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文化的傳統價值觀

桂柳丹青緣
1970年，筆者大學
畢業分配到廣西柳州
工作。常人皆說：桂

林山水甲天下，柳州人卻自信地說
柳州山水甲桂林。
說柳州山水甲桂林這話也不是沒
道理的，因為柳州的山水亦有過人
之處，柳江如玉帶環腰，在市中心
周邊繞了一圈而東去，兩岸景色比
桂林還上鏡三分。好山好水自然有
懂欣賞的人，更有會寫好山好水的
文人和丹青好手。筆者當年就遇到兩
個青年才俊——楊永琚、梁啟德。
楊永琚和梁啟德都是在文化館工
作，是職業畫家。那時楊永琚畫國
畫，梁啟德畫油畫，我也喜歡油
畫，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好朋友，經
常在一起交流心得。因為我兄長在
廣州美術學院附中讀書時，我認識
他的一班同窗，其中一位陳衍寧當
年已小有名氣，後來更是蜚聲國際
的油畫家，那時我有他送我的油
畫，我也有嶺南派國畫名家林墉的
國畫。基於共同愛好，我常常與他
們兩人分享。
幾年後，楊永琚北上赴京求學，
跟花鳥畫名家王雪濤學藝，梁啟德
去南寧高就，而我返廣州繼續深
造，3人各散東西，從此再無音訊。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依稀還記得
他們。也許桂柳緣未了，我在《今
日頭條》見到楊永琚的大名，經網
絡媒體一顯神通，我們 3 人又
「連」在一起了。從微信知道楊永

琚和梁啟德兩位已成大家，他們的
畫技早已爐火純青，我與他們的差
距簡直不可以道里計。
楊永琚除獲王雪濤真傳，他還因
遊學大江南北，與朱屺瞻、吳作
人、唐雲、程十髮、陸儼少、何海
霞、張仃、宋文治、白雪石、應野
平、吳青霞等中國畫大師交往，耳
聞目染、潛移默化，領悟中國繪畫
精髓。他的作品多次入選全國美
展，曾獲廣西美術作品展一等獎，
「中國當代著名花鳥畫家作品展」
優秀獎。在世界各地多次舉辦個展
及參加團體展，出訪美國、歐洲，
榮獲國際藝術功勞獎、日本內閣總
理大臣獎，由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
蒙親授「國際和平藝術家」獎章。
1989年為日本名剎長野善光寺繪製
《桂林之雨》等26幅障壁畫。
梁啟德曾以20多年時間創作了不

少的連環畫佳作，他擅長人物畫，作
品水墨淋漓，格調高雅，尤其是他
塑造的古代少女形象，薄羅輕盈，冰
心霜操，給人以美的享受。他畫的現
代女性，既有時代感，也有傳統美女
的環姿瑋態。他的作品曾獲「首屆中
國優秀美術圖書獎」特別金獎、「第
五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第四
屆全國連環畫評獎」套書一等獎。
我與楊永琚、梁啟德二人雖相隔

千里，但書畫一道，所運在心，自
然靈犀一點通。期待不久將來，我
們3人聯袂舉辦一次畫展，以圓我3
人之桂柳丹青緣。

在疫情前，熱愛中
國文化的前港督尤德
爵士夫人，每年都會
來港跟學生會面，並

主持以其夫名義於1987年成立的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頒發獎學金
典禮。時任該基金會理事會主席的
何文匯博士，不但替我們的電視特
輯《世說論語》題字，更邀請了尤
德爵士夫人在特輯內，一起暢談中
西文化的傳統價值觀。
尤德爵士夫人認為中國傳統價值
觀對正義和仁慈等的看法，跟西方
的傳統價值觀十分相似，都是古代
哲學家的遺澤。好像守望相助、待
人如己等想法，在社會裏早已根深
蒂固。
何文匯教授非常認同尤德夫人的
看法。他說：「當談到中國傳統價
值觀，我們總會聯想到孔子，數千
年以前的聖賢。我們往往將傳統價
值觀看成古老的東西，但這些價值
觀流傳至今，證明它們有時也是有
時代感的。我們往往將西方價值觀
視為現代，但兩者的精神大同小
異。我們同情別人受苦、不殺人、
守法紀，這些都是普
世價值，超越古今。
所以仔細想來，傳統
價值觀和現代價值觀
其實大同小異，包裝
可能不同，但內在大
同小異。」
兩者根本沒有太大

分別。但在我們處於21世紀的今天
而言，《論語》倡導的中國傳統價
值觀，是否已過時？
尤德夫人回答：「我不敢認同。

隨着社會迅速擴大，家庭對兒童的
影響大不如前，教養孩子的路也不
如以往。依我看，年輕人很有意識
地互相幫助。當然我們不能一概而
論，但整體上他們有互助精神，也
就是仁愛之心，想做正確的事。試
看當今香港的年輕人，不少都當義
工幫助別人，讓我很佩服。跟他們
閒聊時，我發現他們是多麼熱心幫
助社會；他們身為較幸運的一群，
因此希望回饋社會。」
完全同意尤德夫人的看法。正如

何文匯教授提及的包裝問題，他認
為這些價值觀因為是《論語》的主
張而被視為過時，假如被有創意的
人重新包裝，本質其實不變。譬如
《論語》提倡仁義，做仁人君子有
何不好呢？孔子亦說過純粹的仁者
可欺。「仁」是需要智慧來調節
的，智慧則透過學習而取得。這些
都切實可行。我們不引用孔子的話
也會這樣說，因此《論語》提倡仁

義並不過時。
包裝很重要，

希望有更多的創意
人才一起參與推
動，確保它們不顯
得落伍。因為這些
價值觀是永遠青春
和實用的。

「五一勞動節」黃金周開
展了，市面湧現不少遊客，
他們都讚美香港鐵路系統相
當完美，當然，最近港鐵更

榮獲車務表現全球第一，可喜可賀！對此
佳績，港鐵主席歐陽伯權（Rex）博士深
表高興，「我要多謝每一位同事，其實比
較其他地方的鐵路系統，港鐵真不錯，我
們有16,000位員工，每天8,000列車提供
準時快捷的服務，每晚收車後的黃金兩小
時，幾百位同事負責準確地監察鐵路系
統，每逢大時大節我們都會靈活應變加密
班次。」
「還記得40多年前彌敦道設有很多路
障，長輩們都埋怨塞車、烏煙瘴氣，但如
果當年我們不是少少付出，今天沒有鐵路
系統，路面交通可能更複雜。疫情期間我
們雖然虧蝕了很多，但我們也趁此時機改
良了不少設施，例如加大了路牌，開多了
洗手間、育嬰室、飲水機等，香港人口老
化，我們要滿足客戶的要求。」
Rex主席向來有兩個突出的形象，白頭
高人和工作狂，「白頭形象可能因為我當
年參與香港退休金計劃籌備工作，與很多
傳媒朋友接觸製造了白頭佬形象，其實我
的白髮可能遺傳自父母，他們很早是白頭
一族，我中五已經開始長白
髮，家中 1位姐姐 6位哥
哥，兄長都是白髮高人，每
次出行就像一隊籃球隊，好
搶眼。小時候，見電視上拿
獎的人都多謝家人的支持，
當時我不明其中重點，但經
歷過40年多工作，我體會
到有家人支持的重要性，我
為何有時間專注事業？正因
為我很幸運有太太為我作好
各方面的妥帖安排，更難得
家中姐姐哥哥負起家中各樣
決定，我不用擔心，所以我
可以101%專注事業，家人
支持的確非常重要！我自小

明白今天你不嘗試，又怎知道自己做不到
的道理，做事不能靠運氣要靠自己。」
為何Rex主席當年會選擇在加拿大滑鐵
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攻讀城
市設計和環境規劃？「噢，這是與我愛接
受挑戰性格有關，中學老師告知此學系整
個加拿大只有一間大學收生，每年只取錄
60人，好難，我一聽就決意去試，真的幸
運收了我。想起來雖然已是多年前的事，
但對現時港鐵工作有好大的幫助！」
實在，當年Rex主席有機會做城市規劃

工作，只因辦公地點距離多倫多太遠，年
輕的Rex朋友大過天放棄了，加入了保險
業，其後加入美國信安金融集團，更被派
回香港作駐港代表籌建亞洲區辦事處，這
位1號員工更為公司起了中文名字「信
安」，20多年來做得有聲有色，2017年退
休，於2019年被委任為港鐵主席。
「我滿意自己所走過的路，我是香港

仔，做好本分，宗旨初心就是為香港好。
我和太太結婚30多年，我這工作狂最瘋狂
的那一年52個星期我出差42次，我衷心
多謝家人和太太兩方面的支持，可以一心
一意在事業上衝鋒陷陣，所以我和太太做
很多義工，因為我們是幸運的一對。能夠
有機會幫助別人，參與令人安居樂業的工

作，我最希望有一天市民見到
我，對着我說港鐵做得好，這便
是我每一天都想聽到的說話。港
鐵並非屬於某一個集團的，而是
屬於全港市民的！是的，太太用
『悶蛋』來形容我，從不會放超
過一個星期的假期，（太太可有
投訴？）我已練了左耳入右耳出
的神功，好成功！哈哈！」
Rex主席最愛的金句就是︰精

誠所至，金石為開；正氣浩然，
好運自來！多謝主席的努力，但
別忘了要抽時間給為他帶來好
運的主席夫人Regine去遊遊港
鐵河，享受這兩全其美的生活
樂趣！

港鐵主席歐陽伯權
文公子先父葬於大鵬灣華僑永久墓園。

一場疫情，輾轉數年，被迫停往致祭。甫
一通關，補領到證件，文公子自恃在大灣
區行走多年，也不細作調查，就立時冒失

失出發；但隨即發覺，原來一別只數載，內地已生許多
變化，不少昔日視為理所當然者，今日已行不通，真有
滄海桑田之感。
文公子前赴大鵬灣，通常經沙頭角口岸。然而，當抵

達九龍塘跨境巴士站時，方發現沙頭角口岸原來仍未開
通，售票員指點可乘另一班車往蓮塘口岸，票價30
元。聽不少朋友說過，蓮塘新開立但暢通，值得一試，
於是購票上車。果然，口岸「一地兩檢」，的確方便。
但在過關前必須先以微信小程式，開啟「海關旅客指尖
服務」，再填寫「出入境衞生健康申報」。只見不少同
車旅客，原來連微信都未有下載，惟有在關前手忙腳亂
地處理；文公子正笑人狼狽，報應即來。由於一向慣用
自助過關，豈料卻忘記每次續領回鄉卡都須在關口先作
登記方可繼續使用自助通道，結果屢試屢敗；在後面排
隊者的怨恨眼光中，文公子只好狼狽地匆匆轉排人工通
道……
疫情前文公子在內地消費，通常都以現金交易，後來

電子支付興起，仍能以中國錢包內的餘額付款，因而一
直未安排實名登記。今次自忖有數百餘額，應足應付所
需。豈料一出關，往便利店購瓶裝水，一試用餘額付款
時，卻獲系統通知，交易前須核實身份，因而未能使
用；換言之，所有餘額都不能動用，而在過關前提取的
人民幣，全為百元大鈔，面對僅數元的小額消費，找贖
已是麻煩。幸好身上尚有幾年前用剩的零錢幾十，才可
再免狼狽。
關口前有出租車，可收現金。下車後即往拜祭先人，

因為有下載召車程式，遂無將車留下。豈料原來墓園往返
大小梅沙正封路改建，大鵬灣沿海以往車水馬龍的一條公
路，變得無車取道。拜祭完下山後，才發覺叫天不應，叫
地不聞！於是開啟滴滴出行，卻發現原來召車須經電子支
付預付按金，立即感到「行不得也哥哥」的狼狽。
以往文公子在內地用程式召車，一向只找出租車並按

表收費，幸好此功能尚在，但卻因山僻路遠，遲遲無人
應召。最後，唯有付現鈔予墓地人員，坐其電單車尾往
有出租車處，方可逃出生天。
北上前，文公子奉勸大家必須做好準備，最好先實

名登記好電子支付，而且也應備些零錢，可免卻許多狼
狽事。

冒失北上狼狽紀實

星光大道向4位已故
巨星李小龍、梅艷
芳、張國榮及陳百強

（Danny）致敬，日前舉行了大型巡
遊「星光聲．影夢」，星光大道上滿
布4位巨星的金句，及他們的經典造
型和故事展覽，為期至5月7日。
應「為你喝采陳百強歌迷會」邀
請，擔任大巡遊嘉賓領隊，巡遊沿
途播放3位故友的金曲，頓時百感
交集，4位巨星除李小龍在我入行
前已離世，其他3人都識於微時，
我真幸運，也真榮幸，我當傳媒時
正值香港娛樂圈起飛的年代，歌影
視界陸續爆出巨星，那年代，未有
互聯網、未有社交平台，藝人發布
消息，要靠傳媒，傳媒亦要藉着藝
人的消息刺激銷量，藝人與傳媒可
謂唇齒相依。由於我主力做藝人專
訪，因而私底下成為朋友，不為公
事，也經常會相約見面聚會聊天，
甚至彼此交心，互相信任。
三故友中，最早離世的是陳百強，

他是我心目中的小王子，任何人都會
寵他，他有一顆童心、淘氣、真摯、
有禮、才華洋溢、多愁善感、氣質高
貴，一件普通白恤衫穿在他身上，分
外好看，與別不同。
跟他在半島酒店和麗晶酒店下午
茶、老正興食大閘蟹喝花雕、藝穗
會食西餐、在他家裏聊天、煲電話

粥、分享他的喜和悲、夜遊蘭桂
坊、的士高出巡，歷歷在目。
不經不覺他已離世30年，多年來

少有他的紀念活動，直至2016年他
的粉絲們成立「為你喝采陳百強歌
迷會」，開始以不同形式來紀念
Danny及行善。
今年30周年了，歌迷積極籌備不

同活動紀念偶像，會長Liza和Dan-
ny家人極希望可以籌辦陳百強紀念
音樂會，以及出版慈善紀念相冊及
紀念唱片，唱片內會有陳百強從未
發行的歌曲；正巧陳百強有份主演
的電影《喝采》已復刻，希望很快
可以上映。更大心願是星光大道豎
立陳百強的銅像。
作為陳百強的好友，但願歌迷會

的紀念活動全部都能順利實現。30
年了！實在期待已久！

陳百強離世30年了！

在與一位智者聊天時，有句話
讓我受益匪淺：在人生的旅途
中，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體驗

這沿途的過程。
於是反思了生活，在年少時，就是一個很有
夢想很拚搏的人，總是想着既然來到人生這一
趟，就要做出一番事業來，計算着在多少歲時，
應該完成了什麼任務，到年老時，又應該獲得怎
樣的成就。所以為了終極夢想，就要時時刻刻與
時間賽跑，為了那一個完美的結果而全力以赴，
雖然這樣瘋狂一般的拚搏，也帶來一些成績，
但每當回想過去時，心中總會有那麼一些遺憾，
覺得人生為了奔忙着各種東西，卻錯過了很多。
對生活過於苛刻，其實也是在辜負生活。我
們總是匆匆忙忙地往前趕，無論是工作生活還
是學業，似乎都是按部就班的進行着，如果遇
到了什麼失敗和挫折，也會力求趕快跨過這個

坑穴，總覺得生活不允許我們浪費太多時間，
可是靜下心來，想到生活又不是拍電影，真正
的生活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會包含
快樂或者悲傷，只有把每一件事情都用心地經
歷過了，那就是真正的把生活過了一遍，真正
地享受了生活。
怎麼樣是享受生活？也許說到這句話，很多

人就會想着是壓力釋放後的狂歡。其實這並不
是享受生活，要說的享受生活，它不光是包括
幸福快樂這些積極的能量，而且也包括正確對
待失望和痛苦這些不可避免的情緒，雖然我們
總在說追求快樂和幸福，但生活沒有絕對的完
美，有挫折、有苦難才是真實的生活，而真正
駕馭生活能夠學會享受生活的人，是能全身心
地去投入、去感知快樂或痛苦的。
學會享受生活的前提，必須懂得「慢」這個

道理。就像年輕時都在匆匆趕時間，曾經所經

歷的那些失望和失敗，也是一種人生難得的精
神財富，而曾所收穫的幸福和快樂，也因為行
色匆匆，卻沒有好好地感受，這些都是令人遺
憾的錯過，也是不懂得享受生活的表現。
也許有人會說，生活的壓力數都數不清了，
又談什麼心情去享受生活？對於創業中的朋
友，更是壓力滿滿，但從過來人的角度來看，
創業雖然艱難，但這一路走來，無論是成功還
是失敗，在心中都是終身難忘的。不管怎麼
說，能夠有這份勇氣去選擇創業，就已經很難
得，而在這過程中雖然會遇到各種各樣大大小
小的困難挫折，可是能過五關斬六將，不斷打
怪升級，那一種成功的喜悅感是無法替代的，
不管最終結果如何，成功不會有絕對的成功，
同樣失敗也不會有完全的失敗，從人生長遠的
角度來看，這便是一種極大的收穫啊！所以，
讓我們靜下心來，全心享受其中滋味吧。

學會享受生活

幽遠的古村
與一座村莊的相逢，竟是如此奇

妙，似遠似近、若即若離、亦愛亦
憂……這是久別親人間才會有的感
覺吧！
細數知天命的年輪，與培田古村

竟有20餘年的情誼了。十分有幸親
歷她的華麗轉身，從初見時的「一見鍾
情」，到參與保護開發時的「全心全意」，
直至把這裏當作「夢裏老家」。
培田於我，是一部「百科全書」，總有看

不厭的景致、聽不完的故事、享不夠的歡
樂。30餘幢高堂華屋、21座古祠、6處書
院、4座廟觀、一條千米古街、兩座跨街牌
坊，處處都是歷史、處處蘊含精華，就連一
個普通的轉角，都會有不期而遇的驚喜。培
田優美的人居環境、博大的知識寶藏和深厚
的文化積澱，令我驚嘆、令我折服。
福建培田古村「枕山、環水、面屏」，正
所謂「水如環帶山如筆，家有藏書隴有
田」。村內曲折的古街與幽深的巷道勾連交
錯，渾然一體。古街上商舖林立，花生糕
點、京果雜貨、竹木製品、絲線綢布以及酒
類、肉類、豆腐、紙業、藥品、理髮、客棧
等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繼述堂、雙灼堂、
衍慶堂、都閫府、官廳等民居，或規模宏
大、富麗堂皇，或雕樑畫棟、巧奪天工，或
布局科學、功能巧妙，或環境雅致、色彩協
調，無不折射出建築技藝的精湛和人文底蘊
的深厚，凝結着培田人民的勞動智慧與和諧
理念，連法國建築學者蘭克利博士都讚嘆培
田是「世界建築科學的奇跡，中國古民居建
築的藝術精品」。
每次與其說到培田工作，我的感覺更像是

在走親訪友，無論到哪裏，都是笑臉相迎，
一見如故。與失散的姑婆相認時，她已88歲
高齡了，歷經風雨滄桑，卻活得剛毅樂觀。
她丈夫去世得早，因沒有兒子，女兒又遠

嫁，只好依着侄子侄孫生活，且不說小山村
生活的淒苦，單是所承受的流言和所忍受的
寂寞都是無法想像的。可在姑婆的臉上，我
看到的更多是坦然、淡定和柔和。每次探
望，她總是忙上忙下，端茶送水，手腳十分
麻利，離別時還要塞一些雞蛋、米粉之類
的，不收下老人家可不答應了。
那些年，培田着實發生了巨變，原來通

村的塵土路變成了康莊大道，河道清理、
三線下地、房屋整修、豬圈拆除……全村改
頭換面，還建起了停車場、管理房、旅遊廁
所、垃圾池，鋪設遊步道、豎立標誌牌、
強化防火防潮防蛀措施，加強文物保護和管
控措施，建立衞生管理機制，編寫培田文
化書籍，多措並舉加強對外宣傳……這「養
在深閨人未識」的村姑，逐漸煥發出迷人的
風采。
有時我會住在南山客棧。鄉村沒有太多的

夜間生活，家家戶戶習慣早早閉戶休息。培
田入夜後，這並不喧囂的小村，顯得更加靜
謐祥和。我喜歡一個人漫步全村，心頭常常
被小村寧靜的氛圍所感染。千百年來，客家
人在遷徙奔命的逃亡路上，失去了家園的安
逸和幸福，故鄉成為腦海中記憶的符號。在
這裏，他們終於重新擁有了新的家園，擁有
了溫馨和安寧，這一切是何等的珍貴啊！而
客家人在顛沛流離中所產生的吃苦耐勞、堅
忍不拔的精神傳承，也深深植根於這片土地
之中，成為村莊的特質。
走在幽暗的古街上，除了腳底青石板輕輕
的回聲，再無任何打擾。緩緩地走，慢慢地
思，深深地念……培田就像一個無聲的朋
友，時刻陪伴在左右，聽着我的心語，只有包
容，沒有埋怨。年輕時總有年輕時的煩惱，年
輕人總有年輕人的情緒，而這一切，都在培
田輕柔的撫慰中，慢慢消融在夜色中。
赴外工作後，每年總會有培田的一些老朋

友來找我坐坐，拉拉家常，聊聊閒事，我始
終覺得自己與培田並未遠離。每次抽空回老
家，我都會盡量想辦法去培田走走，看望一
下年邁的姑婆。直到她95歲那年，因為不慎
摔跤，臥床不起，終而走完了寂寥的人生旅
程。這一走，卻似乎生生切斷我與培田的親
情紐帶。再後來，由於工作轉崗，和培田的
關聯漸漸少了，不過心頭還是時時記掛，覺
得對培田的心願，始終未能了了。
今年，我與培田「再續前緣」了。在一個
薄霧輕掩、燈火闌珊之夜，重新投入培田的
懷抱，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一切又覺得新
奇。夜景工程的實施，使原來水墨色的培
田，變得色彩斑斕、豐盈多姿，一時引來眾
多遊人駐足。農耕館、紅色記憶陳列館、糧
食印記館、客家嬰童服飾館……積澱深厚的
文化展示，為培田增色不少。
抵擋不住親人們的熱情，抗拒不了客家美

酒的醇厚，歡聲笑語中，醉意如同夜色愈加
愈濃。再一次走在千米古街上，心頭百感交
集，時光易老，歲月難留，多年以後老友重
逢，縱千言萬語又如何傾訴！兒時的我們，
尚不懂家園的真正含義，總是在長輩的護佑
下，被溫情所環繞，往往離家多年後，才能
體會那切膚的鄉愁。所幸的是，培田古村親
切的身影，總是陪伴着多愁的夢魘，那麼真
實、那麼溫暖。
凝望古村悠悠，目光彷彿洞穿千年，嘆

世事變幻，滄海桑田，塵世煙雲和恩威榮耀
都將飄散，也許只有腳下的鵝卵石依舊如
故。就像我的姑婆，現今也許有人記得，也
許早被忘懷，但這又有什麼要緊呢！只要我
們都曾來過，培田的一磚一瓦、一街一巷，
窖藏着我們的過往，記載着我們的悲歡，便
知足矣。
我想，此生若擇一地終老，培田許是無二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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