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善若水

世代學習的差異
這年頭的孩子，
每人都是自主學習
的主人翁。從自己

的孩子身上，早已見識當中的積
極作用。由透過應用程式自學鋼
琴，到利用各種教學短片去掌握
國際象棋技法，至目前沉迷於連
線平台（由與AI比賽到其他真人
對手）去提升自己的棋手排名等
等；那只是一般網遊以外的「學
習」例子，不過背後的動力同一，
只要自發有興趣，基本上肯定可以
有個人攻略建構出來。
大家心知肚明，要將以上的自
主學習精神，轉移到學校的科目
上，當然有極大難度。要提升孩
子針對科目的學習動力，培養興
趣自然是老生常談的策略，但在
外力仍未能內化的階段中，唯有
盡量以配合孩子鍾情模式，來增
加他們的投入程度。即便如學科
上的補習，我們也發現用網上補
習的形式，好像來得更省時及見
效。或許是因為這一代早已習慣
了網上一切的往復模式，效能上
收事半功倍作用。
只不過以上模式，由衷而言也

同樣有其局限，尤其在群性相處
上，很難收到效果。最近發現孩
子會在智能手錶上，與AI「自言
自語」，其實也不無衝擊。
事實上，作為父母永遠無法估

量科技下一刻的變化，唯有盡力
去平衡各種能力的協調。
在目前的大氣候下，團隊性的

運動是最能提供群性相處機會
的場景，此所以無論孩子的表現
是優是劣，也一定要堅持下去，
以平衡科技世界「非人化」的缺
憾。
更有甚者，團隊運動的吊詭之

處，是網上攻略難以起成正比的
效益。例如足球上的「勺子球」
（Panenka）又或是貝碧托夫旋轉
（Berbatov Spin）技術，或許可
以在網上透過教學短片了解，再
自行鍛煉掌握法門，但在實戰中
是否奏效，仍要面對眾多的不確
定因素，並非僅從網上教學就可
對應地增強自己的作戰力。
此所以世代學習固然有巨大的

學習法差異，但與此同時，同樣
各自有其局限之處，唯有見步行
步，活用身上的「周身刀」吧！

星雲大師在日常
生活因忍耐而導致
筋疲力盡而不認為
苦，他指出：「我

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淨，即便
在白天，也還得六根互用，手腳
並行。在我的法堂裏，總是聚集
着一群徒眾，七嘴八舌地和我討
論事情，我不但得瞻前顧後，還
必須左右逢源，唯恐忽略了那一
個人。有時大家為了公事僵持不
下，我還得居中斡旋調處，幾個
小時下來，真是口乾舌燥，精疲
力盡。」
即使這樣，星雲大師還是硬忍
下去。
中國禪學提倡忍辱法的。
禪學有六波羅蜜─即到彼岸，
六度就六種方法，把我們從充滿
苦痛的今世的此岸，引渡到幸福
安詳的彼岸。
當一個人修養到忍辱的境界
時，就不會有尋常人常生的怨
氣。人的脾氣小了，人品也提高
了，氣度也就大了。
話說初唐唐太宗東巡，到了東

泰山，獲悉有一位九代同堂老人
張公藝，唐高宗特地去問道：
「你用什麼方法可以做到九代同
堂而相安無事？」
張老先生二話不說，在皇上面
前攤開紙，一口氣寫了一百個
「忍」字，唐高宗看後龍顏大
悅，賜予很多禮物。從此「張公
百忍」的典故不脛而走。
禪語有一句話，叫「忍可安

住」，喻意如果一個人能兼具堅

韌忍耐力，心就會安住，行為不
會逾越亂常。
禪不光是理論，禪是生活，生

活的衣食住行、行住坐臥都是
禪。有禪，就會「法力無邊」，
在人人尊，在處處貴。有禪，就
能開悟，開悟時，可謂無往而不
利！
老子說：「上善若水」，所謂

水利萬物而不爭。我們如果能百
忍成金，便能夠練就安穩如大
地，金剛不動心，如星雲大師，
成就一番人間偉大事業！
星雲大師有不少具哲理和智慧

的禪語，茲擇錄一二：
．禪者的生活，無論做什麼，

都不假手他人，也不等到明天，
「別人不是我」、「現在不做，
更待何時」。這是現代人應該深
思的問題。
．禪的本來面目，就是直下承

擔！當吃飯的時候吃飯，當修道
的時候修道，當問的時候要問得
重要，當答的時候要答得肯定。
不可在似是而非裏轉來轉去。
．人到無求品自高。禪者，最

大的特色就是無慾無求，無煩無
惱，這種特色在雲遊參訪時尤其
明顯，呈現了禪師清淨超越的品
格衣食無沾滯，隨緣放曠；行住
是雲水，自來自去。
．一個禪者的生活，是盡量將

生活簡單化、藝術化及單純化。所
謂「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
目睹人少，問路白雲頭」，這是
多麼灑脫自如的人生！

（《忍了一生的星雲大師》之三，完）

某一年的春晚當看到節目製作流程表（Run-
down）中，有自己一直頗為欣賞的女歌星會在
節目裏獻唱，友人阿King的心情十分興奮，而
阿King所欣賞的女歌星就是陳松伶（暱稱︰松

松），但阿King強調自己並非松松的「鐵粉」，除了松松
外，他還欣賞多位香港及內地的歌星，他只是喜歡「聽歌」群
中的一位而已，由於自己曾在香港娛樂圈工作多年，有港星亮
相內地的綜藝節目，他自然予以支持。
阿King表示在讀中學時，已喜歡松松唱的歌，在他個人視
角認為，松松的嗓音帶着豐富的感情，易帶出歌曲的意境，聲
線的辨識度高：「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和鄭伊健合演的電視
劇《蜀山奇俠之仙侶奇緣》，每次松松和溫兆倫合唱主題曲
《正義柔情永在》時，我的腦海就出現《蜀》劇的片段，事實
上，松松和伊健合演過多部電視劇，是眾多觀眾心中的『最佳
CP』組合，雖然那時他們的樣貌及演技都青澀，不過總覺得
他們的演技很自然，就因為他們這份純真，也易將觀眾情緒帶
入戲裏的角色人物。」
「除了松松外，我本人欣賞的歌星有多位，如鄧麗君、梅艷

芳、張國榮、張學友、許冠傑等等，還有外國的Bee Gees和
雲妮侯斯頓（Whitney Houston），都是殿堂級歌星，當年被
內地歌迷公認華語發音標準的香港歌星有梅艷芳、張學友和鄺
美雲……所以不論是作曲填詞人、音樂製作人或者是歌星也好，
每一代人都有着他（她）們的高光時刻，歌藝是各有千秋；但，
有些人就硬要將他們作比較，其實不過是滿足自己心中喜歡的一
種心靈安慰，亦有人用『嗓子被天使吻過』來形容自己喜歡的歌
手，他們的認為也沒有什麼錯或對，只是縱使不喜歡也不要去
傷害，這不單止是指『人』，亦應包括『事』！」
而阿King的另一位同事則說出一件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某年有瘋狂的粉絲為一親偶像香澤，突然從一道布景板上飛
撲而下（她的偶像正從通道中步入會場），現場頓時一片混
亂，有人被嚇得尖叫起來，亦有人被這突如其來的瞬間嚇得
『飆冷汗』，更有人不斷問道：有冇人受傷呀？萬幸的是有人
只是手腳擦傷等皮外傷，可是粉絲此極端行為，至今想起來仍
心有餘悸！也許有些人對演藝人或歌星出席活動時，經常被眾
多保安人員包圍保護着的做法揶揄一番：保安多過粉絲啦，扮
晒紅咩！但，因為有演藝人曾被一些極端的事情困擾過，故此
保安方面要做到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亦屬無可厚非！雖然演
藝人們一直都要求粉絲們要『理性追星』，可是做出『不理
智』行徑的人，卻隨時『潛伏』在你我左右，還是時刻提高警
覺性比較好。」

每一代人的高光時刻
上周，最吸引舉世目光

的大事，就是法國總統馬
克龍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
問，不僅到訪首都北京，

還專程到大灣區城市廣州參訪。4月7
日，他在推特上用法、中、英三種語言
發文：「從北京一路到廣州，我見到了
學習法語的大學生們，這些年輕人飽含
熱情，胸懷遠大，我也見到了富有創新
精神的企業家們，還有受到法國藝術靈
感啟發的藝術家們。我們在一起大有可
為。法中友誼萬歲！」可見，馬克龍在
中國感受到的是欣欣向上的鮮活氣，法
中交流，尊重合作，互利共贏為兩國和
世界都帶來無限機遇。
開放交流，文明互鑒，特別是親身感

受，轉換思路，實實在在為兩國民眾帶
去鮮活氣。馬克龍作為首位到訪廣州的
法國總統，專程去了中山大學參訪並發
表演講，選擇那裏是因為中山大學百年
前已經見證法中合作的深厚淵源。1920
年蔡元培在北京發起成立中法大學，
1921年在法國里昂成立中法大學海外
部，稱為里昂中法大學，這也是近代中
國在海外成立的唯一一所高等教育機
構。1924年中山大學的前身國立廣東大
學成立，1925年，孫中山批准里昂中法
大學設為國立廣東大學海外部。當年3
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廣東大學
更名中山大學。百年前的中法高教合
作，促成了大批赴法留學人員，隨後又
回鄉報國，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寫下
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年孫中山先生全力支持創辦里昂中

法大學的初心，正是為了通過幫助青年
海外增長見識，培養具有國民身份認同
的現代公民，實現「振興中華」的政治
理想。最近馬英九先生訪問大陸的祭祖
尋根之旅，也再三提到「和平奮鬥、振
興中華」，實際「振興中華」是孫中山

先生最先提出的，當前中國全面推進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體現了全體炎黃子孫百
年之夢、共同心願。雖然時光荏苒，但依
然能夠感受到當年的一聲吶喊如平地春
雷，為所有中華兒女內心帶來的鮮活
氣；依然能感受到當時的中國青年海外
求學，開闊眼界，更加堅定志願，報效
國家，為民族之崛起而貢獻畢生。
「振興中華」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國

家的歷史和風貌，堅守中華文化之根。
最近，香港特區首個高中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學生內地考察團也出發到廣東參訪
交流。根據未來的規劃，教育局將安排
每位修讀公民科的高中學生參與一次內
地交流，加強國民身份的認同，今年8
月底前會有逾4.5萬名學生參加內地交
流團，這也是疫情之後規模最大的香港
學生內地交流活動。對此，我覺得非常
必要，「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通
過去實地觀察感受，了解文化歷史的根
源，真正建立在客觀上的思考，才能在
思想觀念上有真正的發現和提升。人生
的轉機和飛躍，都需要學習、體驗和思
考上的鮮活氣。
2021年內地曾經推出一部紀錄片《紫

禁城》，講述了600年歷史的北京故宮
見證的中華歷史和民族之夢。其中第十
一集正講述了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中
國青年尋求出路，振興中華的氣概和探
索。這集的主題歌《破曉》歌詞講述的
正是呼吸鮮活氣息，上下求索，獲得破
曉光明的決心。歌詞中唱到：「一曲江
河水一朝天下誰挽回，一盞忘憂春一夢
驚醒浪子歸。已是破曉已不再沉睡，破
曉且放浪形骸，換一口鮮活氣，洗盡往
日塵埃，破曉且逆流而上，掀翻這腥風
血雨，迎接重生光芒。」我覺得這也是
每一個情繫中華之根、懷抱復興之夢的
炎黃子孫不能忘卻的百年之魂，歷久彌
新，永葆鮮活。

鮮活氣

有次與電視處境
劇《愛．回家之開
心速遞》的校長陳

榮峻（峻哥）跟一大班人一齊食
飯，我們被安排在最後的座位，
當時我挺喜歡，因為坐在一隅不
必跟不相熟的人找話題，而峻哥
則是我關注的藝人，不過平日我
們見面，很多時候都有他的太太
吳香倫一起，這次香倫另外有
約，於是造就了一個機會，讓我
跟峻哥多多溝通。
印象中峻哥不大主動跟人搭訕
的，這次同坐旁邊的還有能言善
道的李龍基（基哥）夫婦，一下
子便說開了。前兩期我說了基哥
的故事，今日便可以說說峻哥的
故事了。而峻哥也不是我所想的
沉默寡言，而是記憶力很好且有
不少往事回憶的。
我們幾個人不知是誰講起當
年，在演藝圈這許多年，肯定有
很多深刻的故事。當中有提及一
些前輩，其中一位是大家都很敬
佩很欣賞的鮑方叔。
講起鮑方叔，峻哥便有話說，

他記得那是1984年2月，當時才
讀了5個星期無綫電視藝員訓練
班，正職是新世界的電機工程
部。有日上午他正在上課，忽然
接到TVB高層何家聯的電話，叫
他返廣州拍幾日戲，要去一個星
期，因為有個演員出了問題，要

找人頂替，問他可有回鄉證，過
兩日便要起程，於是他速速回家
執拾行李。峻哥忽然接到這個通
知，只好立即向公司請一個星期
假，返廣州參加演出。
之後他取了劇本，才知要拍

《廣東鐵橋三》，到達目的地才
告訴他要剃頭拍攝，是清裝劇，
峻哥這才知道。當時天氣凍，要
剃頭拍攝，又沒有準備什麼衣
服，鮑方叔在旁得知，立即說返
香港替他買帽，同時到他家代取
衣服，又告訴他在廣州拍22天，
所以回港幾天便回劇組，峻哥那
一刻很感謝，前輩如此關心主動
幫忙，到了香港主動聯絡峻哥家
人，取保暖衣服，買帽子帶回廣
州。之後鮑方叔一直很關顧他，
教他對白教他走位，只做過龍虎
武師、只上過5個禮拜理論課，忽
然要入劇組擔戲，峻哥至今仍不
忘前輩對他的照顧和教導！

前輩的關顧

復活節大假，人人歡天喜地，離
港的所有交通都人滿為患。儘管已
有心裏預期，回港抵達西九高鐵站

那天，還是被站內出發大廳密集的候車人群給嚇
了一跳。隔着玻璃從2樓望下去，密集恐懼症險
些都要發作，崇光百貨銅鑼灣店人流最旺時，也
不過如此。想想去年復活節前後，香港剛剛經歷
了疫情至暗時刻，蕭瑟肅殺之氣瀰漫。不過一年
功夫，疫散通關，春暖花開，商場裏熙熙攘攘，
碼頭上貨如輪轉，香港這一次是真的滿血復活。
按慣例，復活節前一個月左右，就要日日去教

堂念《苦路經》。神父在堂，會親自主持，神父不
在，就由資深的教友領着眾人念。《苦路經》有十
四處，念完了再念《玫瑰經》。《玫瑰經》有二
十端，就這樣一直念到復活節彌撒舉行為止。我
回到久違的家，天天飯後圍爐煮茶。一家子都愛喝
茶，邊喝邊聊，聊着聊着，就會聽到低頭看時間
的母親哎呀一聲，慌忙起身出門。看來今天《苦
路經》她至少又錯過了前面十處。
疫情3年未回過家，母親最大變化，便是走路

不似從前那樣風風火火，稍微走長一段，夜裏就

睡不安穩。腰腿酸痛腫脹的折磨，藥石並不能有
效緩解。上了年歲的人，都難逃這一劫。從家裏
到教堂，大約有1公里路要走，有一小段還是上
坡，這於她而言已屬不小挑戰。在虔誠的信仰和
身體機能不足之間苦苦抗爭，是不得不時時面對
的事情。念小學三年級的小朋友，拖着沉重書包
出門時一臉艷羨的說，羨慕奶奶可以天天坐在家
裏，不用上學不用上班不用寫作業。小朋友果然
天真。
有一天喝茶，聊到特別開心的事，時間一下就

過去了，等母親緩過神來，已經遲到得很厲害，
她還是堅持趕去了教堂。等散場回來，她有些訕
訕地笑着說，今天到教堂時，《玫瑰經》都念到
了歡喜三端。回來路上，有要好的教友告訴她，
領着念《苦路經》的教友，領經時幾乎從頭哭到
尾。十四處《苦路經》記載的是耶穌被釘死在十
字架前，走過的14個地方，有被鞭打的地方，有
被強迫戴上荊棘冠冕的地方，有背上沉重十字架
體力不支跌倒的地方，也有遇到聖母瑪利亞的地
方。這條苦路，每一處都痛苦難耐，都肝腸寸
斷。我有朋友去過耶路撒冷，專門去看了苦路上

的14個站，回來跟我說印象很深刻。母親和她的
教友們都沒有去過耶路撒冷，個人苦楚受《苦路
經》感召，心酸悲傷到不能自己，念《苦路經》
時忍不住哭出聲，並不少見。
躊躇再三，我還是定了復活節前返回香港的

票。特意在圍爐喝茶時，假裝漫不經心的說了出
來，正在熱烈討論晚上吃什麼好的母親，突然愣
住了，頃刻間便落淚如雨，除了伸手握住她的手
輕輕摩挲，一時之間，我也手足無措到無所適
從。過了一盞茶的功夫，她的情緒才漸漸平穩下
來。圍坐在茶爐邊的人也都悶悶地不出聲，只有
茶水在黃銅爐裏上下咕咚翻騰。
又過了好一會兒，母親才慢慢吞吞說了一句，

原以為你能在
家待到過了復
活節彌撒……

復活路上

驅車穿行在紫薇盛開的省道往汀江
（福建西部）之畔——濯田美溪而
去，盛夏綺麗風光應景着赴謝有順教
授之約參加百鴨宴的心情。教授的家
在半山腰間，小徑在林蔭斑駁間轉個
彎抬頭便是「山遠居」，滿堂書法吸引

着我的目光，在墨香裏尋到教授熟悉的笑臉
和聊興正濃的客人們。幾杯茶裏，文學、民
生、人情聊了個海闊天空，笑聲鼎沸熱鬧非
凡，一室典雅。
美溪的百鴨宴民俗保留完好，並衍生出舞

龍、唱戲、抓魚、唱歌比賽等許多娛樂活
動，熱鬧非凡，成為閩西地區傳統民俗文化
的明珠。教授的母親是武平縣大壩人，勤勞
賢良、廚藝精湛之名遠近皆知，每年農曆六
月六，教授家中必是高朋滿座、熙熙攘攘，
吃鴨無數！山遠居延續着客家圍屋的基本結
構：上廳、天井、下廳及左右廂房，寬敞明
亮，能輕鬆地擺上七八張大圓桌。大廳正中
掛着賈平凹老師題寫的「德壽」二字，我們
在「德壽」下歡歡喜喜地圍坐了一桌，開
席。客家的宴席不拘於什麼節日或名目，菜
餚大抵相似，雞鴨魚肉一臉盆一臉盆熱氣騰
騰地端上桌，再有幾個主婦的特色拿手菜，
如同主人待客的誠意，巨大而真切。
圓桌擦得雪亮，放着一盤切成巴掌大小的

黃粄，邊上用小碗盛着蜂蜜，教授舉起筷子
夾起一塊：「快嘗一嘗，我最喜歡吃的黃
粄，每次都吃到飽還捨不得放下筷子！」黃
粄，又名黃米粿，是客家人尤其農村地區宴
請時常備的傳統菜餚，平常小吃，我夾起一
塊，黃粄軟軟地微垂在筷子兩側，揣測着黏
上蜂蜜咬了口，腦海裏閃過一個詞：驚艷！
狼吞虎嚥一塊吃完後，眼巴巴盯住盤子，盼

着快點轉到我面前，生怕黃粄被別人吃光。
再夾一塊黏上蜂蜜，不捨得三五下吃完，細
嚼慢嚥，認認真真品了起來。入口的黃粄微
涼嫩滑，輕輕咬下，黃粄柔軟地包裹住牙
齒，與舌頭溫和相遇，米香淺淺地在口腔內
散開。嚼開，清清爽爽地咬斷，完全不黏
牙，筷子夾住的部分慢慢回彈成圓潤潤的模
樣。嘴裏土蜂蜜和着黃粄原始的米香，細膩
美好得令人分不太清楚哪個是舌頭哪個是黃
粄，突然就懂了一句長汀的老俗話：好吃得
連舌頭都會吞下去！
黃粄，因其鮮亮的黃色，極其彰顯喜慶富有
的美好寓意，多用於供奉神靈、贈送親朋好友，
色香味俱佳，在閩西客家地區享有幾百年的美
譽。黃粄的製作原料極簡：粳米和柴木灰，可工
序有十幾道，繁瑣講究且複雜。做黃粄的準備工
作要提前半個月至一個月，村民們互相招呼着
約好進山，挑選上好的黃粄柴的枝條砍回。黃
粄柴有兩個品種為上選，長汀方言稱為：酒醉
老、石灰柴為最佳。也有偷懶的人家用桂花的
枝葉，做出的黃粄灰黑色且暗淡無光澤，在其
他黃粄襯映下如同「灰姑娘」，主人家必定是
尷尬的。黃粄柴砍回後，要在當天趁着柴木新
鮮，將粗細枝幹劈好，耐心地揀去有蟲洞、枯
死的部分，柴木帶着淺淺的木香放入大鐵鍋裏燒
化，燃成灰後冷卻數日。柴木的選材和燃燒是否
徹底很重要，直接決定了黃粄色、香、味，這也
是黃粄與其他粄類食品的最大區別。
做黃粄的大米選用新出的粳米，按各家的
習慣和品味配上適量的糯米，糯米多些口感
就軟些；糯米少了口感就硬些。把混合好的
大米用井水淘洗乾淨，將黃粄柴灰從鐵鍋中
取出放在層疊好的紗布上，用滾燙開水輕輕
澆透，淋出的灰水多次過濾後用來浸泡大

米，靜靜等上半天時間，待灰水的植物碱滲
入米中再挑到村中的石磨房中磨漿；米漿做
成黃粄，共要蒸兩次，第一次叫「蒸生
粄」，出鍋後趁熱搓成生粄條，生粄條可以
保存多日不變質，要祭祀或者宴請客人時再
將生粄蒸成「熟粄」，熟粄用粄臼打成稠
狀，回爐和二次搓打讓黃粄更有韌勁，最後
把打好或搓好的熟粄做成比第一次生粄稍小
的條形，這時的黃粄就可用於供奉或者直接切
成小塊裝盤待客。熟粄可黏蜂蜜，也可切薄片
炒韭菜，還能與紅棗、桂圓煲成甜而不膩的飯
後甜湯。舊時，走親訪友都提着竹籃，所以黃
粄都做成圓形，一層層的摞起來，遠遠看去頗
有「金山成堆」的氣勢，最大程度地寓意出富
裕生活的祈禱。近些年來，竹籃已經漸漸退出
日常生活，黃粄也搓成長條形狀，方便攜帶。
粄柴木中的碱帶着獨特的植物香氣，能在
最大程度上提取出米粒自身的香和糯，黃粄
對於長期居住「霧潦炎熱之地」的山區客家
人來說，有着驅邪除濕的作用。閩粵贛三省
皆有黃粄，製作工藝基本相同，只是灰水的
濃淡程度不同，製作時間則取決於各村民俗
祭祀的時間，濯田美溪是六月六，其他村落
也有二月二、八月初一等等。黃粄香起，有
山歌唱道：客家妹子打黃粄，全靠一身好腰
板；打到禾米繞繞韌，吃到嘴裏香噴噴。
美溪黃粄，農曆六月六「百鴨宴」時，家家
戶戶必做。每年六月六，美溪鄉親們必定繫上
圍裙動手，從燒木灰到搓熟粄都不假他人之
手，將汀江水土的特質一點點地揉搓進黃粄，
由舌尖到胃，撫慰教授遊子的味蕾，更吸引了
各地無數慕名而來的客人，比如我。今年六月
六，有無邀請都要到教授家去，躲開熙熙攘
攘的人群，到廚房找教授母親討要一盤黃粄。

美溪黃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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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峻（右）也曾與陳小春合
作清裝劇。 作者供圖

◆跑步時路過
的一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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