加哥大學
的小教堂舉行婚禮，父母朋友同學都來
了。1993年我跟太太和兩個兒子一家回
流，因為我留在美國並非移民，只是達成
小時候當教授的願望。」
陳局長回歸香港後到科技大學商學院當

金融科技學系教授，2002年獲委任為工商
管理學院院長，2007年走出象牙塔出任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回想當年7月上
任，幾個月後雷曼事件發生，幸好在各方
的努力下，香港持有迷你債券的市民損失
有限，銀行也沒有損失。其實當我上任時，
講你也不相信，我直覺一定有危機發生，
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好大，10年
後可能又有股災，但想不到2008年演變成
前所未見的全球金融危機，當時我最怕世
界金融體系會崩潰，那是可以發生的！」
永遠心平氣和、從容不迫的陳局長在任

10年中帶領香港於不同經濟領域上有亮麗
的發展，2017年卸任返回科技大學當兼任
教授。今天更喜聞陳局長參與了剛成立的
Web3.0協會，擔任首席金融顧問。他這份
心繫金融發展、熱愛家國的情懷從何開
始？「小時候我愛看歷史書，包括毛主席
的書，我認定自己是中國人，香港要做好

中國的事，希望國
家經濟發展香港能
夠做到貢獻。」
陳局長愛國愛

港也愛妻，「太太
Eva對每一個人都
很 好 ， 我 學 不
到……其實我感
恩人生路上做了很
多事情，每一刻都
有太太在旁。」
我 明 白 了 ，

「香港秦祥林」=
「金融專才」=
「超級愛妻號」！

愛國愛港愛妻的陳家強教授
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首個內地考察團

於4月3日出發，為期兩天，費用全免，
約250名中學師生前往廣州與當地中學生
交流，並參觀名勝古蹟及到訪企業。而逾

20個主題考察團將陸續出發，預料8月底前將有逾4萬
名學生參與。
該考察團由教育局局長蔡若蓮陪同，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更親到高鐵站送行，可見政府對考察團之重視。蔡若
蓮在啟動儀式上指出，考察團目的「在於讓所有高中
生親身了解國情，體驗中華文化，對國家最新發展和成
就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建立文化自信和身份認同」。
學校在出發前會向學生派發大灣區背景資料，參與學
生返港後，須在教師指導下提交報告，探討本港年輕
人如何把握內地機遇發展事業，並展示學習成果及個人
反思。
考察團的原意非常好，首團安排萬眾矚目，效果正面

而理想，可想而知。然而，不少參與學生，甚至隨團出
發的老師，對國家的印象，可能都只停留在道聽途說的
階段，部分甚至長久被反對派抹黑國家形象的文宣洗
腦，成見甚深。因此，要達到預期效果，文公子認為教
育局必須投入資源，與內地接待單位及香港校方，好好
規劃每一團如何落地執行，特別是曾有師生參與反修例
風波前科的學校，更應重點注意。
對於中學生內地交流團，文公子經驗甚豐。事緣文公

子所屬之香港中華總商會九龍西聯絡處，早於2016年
起，就已與廣州市政協和區內校長會合作，每年安排多
家學校師生，參與中學生內地交流團，作為通識教育境
外遊學的部分活動，文公子多年來均有隨團出發。行程
為期兩天，包括參觀大灣區名勝、港資企業及與廣州大
學的香港學生交流。而參與學校不少是區內教會名校，
很多學生甚至老師，都是首次到內地；但由於安排經精
心策劃，不作「硬銷」，只客觀展現國家成就，無論師
生均表示大開眼界，而且對內地「意想不到」的文明先
進，印象殊深。記得有位隨團老師，一直擔心會在商場
洗手間「被失蹤」，結果當然平安無事；而且在參觀完
廣州地鐵博物館，親眼見識到國家快速興建地鐵，但又
能完整保留地層古蹟的先進科技和心思，就對內地印象
完全改觀，甚至每年都主動要求隨團出發。
成見，需經親歷解除，不過也絕非一朝一夕可成。要

成功，就必須注意執行，而非當例行公事處理。

內地考察團消除成見

看到報紙上面有很
多不同的爺孫戀，其
實說明了在娛樂圈可

能是很孤獨地生活，孤獨生活多年
了不如找一個快樂的短期生活，可
能比尋找真正愛惜自己的人更加容
易。
曾幾何時有一年，我遇上一位資
深的漫畫人，他也同樣有一個問
題，便是另一半比較年輕，有很多
人誤解他是一個花花公子尋找一個
新鮮伴侶，我在旁邊都覺得這位男
士好似比較花心，但是當這位男士
回應大家，他不是花花公子的原
因，我也接受他的答案。
但有位嫲嫲前輩，她說與其尋找
一個真的懂得溝通、愛惜自己的另
一半是多麼的辛苦，互相的溝通、
互相的相處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話，包容接納方面需要很長時間去
了解，既然是這樣，就不如尋找一
個自己喜歡的、外貌比較標致一些
的女孩，只要對方喜歡自己，就算
需要給她所有的財富也沒有關係，
因為在娛樂圈或者在物慾圈當中早
已明白很多虛假愛情，尋找一個真
正懂得愛惜自己的人真的很難，就
不如相信眼前的女孩會懂得愛自

己，無論她是為了金錢，還是為了
其他東西也不要緊，只要她能夠給
予自己一個快樂的尾段人生，就算
將自己所有財富獻給她也沒有問
題，這就是那位漫畫前輩告訴我們
他為什麼會尋找一個年輕美貌的少
女作為自己最後的人生伴侶。
聽到這裏我便明白到，可能在娛

樂圈當中工作真的有很多艱苦複雜
情況，有些朋友說尋找另一半最好
的是跟圈外人拍拖，但是其實他們
絕對不明白娛樂圈工作的所有情
節，這會很容易令到這段感情產生
很多不必要的摩擦，但是若果你真
與圈內人拍拖亦有一定的麻煩，便
是花花世界太多選擇，你肯定他確
實地需要你嗎？所以，可能太過長
久地尋找都是白走一趟。有一些朋
友情願尋找一些比較得意的忘年
戀，這樣可以令到自己比較生龍活
虎，雖然不能確切肯定愛情達到什
麼水準，但至少現在那一刻是快樂
的，我們便應該接受他們那一刻尋
找自己的快樂，人生在世，最重要
的便是財政自由心情平復尋找快樂
身體健康。所以我祝福所有娛樂圈
的忘年戀之愛侶都能夠開花結果，
兩者都得到自己喜歡的一切。

孤獨Lonely

近年來，人們的心理承受力似乎
愈來愈弱，在繁瑣的生活中布滿了
各種各樣的壓力，比如說，學生的

考試、中年人的事業前景、大部分人的家庭重
擔，形形色色的生存壓力將每一個人捲入其中。
有時候我們都會有同樣的感受，想要用自己

的努力去爭取更好的生活，全力往上爬，卻好
像只是在不斷反覆之間繞着圈子，總會覺得付
出了很多卻沒有收穫，看不見出口也不知該往
何處，因而感到很無力。在這種時候，我們就
會嘆一口氣說道：「我真失敗。」
有天在冥想中，忽然領悟：我們對失敗的定義

是不是合理？什麼叫做失敗？一般看來，事情沒
有如自己所願那就是失敗，但是這個定義太絕對
了，一旦我們對定義下得過於確切，那麼它就會
成為一個枷鎖，將會緊緊勒住我們的生活，導致

壓力愈來愈沉重，但是事實上壓力是否真的那麼
沉重？其實都是看我們自己的心態而已。
大部分年輕創業朋友都一樣，一旦遇到了一
點小失敗小挫折，就會覺得好像天都要灰暗下
來。因為害怕失敗，害怕自己對夢想的賭注會
輸到一敗塗地，也許很多時候也並沒有那麼失
敗，但就是這種患得患失的感覺，讓很多簡單
的事情都變得複雜和沉重了，總抱怨着生活好
像常常把我們逼到絕路，這也是一種心理作怪
而已，現在很多年輕創業者也經不起打擊，如
果遇到不好的機遇，無可避免地虧了一些，就
好像一陣風吹過來，它根本不足以把你吹倒，
可是卻因為害怕、焦慮而耗掉了本來有的精神
力。這往往是最危險的事，一旦心態不好，就
是真正的輸了，在這種時候如果沉得住氣，不
要那麼快就給自己下定義，再耐心地等待，其

實勝利的曙光很快就會來臨。
正確定義失敗，如果一定是要認為自己失
敗，那也應該看到事物是變化發展的，我們僅
僅是在這個階段過得不如意而已，可是如果不
輕易放棄，能夠靜下心來分析原因，多一些耐
心和毅力去等待，只要心是積極向上，那麼幸
運很快就會眷顧你。
我們應該換一種思維，所謂的失敗，是可以

去改造、去克服的，不管是創業還是生活中，
的確存在許多無法控制的因素，可是無論怎
樣，生活不過就是這樣一個見招拆招的過程，
就如同天涼了加衣，下雨了打傘，遇到挫折我
們一樣是有辦法去解決的，不管多麼艱難，總
有自己的方式前進，不要被那些世俗的「失
敗」，局限了自己的腳步，重整旗鼓點燃希
望，美好的東西又總會在每個晨曦重新開始。

正確定義失敗

珍惜當下 發現美好 收穫成功
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有這樣一

則故事：有一次，蘇格拉底讓他的學
生到麥田裏尋找最大的麥穗，規定只
許一路走下去，不能返回來尋找。於
是學生們便沿着麥壟一步步向前尋
找。他們腳下有不少大麥穗，但他們
卻視而不見，總認為前方一定會有更

大的麥穗。然而當他們走出麥田時，手中都
空空如也，都沒有撿到最大的麥穗。蘇格拉
底一見，笑着說：「麥田裏到處都是最大的
麥穗，但你們都放過了，總認為前方會有更
大的，於是你們手裏空空，什麼也沒得
到。」正因為學生們沒有珍惜當下的麥穗，
因而都沒有撿到最大的麥穗。
這一富有哲理的故事啟示我們，珍惜當

下，珍惜擁有，對人生有着重要意義。只有
珍惜當下，才不會被過去的事情困擾，也不
會被虛妄的未來誘惑，而會全身心地投入屬
於自己的真實人生中，發現生活的美好，獲
取事業的成功，成就更加美好的未來。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當下卻常常被人忽
視。有的人，對當下擁有的總不重視，對已
經得到的總難稱心。
有了時間，他們任意拋灑，等閒虛度，日

子過得空虛無聊；有了地位，他們總嫌比別
人低，心中不滿；有了收入，他們又嫌比他
人少，心氣難平……他們對當下的一切都不
滿意，只把希望寄託在未知的明天。然而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當一個個
「明天」變成一個個「當下」時，他們的慾
望還是不能滿足，希望也總是落空。正如作
家尤金所言︰「許多人，活着但不快樂，只
因不滿足於他所擁有的，只一心憧憬他所未
知的。『共在人間說天上，不知天上憶人
間』。往往坐這山、望那山，吃這碗、盼那
碗，任由慾望的樹在他心田裏無止境地長
着。長了一寸，他要一尺；長了一尺，他要
一丈。眼看那樹已經高入雲霄了，他還是滿

心焦灼地嫌那樹發育不良。天天在慾望的無
底深潭裏浮沉，彈指間，短短數十個寒暑已
成過眼雲煙，回首前塵，竟不知『快樂』一
詞如何詮釋。」
為什麼許多人不能珍惜當下？這其中的原

因固然很多，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總
認為來日方長，歲月漫漫，時光可以取之不
盡。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宋代詞人王觀在
《紅芍藥．人生百歲》一詞中寫道：
人生百歲，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

又十年昏老。都來五十載，一半被、睡魔分
了。那二十五載之中，寧無些個煩惱……
著名散文家張曉鳳對這首詞作了精闢的解

讀：「號稱人生百歲，其實能活到七十也就
算古稀了，其餘30年是個虛數。更何況這期
間有10歲是童年，糊裏糊塗，不能算數。後
十載呢？又不免老年癡呆，嚴格來說，中間
50年才是真正的實數。而這50年，又被黑
夜佔掉了一半。剩下的25年，有時颳風，有
時下雨，種種不如意。至於好時光，則飛逝
如奔兔，如迅鳥，轉眼成空。仔細想想，都
不如抓住此刻，快快活活過日子划得來。」
他們都在提醒我們：人生光陰易逝，好時
光無多，可貴的當下最應珍惜！
那麼，如何珍惜當下？簡言之，就是要珍

惜當下的一切，充分接納它，利用它，體驗
它，轉化它——從閒暇中創造價值，從平常
中發現美好，將不利轉化為有利，從各種所
遇中收穫成功、快樂和幸福。在這方面，古
今不少名人都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唐代大詩人李白是嚮往入世的。但當仕途

受阻，報國無門時，他並沒有因此而消極悲
觀、自甘沉淪，而是珍惜當下的閒適與不
羈，隨情暢飲，縱酒高歌，「舉杯邀明
月」，在高樓上起舞，於瀑布前當歌；在山
林之中「將進酒，杯莫停」；對着艱險的蜀
道抒發「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
海」的豪情壯志……他因珍惜這難得的當

下，生活得自在而充實；又用當下的豪情，
寫出千多首傳頌千古的光輝詩篇，贏得「詩
仙」的美譽，與杜甫並稱「李杜」。
宋代大文學家蘇軾，一生多坎坷，但他熱
愛生活，生性豁達，心胸寬廣。被人誣陷的
傷痛、被皇帝貶謫的痛苦、經濟生活的窘
迫、顛沛流離的艱難，都沒能打垮他，他
卻能夠在每一個困苦的當下，發現生命的
廣闊，從平常的生活中發現新的樂趣，創
造新的可能性，享受每一個當下的光陰歲
月，從當下中活出自在快樂；同時在詩、
詞、文、書、畫等的創作上都取得巨大成
就，成為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唐宋八大
家」之一。
我國現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魯迅，也

惜時如金，非常珍惜當下。他曾說過︰「我
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
「時間就是生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
其實無異於謀財害命」。
他還在《朝花夕拾》中寫道：「每當夜間

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
瘦的面貌（指藤野先生的照片），似乎正要
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
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支煙，再
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
文字。」正是因為魯迅惜時如金，珍惜當
下，才活得充實、有意義，在並不很長的人
生旅程中，寫出那麼多光輝篇章，為中國新
文化運動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成為中國文
化革命的主將，被譽為「民族魂」、「中國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當下是人生的重要時刻，也是組成生命的

寶貴鏈條。如何對待當下，使當下過得更有
意義？這是每個人都面臨的人生答卷。但願
我們後來者能以這些先賢為榜樣，珍惜當
下，踔厲奮發，在當下中活出精彩，活出價
值，活出美好，給這張人生答卷交出合格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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