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頓悟的境界

荊園丙戌十藝友
著名畫家、收藏家和
策展人——「雲峰畫
廊」創辦人郭浩滿先生

免費提供展廳，為我們「丙戌十友」
舉辦一次畫展。
丙戌十友全都生肖屬狗並為丙戌
1946年出生，平均藝齡超過半個世
紀，而且各有不一樣的藝術風格。十
藝友按年庚排序依次為：盧清遠、洪
德力、黃孝逵、梁錫源、陳青楓、何
一明、李煥平、鄧偉雄、何洵瑤、梁
君度。
為彰顯丙戌十藝友同心協力，大家
決定合作一幅「萬紫千紅總是春」。
盧清遠先落筆畫紅棉，紅棉最具南國
雄風。盧清遠以蒼勁的筆法幾上幾
落，紅棉抖擻，躍然紙上。梁錫源在
木棉兩旁畫桃花，可愛深紅愛淺紅，
梁錫源筆下，幾枝丹彩灼春融。何洵
瑤畫紫荊，紫荊是香港的區花，「不
隨桃李色」、「丹礦綴繁英」，另有
一番英姿。筆者一旁添幾叢水仙，示
意澹泊生涯。洪德力即時在花後補上
一石，清人屈大均詩云：「小小黃山
筍，移來畫冊中。英州那有此，尺寸
亦華嵩。」李煥平乃牡丹高手，他畫
牡丹艷而不俗，貴氣高情。鄧偉雄在
石上添一枝蘭，「幽情逸韻落人
間」。陳青楓幾筆淡墨，畫得小船滿
載滄浪漁歌，隱隱有聲。黃孝逵再添
遠山，剎那間潮平兩岸闊，煙波
萬里，畫面開揚。最後何一明題
上朱熹詩句「萬紫千紅總是
春」，十友合作大成。
有感於十友聯袂藝展，筆者作
「蝶戀花」一闋：
碧綠江南山水妙，烈焰紅棉，
隔樹聞啼鳥。一曲陽春林間繞。
凌雲擁日三環抱。
蝶舞荊園相挽悄，花落花開，
自覺人低調。何事霜華催鬢老。

把杯且待春風到。
香港詩詞學會終生榮譽會長施學

概先生亦贈「蝶戀花」祝賀十友展出
成功：
十友聯襟真國色。萬紫千紅，展示

黃金潔。雅意璧流端有德。心隨明月
悠然釋。
擁抱乾坤開玉筆。魂繞圖成，錦繡

貞誠幅。撩客喚人馧墨溢。松脂入地
千秋珀。
香港女楹聯學家霍婉雯則以楹聯

相贈：
溯蘭亭禊事千年，曲水流觴，桃李

紛開三月候；擬唐室仙宗十友，奇才
雅韻，畫圖初展滿庭香。
廣州女書法家、詩人吳巧婷以五律

詩一首賀十友藝展開幕，詩云：
酒香知己悅，
十友喜相聞。
何幸詩書畫，
緣來一片心。
寫花花不敗，
作畫畫常新。
書藝龍飛舞，
春風醉達人。

書畫家寫畫辦展，詩詞學家、楹聯
學家贈詩詞聯，琴瑟和鳴，乃文壇逸
事。正是：

墨彩氤氳成萬象
筆致高邁韻出塵

何文匯教授在電視特
輯《世說論語》說《論
語》是一本論「仁」的
書，能夠好「仁」、行

「仁」的人，是為「仁者」。但「仁
者」必須用「知」（智）來調節——
既仁且智，就能分辨好人、壞人、君
子、小人。孔子說：「唯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一位真正的「仁
者」，不會好像喜歡君子一樣喜歡小
人。除非那小人覺悟、悔改、修德，
否則「仁者」會厭惡他，疏遠他，以
免受不良影響。這就是用「知」
（智）去調節「仁」。
孔子又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
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一個不仁的
人，窮得太久便會為非
作歹，富得太久便會驕
奢淫逸。但是一位仁
者，不論在貧或富之
中，都安於仁道；知
（智）者明白仁道的美
好，則會善用仁道。要
成為知（智）者，就一
定要學習。所以孔子
說：「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謂好學也已。」我們
不一定只有在課堂上學
習，我們要每一刻都學

習，因為學可以明理，所以好仁、好
知（智），也要好學才行。
《論語》裏的「學」，一般指尋求

知識和慎思明辨——「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意謂學而不尋
思其義，就會惘然無所得︰思而不
學，最終也無所得，反而會使自己精
神疲殆。由學習、明理至體仁、行
仁，是一個漸悟的過程。漸悟到一個
地步，豁然開朗，這就是頓悟的境
界。
其實，我們讀《論語》的時候，發
覺「仁」和「知」（智）往往相提並
論——「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
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意思是知（智）者靈活如水，所以

喜歡水；仁者安穩如山，
所以喜歡山；知（智）者
務進取，所以動；仁者無
貪慾，所以靜。智者動而
有成，所以歡樂；仁者安
靜寡慾，所以壽考。
孔子又知（智）、仁、

勇同舉，孔子說：「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知（智）者明白事
理，所以不會疑惑；仁者
樂天知命，所以不會憂
慮；勇者剛毅果敢，所以
不會恐懼。孔子認為能夠
知（智）、仁、勇三者兼
備，方稱「君子」。

香港中學文憑試進入高
峰期，IB大考亦將在5月舉
行，預祝所有考生勁過！
在這非常時期，我請來了

著名教育家、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創校校
長劉筱玲博士細訴她走在半世紀教育路
上的點點滴滴……2002年校長帶領這所
全港首間私立非牟利一條龍學校首創了
以圖書教學、考試不排名次、不定期默
書、不鼓勵補習等等的辦學理念，在20
多年間孕育出無數IB狀元。
校長一直強調，「我要製造快樂的孩
子，我當年是一個很害羞的孩子，小學
入讀伯特利小學，及後母親帶我報讀嘉
諾撒聖瑪利書院，初中一位好老師對我
好大影響，他教科學，上課天南地北講
到最後3分鐘就要我們快一點打開書本，
方入正題，但我們都有好成績，因為學
得開心……老師常常鼓勵同學上台表
演，漸漸我不怕上台，也使我發覺舞台
是一個好好訓練的地方，團隊合作精神
和膽識等等，對個人成長極有幫助！我
堅信Every child is good at something每
一個孩子都有他個人的長處。」
蔡繼有學校設有校長特意捐贈以紀念

母親—著名香港慈母黎雯女士、可容納
超過1,000名觀眾、讓孩盡情發揮的演藝
廳。劉校長是家長們心中的明燈，她又
是一位怎樣的母親？「我有一子一女，
記得兒子入大學，我跟他說你現在海闊
天空了，但要事事小
心，他直言可不用見
我，或者聽到我的聲
音，只要想起我就會有
壓力……所以做家長好
難，做爸媽真是一門學
問，是那種給孩子的無
形壓力，我惟有叫他多
了解或者比較一下他人
的父母。」
其實孩子受父母影

響，反過來父母也會受

子女影響，在校長40多歲時女兒鼓勵只
愛當老師不願當校長的媽媽申請保良局校
長一職，「我答應了，也成功獲選，女兒
向我提出了3個要求，一不要再面青唇
白、要化妝；二不要只站在別人後面，要
主動和別人握手；三見到地面有垃圾不要
飛身去收拾，因為學校有校工。」
隨和可親的劉校長一一辦到，在她領

導下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深受歡迎，每年
申請人數超過4,000人，卻只能收取180
名小一學生，競爭非常激烈。學校的成
功正因為校長把學校打造成快樂學習的
園地，「家長有太多目標，要孩子做律
師又要做醫生，目標可否小一點？將它
分成多個小目標，例如平日總忘記什麼
的，今次記得了，已經達到一個目標；
對人家不理睬，現在開聲了，又達到目
標，不要未讀幼稚園已經要他比其他人
聰明，他的人生一定不開心，起碼要孩
子有個快樂的童年。現在的孩子最重要
的是有頭腦、有品德和勇於表達自己，
如果學校不能夠給到孩子自信和自尊就
不是一間好學校。我們學校裏有義工的
一環，要同學接觸不同階層的長者和小
朋友，甚至到市場去挑選過時蔬菜，就
是要他們學會與別人溝通。我們要信任
孩子、信任自己和信任學校。要經常和
孩子談天，不要第一時間告知答案，孩
子需要家長的陪伴和支持！」
「我們不抬頭仰望一定見不到彩虹，

所以不要只望着地面，要放膽
嘗試！教育方法日新月異，但
是重心是我們要相信小朋友，
不要一早認定孩子的成與敗，
並非科科成功才算成功，一科
成功也可引發各方面的成績！
家長對子女有信心，他們才會
對自己有信心！」
非常同意劉校長，我們要堅

信小朋友，因為每一個人都有
一萬個可能！祝福大家的孩子
都品學兼優！

要給孩子有個快樂的童年
香港一直被譏為「文化沙漠」。然

而，一個城市，絕不能沒有文化，否則
市民就會失去精神面貌，所謂「窮得只
剩下錢」。但文化絕非能從天而降，而

是需時一點一滴慢慢積累，也需土壤及養分去栽培。
需扶植的除文化人外，也需培養出懂接觸文化、欣賞
文化，再傳承文化的受眾。特區政府由今屆開始，成
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專門統籌相關政策與推動產業
發展；而商界也有組織致力推動文化，尤為可喜。
香港雖云是文化沙漠，但通俗文化卻曾領導風騷。

香港的粵語流行曲一度稱霸華人市場，例如文公子上
世紀九十年代在上海公幹，往唱卡拉OK時就發現，
不少當地人都能唱幾首粵語字正腔圓的「飲歌」。香
港電影也曾在東南亞大放異彩，連日韓市場也有粉
絲。金庸小說的影響力，大家都耳熟能詳，但其實香
港漫畫亦曾一度遠銷東南亞以至歐美。
目前，香港另有一種非常受歡迎的文化產業，卻被
青黃不接問題窒礙發展，就是粵劇。香港中華總商會
文化委員會最近就邀請了粵劇名家羅家英先生，主持
「粵劇文化傳承」講座，令文公子對粵劇在香港的發
展加深了不少認識。
羅先生指出，粵劇本以廣州最為興盛，但因受戰亂

影響，不少名伶都移居港澳。1949年後內地粵劇與香
港分途發展，由於一度轉變成樣板戲，又出現過昆劇
粵唱，反而不及香港能保存傳統的劇目和演出形式。
事實上，香港的業界不是刻意不變，而是沒有資源去
變。未成名的靠演出神功戲生活，大受歡迎的老倌們
就能接拍電影而致富；業界就在以不變應萬變下，反
能保存傳統的「唱、做、唸、打」功夫，更適合肩負
傳承之責。然而，粵劇近年面對人才青黃不接問題。
業界上輩老倌已退，只能靠較資深的一代支撐。雖然
羅先生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已於中學教授粵劇技巧，
但培養出來的人才始終未敷所需；近年新入行者功底
還需時日鍛煉，舞台經驗也需年月累積，因而產生接
班的問題。
文公子求學時期可在電視收看粵語長片，因而對粵

劇還能粗具認識。而新一代根本並無接觸機會，又從
何提起入行？因此，政府如想系統化協助行業培養新
人，可能由年幼時已經要設法讓新一代接觸粵劇，方
能鼓勵更多年輕人入行。羅先生亦提到，粵劇的基礎
在粵語，因此建議在教育上，也宜盡量保留粵語教
學，以免扼殺此一值得香港自豪的文化產業。

政府應協助粵劇傳承

近來很榮幸，有一個
機會能夠參與劇集演
出，又好開心認識到一

批在電視台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每一
個差不多待在電視台工作已經有兩三
年的年資，有一個甚至乎去到5年，
至今仍然只是客串劇集，還未有一個
真正的機會給予他們發揮自己。有時
我們在等待埋位的情況之下也會互相
傾談一下，大家也告訴我等待的情況
有時是很有負擔的，但是也有開心的
日子！
當時我聽到他們的分享，我也分享
了一個以前做電台聽到一位四大天王
同我分享的一句話，我覺得這句話絕
對可以形容娛樂圈的生活，尤其是我
看見那些有實力的年輕人，他們只是
等待一個機會，但是並不容易，而天
王巨星說的這一句話就是「其實娛樂
圈90%是運氣，10%是努力」，聽了
深深刻在我心中，我今日便跟這些年
輕的藝人朋友分享，他們也認為是這
樣，並不是說這句話是指四大天王之
一，而是他們在這幾年工作深深地體
會得到！

娛樂圈就是這樣一個有包容、時間
又長又未必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空
間，但是對比起其他工作的後生仔
女，娛樂圈的年輕人比較有拚勁、比
較勤力、不怕辛苦去等待，仍然堅持
繼續努力向前行，反而我看到一些年
輕人，他們只顧出糧、打機，完全沒
有自己未來的方向，也不會對自己有
什麼承諾，因為他們認為打工只是一
個模式，只為了普通的生活，這是與
娛樂圈的年輕人性格不同的，所以我
比較欣賞娛樂圈等待機會的年輕人，
他們每個人真的很努力，有的告訴
我，他們會報讀演藝班，並不是電視
台開的演藝班課程，而是自己出錢外
出尋找一些能夠學習的演藝班，不讓
自己停下來，肯學習最大的原因便是
入娛樂圈工作打響名堂的就是自己的
名字，就等於自己是一位老闆，所以
要加倍努力。
聽完之後，我也希望從他們身上學

習更多不同的東西，祝福他們祝福自
己繼續努力，我相信有很多年輕人仍
然在等待90%的機會，但若果你很努
力，相信那個Percentage一定會出現。

娛圈年輕人有拼勁

在各種社交平台上，每到新一
個月的第一天，大家總會抱着滿
滿的希望去迎接新的一個月，可

是看到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卻是行色匆匆，而
且一說到現在已經是一年中的多少個月了，很
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時間太快了吧！我什麼
都還沒有做！
快，是現代人不約而同的一種生活節奏，被

鬧鐘催促着起床，被打卡召喚着趕路，被業績
鞭策着工作……回想起來，好像很多事情不是
我們主動願意去做，而是被壓力催促着往前
趕，能夠在最快的時間之內完成，被視為一種
成功但是在焦急追趕的過程中，我們錯過了多
少東西，也丟失了多少心情。
繁忙的間隙，抽身去到戶外走走，短暫的放
鬆後，又總會迅速切換回匆匆的狀態——在以
速度為標尺的時代，慢下來堪稱奢侈之一種。

生活中有些時間是值得去浪費的，比如說春天
來了，外面鳥語花香，我們把手上的工作放下
片刻，靜心去聆聽，隔窗眺望春色時，這一刻
心靈的富足和放鬆，不就是生活中難得的寶貴
享受嗎？人們總是習慣了急於求成，但人生中很
多事情都是急不來，如果我們一定要追趕速度，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所滋生的慌張和焦慮，反而
會拖累前進的速度。有句話說，欲速則不達，大
部分的事情不要企圖立見成效，凡是成功的事
情，前提都會是花很多的耐心和時間去準備的，
別急也勿慌要相信很多事情就是得慢慢來。
看到別人的事業獲得的成功，可能會想着，

為什麼他那麼快就能夠達到理想？看到別人結
婚生子，會想他這麼快就完成了人生的任務，多
麼令人羨慕，別人家的小孩上了名校大學，或許
也會想，為什麼那麼年輕就有所作為？於是便會
想加快生活的腳步，對某種東西的渴求就愈來愈

急迫，可是，就像創業中，我們需要靜心做足充
分準備，並耐心等待機遇，而且在遇到困難挫折
時，能夠沉靜下來總結反思……這一切都是急不
來的，生活中所有事情都是這樣。
無論是創業還是人生道路，選擇了漫步在這

條道路上，就不必憂慮自己在跑道上是否落後
於他人，只要用心去做，那它就值得我們耐心
去等待，有時候忘記時間，生命可以更豐富、
自由。每一種經歷都值得細細的品味，每一種
風景都值得我們收藏。
讓生活慢下來，這是對生命的極大誠意，在
喧鬧雜亂的環境中，也能夠收穫一份好心情，
那黃昏和日落，不正是珍貴的風景嗎？走在上
班的路上，也可以靜下心來，讓耳朵去追隨風
聲和鳥鳴，這也是一種可貴的收穫。即使再忙
碌，我們也要為自己留有足夠的空間，讓生命
在慢節奏中獲得更多滋味。

讓生活慢慢來

拉煤的年代
改革開放前，大陸人吃大鍋飯，

嚴禁私人搞產業，許多家庭生活拮
据。小時候，一家人的生活重擔都
壓在父親身上。由於家庭貧窮，他
沒上過學，大字不識一個，普通話
更不會說。父親高高瘦瘦，作為家

庭的頂樑柱，為了生存，幹的都是苦力活。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大隊開始搞煤礦。

煤礦歸集體所有，禁止私人開採。村裏壯
勞力爭着去挖煤、拉煤，掙錢貼補家用。
父親找了很多關係，獲得一份拉煤活。礦
工挖出煤炭堆放在洞口外，拉煤人將煤炭
裝入板車裏，沿着山路，運到指定地點傾
倒，用鋤頭耙，煤炭順着鋼質滑槽瀉落，
流入下面煤台。
我就讀小學一年級時，很貪玩，時不時

逃課。由於餓得慌，我有時跟着一幫小混
混，溜到別人家自留地偷點東西填肚皮，
甚至打架，根本讀不進書。老師知道後，
嚴厲警告，我便輟學。第二年春天還是上
一年級，到了三年級，稟性一時難改，仍
會逃課。沉默寡言的父親沒有打、沒有
罵、沒有責備。那時，小學沒有上早課。
天剛蒙蒙亮，父親空着肚子，將我從床上
拽起，扛着槓鈴似的板車輪，徒步走到離
家3公里遠的山上。
我們走到煤台，找着自家板車架。板車

架前後兩端各安裝一根鐵棍，在長木條間
的空隙處插入大塊木板，便於裝載煤炭。
前面，兩根長長的扶手把；後面，拖着兩
根長長的木柱，尾部被削平。父親雙手撐
起板車架，將輪子踢入架下中間兩根短木
棍空間，擺動位置嵌穩，插好前後兩塊木
板，順手把綁在車把上的一根長皮帶套在
肩膀上，兩手握着扶手把，輕輕鬆鬆將空
板車拉到煤洞口。
煤洞口外面，煤堆積如山，父親先抱起

大塊煤放入板車裏兩端，拿起鐵揪將小塊
煤和煤粒往板車裏撩。我幫忙用鐵揪撩煤
粒，非常吃力，直到裝滿為止，板車煤炭
重達1千多斤。山路彎曲呈S形，窄得只容
兩輛板車上下交會通過。父親雙手緊握扶
手把，彎腰走在前面，沿着山路，將板車
煤炭運到煤台。拉煤下坡，這段路又長又
陡又彎，非常危險。父親走在前面，不是
拉，而是雙腳使勁往後撐地，小心翼翼往
下走。我站在板車後面伸出的長木柱平板
上，盡量增大與地面的阻力，減緩速度。
板車下坡，難免震動，煤粒灑落，隨風飛
濺。父親整個人黑兮兮的，難看極了。
轉過一個山坡，變成上坡。父親走在前

面，集中全身力量往上拉，「哼哧、哼
哧」響聲不停。我在後面使勁推搡，板車
緩慢向上行走。父親腦後勺冒出豆大汗
珠，順着脖頸，滾落到脊背，浸濕衣衫。
因為窮，父親買不起毛巾，汗流浹背時，
不由得捲起衣衫擦汗，衣服沾滿煤塵，滿
臉塗黑。我看着心疼，只能默默忍受。
下了小雨，路面濕滑，拉煤上坡，煤車

陷入泥土，行走艱難。下大雨時，情況更
糟，雨水沖涮泥土，溝壑眾多。拉煤人須
用鐵揪從旁邊撩泥土和沙石，填平山路，
板車才能通行。我們將煤炭拉到煤台，選
擇最佳位置倒煤。旁邊有人專門記錄。那
人遠遠就能看見板車裝煤的數量。父親朝
那人叫聲「到了」，表示煤運到了，以免
漏記。如果那人點點頭，父親就高高撐起
扶手把，讓板車傾斜起來，走到後端，用
力拔出板車後面的那塊大木板，車裏的煤
炭順勢傾瀉而下。如果記錄人覺得板車沒
有裝滿煤，便走過來指摘，特意註明不足
的數量，下一趟拉煤必須扣除補足。
父親算好時間收工回家。我吃早飯後，

上學去了。父親吃完早飯，繼續拉煤。放

假時，我整天跟着父親拉煤，母親從家裏
送飯來就餐。拉煤是一個危險力氣活，最
危險的時候不是上坡，而是下坡。拉煤山
路大部分是下坡。裝載煤炭的板車重量
大，坡陡路窄，板車下坡速度極快。拉煤
人如果不專注，便會控制不了，板車滾落
山坡，可能被碾壓在車下身亡。
有一次，父親沒有控制好，板車下坡之

勢極快，趕緊扭轉方向，向路邊山坡高處
的泥土撞去。兩根把手直接插入泥土，父
親被夾在泥土與板車之間，胸膛直貼泥
土，險象環生。我嚇得大哭，父親沒有說
話，緩慢拔出泥土裏的扶手，繼續拉煤。
一天早晨，我拉着空板車上坡，力氣

小，板車重，無法控制，只能放手，眼睜
睜看着板車滾落山溝，急得大哭。父親沒
有說話，沒有責備，撥開荊棘，慢慢走
下，先將山溝裏的車輪扛在肩上，慢慢爬
上來，再走下山溝，使盡全身力氣將空板
車往上拖拽。我力氣小，幫不上忙，默默
看着父親晃動的身影，眼睛濕潤。父親費
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將板車拖拽到路
面，累得癱軟在地，胳膊被荊棘劃出幾道
血痕，我的眼淚簌簌掉落。父親輕輕嘆息
說：「吊兒郎當，就跟着我幹活。」
那個年代，拉一車煤才5分錢，一天掙一
塊多，與幹一天只值3毛錢的繁重農活對
比，算很不錯的收入了。拉煤掙錢，父親必
須向生產隊繳納副業款，抵扣沒有給生產隊
幹活的工分，剩下的錢少得可憐。
我不想幹艱辛的拉煤活，下定決心，刻苦
學習，成績漸漸好起來，受到老師表揚。父
親要求我幫忙拉煤的次數愈來愈少。小學畢
業後，我沒有再做過這種又黑又髒的活了。
不管拉煤如何危險，如何髒，如何累，父親
為了養家餬口，連續幹了十幾年，直到上世
紀八十年代中期，年歲大了，才停止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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