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癲狂與臟躁

誰殺了翠花？
22歲的女網紅翠花，
在半年內狂減60斤後，
於某「減肥訓練營」猝

死。悲劇引發輿論關注，一眾媒體爭相
報道，看過之後，在悲傷惋惜間，更強
烈的情感是憤怒和擔憂，翠花之死真的
是意外嗎？到底是誰殺了翠花？而翠花
之外，還有多少危險的翠花？
首先難辭其咎的肯定是各種不正規
的「減肥訓練營」，這也是媒體報道最
多的部分。拜減肥大潮所賜，「野雞」
減肥營這兩年正如日中天，某書某音隨
便一搜都是海量信息。這種減肥營慣用
的模式是把學員騙去荒郊野嶺封閉訓
練，話術套陷阱不停圈錢。而如果只是
圖財還算萬幸，可「要命」的是，無知
者無畏，越不具備專業知識的江湖郎中
越敢給病人下猛藥。小狸曾點開過一個
減肥營的宣傳視頻，只見裏面一群「大
基數」（大體重者，嚴重肥胖人士）患
者在「教練」帶領下，一邊飢腸轆轆一
邊上躥下跳，瘋狂有氧，直看得小狸心
驚膽戰又焦急——過度節食加上大體
重壓力下如此跳躍，膝蓋是不打算要
了？心腦血管是等着爆了？
其次亟需改進的是監管。據媒體報
道，目前內地關於健身教練的資質是沒
有強制要求的，而這個資質，不僅是其
對健身知識、營養學知識的掌握，更重
要的是具備專業的急救技能。以香港為
例，正規的大型健身中心都要求簽約教
練不僅要通過全方位的考試甚至是持有
專業國際證書，更需要每年重溫AED
（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等使用課程。
此外，健身房的安全裝置和措施也有明
確要求。但據媒體揭露，很多內地「野
雞」減肥營的訓練場甚至連冷氣都不具
備。「大基數」、劇烈有氧、又悶熱，

實在是太過危險。
除此之外，對於招搖撞騙、不良經
營的減肥營目前也缺失法律監管，民間
戲稱很多減肥營是「次拋」，騙完一波
是一波，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反正門檻
低，找個場地易拉寶一拉就營業，剩下
的只是苦主投訴無門。
第三個需要負責的是大環境。A4
腰、直角肩、鎖骨養魚、反手摸肚
臍……身材焦慮是當代大部分國人尤
其是女孩難以逃脫的魔爪。來自陌陌
《2021網民身材焦慮報告》的數字顯
示，已經有超過半數（54.1%）的受訪
者承認有身材焦慮，46.4%的網民認為
自己「太胖」，而25%的人每天都會
秤體重。如今「好女不過百」已經過時
了，打開小某書，滿眼都是1米6幾卻
要減到80斤的姑娘。而就在前不久，
某航空宣布，空姐超重10%就要停飛
去減肥。先不說規定有多奇葩，就說只
看體重不看體脂率，已足見坊間對減肥
認知有多盲目和缺乏，也再次解釋了
「野雞」減肥營為何能謀財害命又紅紅
火火。
最後用科普來結尾，希望能幫到人

「避坑」：第一，減肥不用運動，靠科
學地「吃」就可以完成。尤其是「大基
數」朋友，減肥初期切勿盲目劇烈運
動，尤其是有氧運動；第二，減肥雖不
用運動，但如果想身材更緊致更有線條
更好看，卻必須運動，而且是無氧運
動；第三，靠有氧運動瘦下來的不會長
久，必反彈；第四，油脂不可怕，可怕
的是糖；第五，無論什麼方法，減肥的
核心都是攝入少於消耗，以此標準可以
判斷偽科學；第六，減肥不僅是「管住
嘴邁開腿」，更重要的是學習科學知
識，可以事半功倍。

2019年新冠病毒橫掃
全球，中國在防治方面
成績穩居世界前列，中
西醫結合診治起了重要

作用。習近平主席提出全國學生都要接
觸和學習一下中醫中藥的理論和實踐。
筆者沒有醫療專業資格，但亦不妨於本
欄為此時此地精神病的防治「野叟獻
曝」，作為助談之資，但並不構成任何
涉及個案診療的建議。
傳統民間智慧認為人在日常生活中
飲食、睡眠和排洩（大小二便）都正
常，就可以判定身心健康良好。今時香
港許多精神病患者不肯服藥、拒絕覆
診，問題的根源恐怕是吃了醫生處方的
常用精神科藥物之後，生活質素沒有改
善。吃、睡、拉三不良，自然影響到心
理和生理的健康。單單睡不好一事，就
可以引發許多家庭中和鄰舍間的矛盾和
衝突。
中醫的辯證論治與現代醫學思路不
一樣，兩者病名可以有關聯，但通常不
是「全等」（Equivalent）。例如許多
人都知道「消渴症」與糖尿病有些相
關，但二者不能畫上等號。
金元四大家朱震亨（1281-1358年）
《丹溪心法．癲狂》有謂：「癲屬陰，
狂屬陽。癲多喜而狂多怒，脈虛者可
治，實則死。大率多因痰結於心胸間，
治當鎮心神，開痰結。」癲證較多精神
抑鬱，語無倫次，安靜而多喜；狂證較
多精神亢奮，罵人毀物，躁動而多怒。
癲與狂有關聯而可互相轉化，所以前賢
將之並列。按這個思路和分類，發狂者
或有暴力傾向；發癲者則無，且多有

「傻笑」的表現。
先前親手殺害3名幼女的那位不幸母

親，則似屬「婦人臟躁」的症狀。漢代
名醫張仲景《金匱要略．婦人雜病》有
謂：「婦人臟躁，言悲傷欲哭，象如神
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此中「欠伸」即打呵欠，是容易感疲倦
的表徵；還有常有悲觀情緒；有幻覺
（神靈所作）。按現在我們能掌握的有
限資料，殺女疑犯似有以上症狀。甘麥
大棗湯用三味藥，甘草、小麥和大棗。
按廣府話俗語算是「太子都食唔壞」！
因皇太子身嬌肉貴，將來大有可能當上
皇帝，太醫用藥非小心謹慎不可。縱然
服藥後病沒治得全好，也不要吃壞了龍
種。中藥處理情緒病、心理病以至精神
病，常用藥方的藥性相對溫和，至少服
後不至於長期食慾不振、睡眠不良、二
便不暢。近年發生率日高的「產後抑鬱
症」亦似有「婦人臟躁」的諸多表徵。
本文只引用中醫學生都學過的入門基
礎，實際辯證論治、藥方加減還需要與
專業的望診和切診（把脈）結合。
其實西方醫學亦有近似「婦人臟

躁」的觀念，就是所謂「歇斯底里」
（Hysteria），這個病名的字源來自希
臘語的子宮，被認定為女性獨有的疾
病。現在醫學界已改用描述得更精準的
病名取代。
中國當代「中西醫結合」源於解放
後政府號召一批學業成績優異的西醫，
跑去學習中醫。幾十年下來，內地中醫
界仍有抱怨被主流醫療系統冷落的聲
音。香港的中西醫結合治療剛在起步階
段，發展空間該是相當廣闊。

傾聽需要學習嗎？的確需要，兒童的聽、講、讀、寫
4大學習範疇中，聆聽能力亦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因為
懂得聆聽，才能正確地「聽其聲悟其義」，接收到訊
息、思想和感情。

想起德斯汀荷夫曼經典電影《畢業生》的主題曲，主角面無表情，
在機場的走道上，茫然望前方，背景奏起《寂靜之聲》（The Sound
of Silence）的歌︰「我看見了/成千上萬的群眾/人們言談而不傾訴/
人們耳聞而不傾聽……」這首歌含意深遠，其中此句︰People hear-
ing without listening，我常記住，「耳聞」只是被動地聽一些聲音，
沒有認真接收，聽者和說話者也沒有交流啊！
為了培養孩子學會認真、專注及懂得分析的聆聽，最近我和資深廣

播人王德全等文友合作策劃及推行了「正面價值廣播劇校園創作坊」
項目，並獲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贊助，旨在通過廣播劇，培養兒童的
正面價值觀，參加的小學生可得到有系統的廣播訓練，包括學習摘取
生活題材編寫以正面價值為主題之劇本，聲演訓練，並合作把集體創
作之劇本演繹和錄音成廣播劇，傳播和分享給大眾。學校報名踴躍，
我和其他導師到了十所學校，引領小學生學習聽說、創作傳達好品德
正能量主題之廣播劇，學生們都非常投入。
記得其中我引導小朋友創作之劇本，計有《走出遊戲的泥沼》、

《瞧不起人的子俊》等故事，當時小學生們構思結局時，都說很想主
角不再沉迷玩遊戲機！好像一下子長大很懂事哩。或者，由於主角經
歷了在不尊國的難堪待遇引起同情及同理心，因此編劇和演繹的學
生，均不約而同地要主角悔改，並向曾受傷害的人誠心道歉，此反映
出兒童從創作和演出過程中，更深刻認知品德之重要和懂得反思生活
的價值。耳朵是神奇的小東西，「聽」這個字，是由6個部件所構成，
包括耳、王、十、四、一、心，就是我們要把耳朵變做自己的王牌，
十足用心，全方位東、南、西、北四方都須專一留心傾耳細聽呀！
上述這些由同學們自己創作的

廣播劇，會成為很親切貼地的聆
聽材料，分享給其他友儕學子
時，大家彼此間亦可吸收和體會
劇旨和當中的正能量。
我希望這樣有意思的廣播劇工

作坊，可持續推廣到港九新界更
多校園，讓更多青少年體會領悟
到廣播劇的樂趣及深義。

廣播為媒 傳正能量
粽定糉？《說

文解字．新附》
中，糉字的解釋為
「蘆葉裹米也」，

右半邊「㚇」是聲符。後世改變
聲符，多寫作「粽」。《本草綱
目》載：「古人以菰葉裹黍米煮
成尖角，如棕櫚葉之形，故曰
糉」。看來，「糉」更顯本義。
母親重視節日，尤其在吃這件

事上，絕不馬虎。她通常在南北
行買來七八人份的糯米，再捎帶
上一些黏黃米，以及河北的大
棗，浸泡、洗淨，然後於端午節
前幾日的某個夜晚，於燈下開始
包糉。母親輕輕地拈起兩條長度
相近的蘆葦葉，捲成漏斗狀，灌
入一把糯米，放一顆大棗，再撒
上一捏黃米。我在旁邊看得出
神，屏住呼吸，生怕自己驚擾了
母親——那漏斗狀的蘆葦葉中，
已是滿滿的米，稍不留神，就要
溢出。母親不慌不忙，一手穩穩
地握住「半成品」，另一隻手輕
而易舉地從桌上雜亂無章的蘆葦
葉中，將又細又長的那支揀選出
來，與「半成品」相疊，再完整
地包好。母親教我用草絲將糉綁
起來。我一邊笨手笨腳，一邊情
不自禁——貪婪地嗅那清香，蘆
葦葉的香氣幽幽淡淡，草絲的香
氣則稍濃，再混着糯米和黏黃米
的味道，像極冬季之後的第一場
春雨，落在春季大地，泥土混雜
着草木的那種香氣，層次豐富。
長大後，才知道那綁糉的草

絲，是馬蘭草。「離離悠草自成
叢，過眼兒童採擷空。不知馬蘭
入晨俎，何似燕麥搖春風。」園
子裏的馬蘭草一叢叢舒展着嫩
芽，一片一片的嫩葉，在春光裏
煞是動人。一群孩子跑過，轉眼
間採摘一空，舉在手中嬉笑追
逐。一旁站立的詩人，不禁搖頭
輕笑。最美的春光莫過於此。
母親做好的糉，最先品嘗的，
卻不是我，而是鄰居家與我同齡
的小胖。小胖從小就沒了親娘，
母親常留他在家中吃飯。端午這
天，母親一大早就會煮好糉子，
讓我邀約小胖玩耍，再自然而然
地把糉子拿給小胖。起初，小胖
會憨憨地笑：「好好食喔！」看
着他，母親的眼裏滿是慈愛。後
來，小胖的父親再娶，他再來我
家食糉，就似乎多了心事，還是
那樣彬彬有禮，但眼神多了憂
鬱。有一年，已讀中學的他剝開
糉葉，恭恭敬敬地遞給母親，一
定要母親先食，不知不覺，眼淚
就流了下來。
前些日子在戲曲中心看傳統京

戲《鞭打蘆花》：閔子騫10歲喪
母，其父再娶，繼母李氏給自己
親生兒子做的棉衣裏裝的是絲
絨，給閔子騫做的棉衣裏裝的是
蘆葉。其父發現後決定休了李
氏，但閔子騫雙膝跪地以情動
父：「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
單。留下高堂母，全家得團
圓……」我忽地就想起了母親的
糉和如今已成家的小胖。

食糉雜記

如要外出，除了手機
外，我必須要攜帶的便
是手袋了。縱使手機已

包含了錢包，家門用密碼鎖，但肩膀上
沒了個袋，人就沒了安全感，若有所
失，相信絕大部分女性都會有同樣心
態。這感受是銀包插口袋便出門的男士
永遠所不能理解的。
手袋尤其顯現一個人的性格，有人
拿個小包包就瀟灑出門，有人的包包大
得可以容納半屋家當，書籍、化妝品、
衣物、頸巾、水壺、工作文件……有
些隨身物品甚至是令人難以想
像的。翻看一位女士的手袋，
如同揭露她的秘密，也從中足
見她是什麼性格的人。
所以說手袋對於女性，有着

多重意義，是實用的行裝、私
物的承載、秘密的隱藏、性格
的表達、身份的象徵、服飾的
部分、藝術的展現、心情的顯
露……不少手袋也和主人之間
有着難忘的故事，記錄着感性
的歷史……男士們看到這段詮
釋會昏掉了吧！
最近看了在太古廣場舉辦的

「Bag︰Inside Out亞洲巡迴展覽香港
站」，展出240件來自世界各地的包
包，年份遠至16世紀，每個都是藝術
品，有着感情，記着不同的故事，很是
特別。
這是太古地產與英國維多利亞與艾

爾伯特博物館合辦的展覽，展品獨具
匠心彌足珍貴，如英國瑪嘉烈公主、戴
安娜王妃的手袋；影星慧雲李（Vivien
Leigh）和陳慧琳的珍藏；造型高雅創
新的Fabergé Egg晚裝手袋到Karl La-
gerfeld設計的Lait de Coco晚裝手袋、

美國劇集《色慾都市》
主角莎拉謝茜嘉柏加
（Sarah Jessica Park-
er）在劇中使用的經典
Baguette、 由 Hermès
的傳統工藝到街頭風
格。此外，還有手袋製
作的草圖和工具等，展
品豐富，增長知識。場
內更設導賞、工匠工作
坊、「Bag the Spot-
light」360度影片拍攝裝
置。公眾免費入場，展出
至7月中，值得欣賞。

手袋顯性格

昨天從上海回到杭州來看一
個展覽，叫做《巨幅時代，重
構攝影》。策展人是攝影師趙

剛，總策劃是孫雲翔。其中最大的3幅照片來
自我的朋友劉飛越。這幾幅照片被放置在代
表休止的出口處，以突出「巨幅」這一主
題。而劉飛越所攝之內蒙風光，一水兒的草
原，不過卻不是綠汪汪碧波般蕩漾的生動，
而是漫天黃色，令山色、草色和黃土地凝聚
出一個無人之境來，空空曠曠地滿是孤單。
看久這場景，你難免陷入沉思，及至甦醒過

來，你卻安靜了。既然照片裏的黃土地一成不
變，這片土地上的一切就漸次奪目而來。石塊
的形狀、旗人樣式的藍色拱門、半山坡上遊走
的羊群、角落裏極小的牧羊人，以及山頂上的
一棵歪得過分的小樹。目光游離於何處，何處
便是故鄉，可以留住你不往前去。
不像我們以往看到的那些照片，多以還原

自然的名義企圖帶來一個立體世界。說是立
體，不如說是一個秩序世界，何處是實，何
處是虛，都很識趣地主次分明。劉飛越的照
片不是，他立意要創造出一種真正的平等，
包羅萬象的。以至於第一眼看上去，他的照
片像是絕對平面的。但不是平淡的平面，是
包容的平面，含蓄的、將一切都放置在它自

在的位置上，等着你去看到。
而這意圖還是一種技術。為此，劉飛越去
購買了一台Masterway技術相機，是專門拍出
大畫幅的那種。並且，他會將鏡頭對準一個
場景，定焦於此，拍一張，依然是這一場
景，定焦於彼，再來一張。最後把這些同一
場景的照片重疊，只突出定焦的那些個點。
於是，明明你只看到一個場景，實則這照片
是多幅照片湊於一處完成的。
這種拍攝的核心在於沒有一個核心，它將

場景去中心化了。照片當中的每一處都是重
點，都清晰，就像《思考的瑪麗．泰蕾茲》，
通過肢解了瑪麗．泰蕾茲的五官輪廓，畢加索
將一個美人的正面像、側面像雜糅成一張臉，
拼出一副超越時空的超現實主義繪畫。劉飛
越所做的，是利用多定焦技術，通過眾生平等
的觀念，使一副照片擁有了諸多焦點。處處均
可留心，留心便有收穫。而且這視覺的盛宴不
是這一時一刻的定格，是不同時間集聚而成
的，因而是豐富、可凝神駐足很久的。
其實這整一場17位攝影師、40多幅作品都

利用這種方法完成。一場景多焦點是這次攝
影默認的技術原則。甚至於，這個整體場景
比布列松注重結構的場景還不落痕跡，場景
僅僅作為一個不可動搖的整體真實存在於此，

來表達空間上的絕對關係，這不是人為臆造出
的主觀世界，而是一個客觀世界的自然樣子。
如果說這世上真有一個客觀的話，那就只有這
樣自然對應的客觀，不是一個虛假搭建的人為
景觀，這是真實本身。就像維特根斯坦在
《論確定性》當中所說，如果說這世界有什麼
東西是一定存在的，那就是系統。
但是，劉飛越他們的系統不是人為硬扯上關

係，而是展示生態本身。一些人來了，一些人
又走了，可痕跡在。這照片記錄痕跡，在一個
巨大的畫幅當中，沒有誰比誰更重要。萬物與
人，先前與現在都是平等且一覽無餘的。
劉飛越他們想要留住時光，還有活着的一

切，即便它們都必須在一個固定的場景當
中，可眾生平等而眉目清楚。因此，我願叫
這個蓬勃的實驗小團體為生境派攝影師。既
有一種境，更是萬般生。

生境攝影

千年古韻杏花美
我家鄉的千畝杏花盛開了，這裏
是杏樹的海洋、杏花的海洋，有着
千年古韻之美的杏花吸引着眾多遊
人前來參觀。
千畝杏花順着坡嶺地舒展着、瀰

漫着、聲勢浩大地綻放着。滿坡嶺
的芳草茵茵，映襯着繁花點點，清風拂面，
花枝微顫。花團錦簇香滿人間，花香馥郁令
人醉夢其間，疑似天上的雲錦裁剪。放眼
望去，杏花花海銀裝素裹，一串串，一樹
樹，層層疊疊，堆雪積玉一般。粉嘟嘟的
枝條上泛着淡淡的紅暈，花骨朵兒迎着春
風吐蕊綻開，或嬌羞蓄紅含苞欲放。
在暖暖的艷陽撫照下，杏花身着美麗的

霓裳，嬌美纖柔在微風裏。近觀，朵朵杏
花嬌艷蓄紅吐着蕊絲，密密匝匝點綴滿枝
條。遠眺，一樹樹杏花宛若香雪映照，紛
紛揚揚散落在杏林間，潔白素雅。千姿百
態的杏花朵子吐着蕊絲，含着嬌羞，展俏
着白玉片般的花瓣兒。蕊絲纖細如絲線，
每朵花兒大約有三四十枚蕊絲，每枚蕊絲
頭頂着一小撮金黃色的花粉。圓圓的花瓣
兒潔白如玉片，若微型小團扇，微微地扇
動在輕風裏，怎能不讓人心生歡喜呢？
杏花似紅又非紅，似雪不是雪，潔白色

的花朵兒由紅褐色的花萼盤托着。當五瓣
白玉片般的花朵兒完全綻放開來時，紅褐
色的花萼也分成了5個小瓣子，5片花萼瓣
子反折過來，緊靠着花萼基部。潔白如玉
的杏花由紅褐色的花萼盤托着，展翹着金
黃色的花蕊，潔白色、紅褐色、金黃色，
三色相互映襯着，盡顯杏花色彩絢爛，風
姿萬千。在杏花的海洋裏，千萬朵杏花盡
顯風情萬種，那麼嬌美，那麼燦爛，令人
賞心悅目。這片玉海微波蕩漾在我的面

前，滿眼裏盡是白玉片在翻飛，令我流連
忘返。杏花香吸引來成群的蜜蜂和蝴蝶，
嚶嚶嗡嗡，牠們吟唱着有關杏花的讚美
詩，輕巧靈動地在花叢中翩躚起舞，熱鬧
着、歡愉着。無數的鳥雀飛來了，嘰嘰鳴
唱着讚美杏花的歌兒，鳴音清脆悅耳。杏
花香吸引着無數的遊人前來參加杏花節，
他們穿梭於杏花林間，攝影留念，沐浴着
春日暖陽，一張張燦爛的笑臉就如同一朵
朵迎風綻放的杏花朵兒。
在杏花盛開的季節裏，各種杏花節的活

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航太農業大棚
裏，各種蔬菜瓜果花卉展覽吸引着各地客
戶。迷你馬拉松比賽的運動者，歡快地奔
跑在馬路上，他們熱血沸騰，爭先恐後，
賽出了強壯的體魄，賽出了風格。廣場舞
比賽的舞台上，衣着艷麗的舞者揮舞着衣
袖，鮮艷的裙襬在風裏舞動着，舞成了一
朵朵嬌美的杏花。鄉村旅遊，餐飲美食，
微視頻比賽，攝影作品展，杏花詩歌散文
比賽，一系列活動豐富多彩。城鄉振興，
文藝先行，奔向新時代的號角已經吹響。
以杏花節為契機，富饒秀美，生態宜居，

成為家鄉魅力城鄉建設的主旋律，現代化
新農村呈現出新面貌，美麗鄉村風貌令人刮
目相看。開發建設山村度假休閒旅遊，打造
扶困救弱的小菜園，金線河銀線河生態環
境治理保護，金線河與銀線河家園建設，
木業產業園招商引資等，形成了幹事創業、
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這些如杏花朵般美麗
的成績，無不詮釋着城鄉建設的新成就，各
條戰線上的家鄉人都有一顆杏子般的心，懷
揣着新夢想、新希望，凝心聚力，苦心經
營，以昂揚奮進的姿態，闊步邁向新時代。
千朵萬朵杏花美，魅力鄉村景致美，沂

蒙大地上的家鄉人亦美。千年杏花文化的
古韻在沂蒙大地上流芳，這裏是我的家
鄉，是我的文脈扎根的地方，這裏是華夏
東夷文化的發祥地，文脈源遠流長。至聖
先師孔子杏壇開講，有教無類，不分貴
賤，因材施教。孔子為社稷民生着想，以
禮樂教化於民，開啟教育之先河，傳播儒
學之精華。遙想，那時先師坐於土壇之
上，神情自若撫琴弄樂，四周杏花吐蕊綻
放，學子朗朗讀着之乎者也，研討着家事
國事天下事，那該是多麼美麗的杏花壇講
座？暮春遊，先師帶領一眾弟子來到了我
的家鄉東山之巔，發出登東山而小魯的千
古慨嘆。他一定是坐在了我家鄉的杏樹
下，諄諄教誨着眾弟子，才有了冥冥之中
家鄉人喜愛栽植杏樹的文化傳統。宗聖曾
子承上啟下，將儒學發揚光大。蔔子夏開
壇授課，廣收門徒，傳播儒學文化思想。
金線河銀線河流淌着華夏東夷文化裏的千
年杏壇古韻馨香，家鄉人將至聖先師的禮
樂仁心教誨植根於沂蒙大地，植根於後世
子孫的心田。
眼前這一望無際的浩瀚花海，繁盛着、
蔓延着，花團錦簇如夢似幻一般，牽引着
我穿越到先師的杏壇前，我端坐着，認真聆
聽着，心領神會着教誨。那如白玉一般瑩亮
溫潤的杏花，絢爛多姿，光芒四射。一樹
樹杏花朵兒宛若盈盈香雪，纖纖柔柔美如
畫，深情款款入我心，我欣賞着、讚嘆着，
我該用怎樣的文字才能書寫出杏花的含羞與
嬌美呢？這一片粉妝玉琢的杏花，聲勢浩大
地盛開着，美麗在沂蒙大地上，綻放着生命
的光彩與魅力，飄逸着悠悠千年的杏花古韻
芬芳，嬌美、素雅。一如我此刻的心境，原
來，那千畝杏花是美麗在了我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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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劉飛越。 作者供圖

◆「Bag︰Inside Out」
展覽中設計獨具匠心的
手袋。 作者供圖

◆筆者和參加的學生們！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