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善化美 以美化善
覺真長老是內地高
僧，多年前他應深圳
中小企協會邀請開講

座：「用禪的思想和智慧管理企
業」。我聆聽覺真長老的講話和他
解答中小企業家提出的問題後，深
感覺真長老學問淵博，修為深不可
測，經朋友介紹與他結緣，並成為
好友。
覺真長老是江蘇南通人，生於
1933年，前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茗
山長老之徒，曾隨師講學於蘇、浙、
粵等地。我認識他那年，他任香港
東林念佛堂首座兼弘法部主任，並
被聘為《世界佛教論壇》期刊總編
輯、鑒真佛教學院特聘教授、研究
生導師。已出版《心的大學》《和諧
人生》《快樂人生》《感知人生》
《有容乃大》《享受人生》《當管理
遇到佛學》《素往來》等20餘種專
著，海內外發表文稿300餘萬字。他
曾在長江商學院、北大、清華、上海
交大、西南交大等高校CEO培訓班
主講佛學智慧與人生管理等系列課
程，這些都是企業家最受歡迎的課程
之一。
和覺真長老交談你會覺得如沐春
風。他博聞強識，才華橫溢，儒釋
道三學、經律論三藏在他口中信手
拈來，如話家常。他在香港時，我
常和三兩知己拜訪他，向他請益。

有一年，我在廣州增城舉辦個人
書法展，主題為「禪心禪意」。我
展出120幅書法作品，並出版《禪
心禪意》書法集。我有好友告訴覺
真長老，覺真長老寫了個賀詞發給
我。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一句「以
善化美，以美化善」。
自古以來，中國文人都強調以手
寫心，心美字也美，何謂心美？當
然是要有顆真心、善心。真、善才
有美！在中國書法史論中，有關人
品決定書品的論述，由來已久。最
早見端倪的是東漢揚雄的《法言．
問神》：「書，心畫也。」唐太宗
以為「心正氣合，則契於妙。心神
不正，氣則欹斜」。歐陽詢有「心
正則筆正」之說。至宋代，「人品
決定書品」這一論述更為顯著。南
宋理學家朱熹則更是將書品與人品
相提並論。覺真長老的「以善化
美」，就是說要寫好字，先修好
心，心善化為字美。
覺真長老還有下半句是「以美化
善」，後來我也領悟了，寫好字，
還需用之為善，而不是只為達到個
人目的。要「不忘初心」，有見及
此，我們創辦的「獅子山文藝協
會」全心全意在香港中小學推廣書
法，教小朋友寫好中國字，做好中
國人。筆者以為，覺真長老的書論
才更完美。

在電視特輯《復興
新生系列．世說論
語》裏，訪問母校香
港浸會大學「傑出校

友」趙國雄博士的時候，發覺「論
語」的生活智慧，恰正是他的為人
處世之道。
原本在美加生活寫意的趙師兄，
毅然放棄月入數千元美金的餐館工
作，1979年重返香港發展。他憶
述：「回港後看報紙找工，找到一
份關於石油氣的工作，當時月薪只
有2,800港元，與美國相差很遠。
可是，回港與我的本意較為相符。
有一年的年三十晚，因為條件問
題，公司同事罷工，他們不肯送貨
又不肯開車！當時有很多客戶打電
話來訂石油氣，因為第二天便過年
了，一定要有石油氣過年。所以我
們是有責任的，不能放棄。後來我
決定照送貨，自己一個人先駕車去
貨倉取石油氣罐，然後跟單逐家逐
戶送去，還記得當時送貨涵蓋範圍
由九龍城、何文田、
土瓜灣、紅磡這些地
方都去了，當我送到最
後那一樽石油氣罐
時，已經是年初一早上
4時了！」
這份自覺責任重大而
路途遙遠的剛毅果斷，
正好反映《論語．泰
伯》：「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遠。」

趙師兄當年在母校修讀社會學，
並非傳理或戲劇，但是他曾經扮演
了不同人物角色吸引廣大市民注
意，去宣傳售賣樓宇，且十分成功，
他們更䁥稱他「樓神」！原來最初趙
師兄有這主意時，本來是請經理們扮
演，但他們不願意，結果由趙師兄親
自充當，想不到反應甚好，個性貪玩
的他亦不介意，他認為最重要對工作
投入，樂在其中，自然敬業樂業——
也就是《論語．雍也》：「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趙師兄認為任何工作，管治管人
確實不容易。因為大家來自五湖四
海，各人皆有不同性格和習慣。他
堅持謹守孔子那一套：「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出自《論語．
里仁》。何謂「恕」呢？他說：
「恕可以是個人的胸襟，如個人沒
胸襟，一定沒有恕；個人有胸襟，
便有恕。胸襟就是大家有些地方可
以接納別人。我們常說長江不擇細
流，長江這樣成功，主要是因為由

很多小河匯集而成，
長江才可以永恒千
古。我們做人也一
樣，要公司成功，必
須要有廣大的胸襟，
能容納不同的意見、
接納不同的人、歸納
不同的經驗，這些都
很重要。」忠恕之
道，也就是「論語」
的精神和中心思想！

世界知名的《梁祝協奏
曲》65周年，作曲家何占豪
大師笑言有了《梁祝》也有
遺憾，何解？「樂曲的光芒

把我其他的作品也掩蓋了，例如徐小鳳唱
的《別亦難》也是我的作品呀！不過我最
難忘香港在千禧年前舉行的那場交響音樂
會，由香港人選出100年內最喜歡的十首樂
曲，9首都是西歐貝多芬、莫札特、柴可夫
斯基的作品，只有一首亞洲的就是《梁
祝》，當大會宣布時掌聲雷動，我很激
動，但也不敢相信，他們更說9位作曲家都
不在世，請放心，還有一位在現場，有請
何占豪先生，我很高興但自覺不配……」
何大師太謙虛，1959年十周年國慶，《梁

祝》在上海首演結束，登時全場靜了，他以
為不成功，後來掌聲不斷，一次又一次，大
樂曲本來不會「安哥」，但他們破天荒地再
演奏一次……其實，人生之中擁有一首名曲
已是非常難得，恭喜何大師！
所謂名師出高徒，大師桃李滿門，其中

一位是國家一級指揮，現任香港中樂團藝
術總監、終身指揮閻惠昌教授：「我好幸
運，當年在文革後中國第一次招收一名中
樂指揮學生，我當選了，在上海音樂學院
指揮系接受了5年的專業訓練，其間我遇
到很多好老師，他們發掘了我領導和指揮
的才能，其中一位是何占豪老師……」
對的，到底在何大師心中閻惠昌同學是

一位怎樣的學生？「他當年18歲不單聰明
成績好，而且很有事業心，對
專業非常鑽研。他畢業後，我
建議領導分配他到一個最高級
別的音樂單位，但他的母校邀
他回西安做教師，我說那太可
惜，他的才能不是絕後也是空
前，之後領導同意了！」
閻總監聽了這段話非常激

動：「我感謝何占豪老師，他
說我是舞台的人，不是講台的
人，他說過如果沒辦法為我爭
取到好團體當指揮，那就留在
上海音樂學院當他的助手，有

一口飯都給我一半，我感動到流淚，老師
是我生命中事業中的恩人，沒有他便沒有
今天的我，我永遠多謝他！26年前我剛到
中樂團當藝術總監，但我沒有辦法請老師
過來指揮，以免人家說我們是師生關係，
他立即回應，閻惠昌你不要管這些東西，
不要管我，你把自己做好便是了！」
26年前香港搶人才，很幸運將閻惠昌教

授搶了過來，他一直帶領着香港中樂團闖
蕩四方，為樂團創出了很多第一次，打破
了不少健力士紀錄，例如胡琴節、鼓樂節
等等。談到2001年的胡琴節，充滿創意的
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有無限的回憶：
「當年樂團一面實行公司化，一面要進行
打破紀錄的胡琴節，台前幕後忙碌非
常……其間要解決不少問題，一千位胡琴
手、椅子、譜架放在文化中心外面，萬一
架子掉了怎辦？可以印在T恤後面嗎？不
可以，人是活動的，後面的人會看不清
楚，多謝香港話劇團舞台的朋友，為我們
設計了一個夾在琴上的小譜架，眾志成城
下終於成功了！」
何占豪大師說過人要保持青春，就要有

3個忘記，忘記過去、年齡和恩怨，但也
要製造更加多快樂的回憶……多謝香港中
樂團不斷為香港創出矚目迷人的花火！今
年「香港中樂團」慶祝45周年，10月閻惠
昌教授和他的恩師何占豪大師將會「首
次」聯手指揮《梁祝協奏曲》，這是萬眾
期待的經典時刻，大家不能錯過！

《梁祝協奏曲》65周年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夏寶龍主任於

2021年曾提出，香港應改善住房問題，
包括告別劏房，令人鼓舞。
要告別劏房，當然是加快興建公營房

屋。然而，社會對如何覓地，意見紛紜，例如對應否發
展郊野公園邊陲、「明日大嶼」填海，以至「北部都會
區」等，都面對不同程度的反對意見，令盡快覓地建屋
變成遠水，難以即時去救上樓輪候時間長的近火。
而作為中期協助市民安居的措施，政府就與民間團

體合作，推出過渡性社會房屋，向長期輪候公屋或有
迫切住屋需要的市民，提供一個較佳的居住環境和服
務配套。然而，部分項目卻因地處偏遠，申請反應未
如理想。
事實上，要全面告別劏房，絕非一朝一日可成。因為

對劏房的確存在剛性需求。當基層市民為方便上班，
或節省交通成本，因此選擇住在市區或鐵路沿線，但
又未能承擔私人住宅租金的話，劏房就是一個最自然的
選擇。
劏房的問題，在於欠缺有效監管。不少業主為求「賺

到盡」，只會將樓宇盡量劏出最多的可租住空間，無視
其居住環境衞生是否惡劣，專業的物業管理亦自然欠
奉。也有業主為免審批麻煩，在改動樓宇間隔時，並無
入則申請，導致不乏雜亂無章的改建，往往破壞了樓宇
結構、不符合消防條例而不知，對租客的生命財產安全
構成風險。此外，業主剝削租戶，更時有所聞。劏房其
實租金高昂，以每平方呎租金計算，不少可「媲美」同
區豪宅租金；加上水費電費雜費由業主收取，在沒有獨
立水電錶的情況下，令投訴業主濫收水電費的個案，屢
見不鮮。
因此，文公子認為，在未能告別劏房前，應先告別
「欠缺監管的劏房」。
政府在年多前推出劏房租務管制條例，似乎是行對了

正確的第一步。然而，有組織於7月30日公布劏房戶市
場調查結果，逾八成受條例保障的劏房住戶，曾遇違法
情況，包括業主濫收水電費，且不提供水電費賬單副
本、拒絕維修單位設施，以及濫收垃圾費、雜費等。然
而，卻只有少於一成租客願反擊舉報，原因是不清楚條
例，甚或擔憂業主逼遷或秋後算賬。調查並指出，近
半受訪者認為租管條例對劏房租客無幫助，主因是難以
執法、阻嚇力不足，以及政府角色被動等。
有法不依，源於執法不嚴。隨着區議會改革而新成立

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如能正視監管劏房問題而統籌
跨部門改善行動，應是上策。

應先告別欠缺監管的劏房

相信大家看到新聞
知道日韓、香港多個
地方娛樂圈近來太多

因情緒病發引致自殺，傷心的情緒更
加湧現在娛樂圈當中，以前有很多人
不明白情緒病的恐怖，以為外出走
走，找人談心便可以紓緩情緒，其實
這種現象絕對不能夠輕視，專家意
見，如果情緒病發一定要睇醫生食
藥，不能夠倚靠朋友、出外旅遊來
減少此病的病情，因為情緒病絕對
不是普通的不開心，是影響身體腦
袋內的分泌，直接影響自己思維判
斷情緒失控，發病時你可以講發病
當中那個病人不是你，有機會做出
傷害自己的事件，到清醒之後才知道
自己發病，這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近年醫學研究顯示，情緒病的成
因除了患者個人性格、成長經歷及
其他環境因素外，患者腦部化學傳
遞物質（如血清素、腦腎上腺素、
谷氨酸、氨基丁酸及多巴胺等）失
去平衡，亦是其中重要的成因。
這種生理變化會令患者情緒受到負
面的影響。 其實情緒病與其他疾
病一樣，只要患者接受適當的治
療，病情是可以控制、痊癒及預防
的。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資料顯示，
全球估計共有 3.5 億名抑鬱症患
者，但只有不到一半的抑鬱症患者
獲得所需的治療。事實上，在許多
國家，接受正確治療的抑鬱症患者
還不到10%。直視自己的精神健
康，只要願意，其實在你身邊是有

很多人可以與你同行，一同走出陰
霾。
我們看到若果每個人都會經歷情

緒低落的時刻，倘若沒有妥善處
理，可能會影響生活，甚至造成悲
劇，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正視精
神健康的重要性。正所謂「預防勝
於治療」，擁有整全健康不單改善
個人的生活質素，正面的情緒對社
會更是一個好訊息，可減低因病帶
來的各樣損失。很多人對這個情緒
病仍然一知半解，除了家人要陪伴
之外，更重要的便是睇醫生，有藥
物的輔助會更加好，雖然藥物輔助
會令到個人意識緩慢，但總好過發
病時做出一些傷害自己的行為，我
們看到娛樂圈有一些情緒病患者他
們突然間跳樓、割脈等等都是因為
他們突然間發病，那些不好不良的
分泌物掩蓋着自己的腦袋裏的血清
素，令到自己產生一些傷害自己覺
得世界已經不需要自己存在的錯誤
思想及行為。我們看到香港的演藝
人以及其他地方的演藝人，就是因
為怕別人知道自己情緒有問題不敢
尋找醫學上的援助，直至發病一刻
做出了傷害自己的種種行為，已經
無可挽救！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便是提醒自

己，若果自己的習慣有所改變，生
活思想有所改變，便要嘗試問一問
自己是否情緒上出現一些錯誤的指
引，那麼便要找醫學幫助來改變自
己發病的機會。

情緒病的恐怖

如果說夢想是什麼？誰都能說
出個十條八條來，但如果再問，
如何去實現夢想？我們也同樣能

夠滔滔不絕地說出實現的途徑，可是一旦要拿
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便成了那些只動口不動
手的人了。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
家都明白這個道理，但為什麼卻懶得去做？歸
根到底都是因為缺乏了一些行動力。
缺乏行動力的表現之一，就是懶惰。有句話

說：勤能補拙，為什麼有些朋友在創業階段，
一起步就比不上別人？就是因為不如別人勤
奮，其實尤其是在起步階段是最需要的，點點
滴滴的勤奮也許剛開始看不到效果，但是當它
們積累起來就能成就一件大事情。而懶惰也是
一樣的道理，今天少做一點事情，明天也偷懶
一些，短期之間也許我們察覺不出什麼，可是
日子一長，別人和我們的差距就拉開了，那時

我們再想奮起直追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也
有句話說，所有偷過的懶都會變成打臉的巴
掌，這確實也是很現實的。
缺乏行動力的第二種表現就是做事不夠果

斷，遇到事情總是瞻前顧後、猶豫不決，結果
往往既耽誤時間還會影響心情，要知道做事果
斷也是創業應有的一種重要品質。曾有位創業
的朋友，他是個極其謹慎的人，所以在規劃創
業藍圖時，他請了專業人士來做分析，也做過
了科學的職業規劃，當他去開始時，就像我們
所有人一樣，理想和現實出現一點差距，但這
卻成為他望而卻步的難題。在他看來，某一些
情況跟藍圖規劃中的不一樣，他便不敢去碰這
個風險，怕有損失，可是等他做好了自己認為
百分百正確的決定之後，變化着的創業行情又
不是他意想之中的了，儘管最後不至於滿盤皆
輸，但是由於他過於優柔寡斷，導致整個創業

過程中也沒有獲得什麼大的成功。
所以也要知道，在生意中有些問題不是我們

能夠規劃的，遇到不在我們意料之中的問題
時，與其左思右想不敢實踐，不如趁早行動，
尋求改變。
成功在於由少到多逐步積累，踏踏實實走好
每一步其實才是最重要。在理想的城堡之中，
每個人都會幻想，但是要爭取真正的成功還需
要走出幻想，付諸實行。有時候我們真的無法
預想創業中的未來形勢，而過度的規劃反而是
一種束縛，但當我們邁開腳步走出去時，一步
有一步的風景，一步也會有一步的計劃。
再厚的書，一頁一頁用心翻閱，終能消化吸

收內化於心；再高的山，一步一步努力攀登，
終能到達頂峰，一覽無遺，從一件又一件微小
的事情着手，持之以恒，最終也會抵達想去的
地方。

多一點行動力

生花妙筆
在萊州市的明苑閣，明亮的初夏午

後陽光，穿過寬大的鋁合金玻璃窗
戶，將一束亮黃色印在面前的展示櫃
上。展示櫃3層，每層都齊整擺放了
十餘個白底青花的筆筒，筆筒裏插滿
了各種顏色規格的毛筆，亮黃的光色
將它們渲染得古樸神秘，我以俯瞰的

目光注視着它們。它們猶如在筆筒裏悄然
綻放盛開的花朵，那一刻，臆想中的墨香便
是撲鼻的花香。
明苑閣分前後兩個廳，前廳用來招待客

人，展示製作好的毛筆，後廳便是手工製作
毛筆的作坊。不太寬敞的空間安放了一張長
寬幾乎等長的工作枱，便顯逼仄擁擠。工作
枱面上擺放着一些外觀粗陋、大小不同、形
狀各異的手工用具，它們各安一席，靜默無
聲。這些工具有鐵製、有木製、有骨製，它
們各具功能，擺放在製筆匠人們隨手可及的
地方，方便匠人們隨時取用。因為年歲久
遠，加之匠人們日日使用，在它們的周身摩
挲出厚厚的包漿，具散發着明淨柔和的光，
好像是從它們身體的內裏源源不斷地流瀉出
來，與這個世界作着深入靈魂的交流。
這些工具的外觀及名稱對於我既新鮮又陌

生：水板子、劈頭刀、打苘梳、毛敦子、切
苘刀、牛骨梳、夾板、鉗子、小大由之、修
筆刀、扜直等等，這些看似簡陋、散亂的農
耕文明時期的製筆用具，現在依舊有它們的
用武之地。
當然，對於這些製筆工具，只要是從事製
筆行業的人都會使用，而最終達到的境界卻
千差萬別，有些人鬚髮皆白，工具用壞了許
許多多，技法也很純熟，但要製造出一支精
良的毛筆也是難事。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
不能把它們與儒雅文靜的毛筆聯繫到一起，
也無法想像毛筆就是用這些工具經歷了百餘

道工序的整理加工才能擺上書桌案頭。
這些工具中，鉗子是夾住毛髮和植物纖維

的唯一工具，它是製筆工藝不斷完善革新的
產物。在沒有鉗子之前，作為製筆的基本
功，盤手的技能是要隨時隨地鍛煉。滕占鎖
給我演示了如何「盤手」，一手虛握，拳心
中空，拇指伸直，餘四指的指尖等齊按壓在
拇指的金星丘上，四指須施力均衡，這樣才
能捉牢那些纖細的毛髮和植物纖維，在梳理
時不會出現散亂的情形。
滕占鎖給我介紹了毛筆的前世今生。毛筆

雖是文房四寶之首，是文人的專用工具，卻
是武將蒙恬發明的。他駐軍邊疆時，每次向
朝廷奏報軍情都是用刀刻在竹簡上，然後派
戰馬馱着人和奏報向皇城飛奔。邊疆戰況瞬
息多變，文書往來頻繁，一日之內或能有多
道奏章上報，用刀刻字速度實在是太慢，經常
造成錯漏，還浪費時間。何況，路途遙遠，
人體的重量加上竹簡的重量，戰馬不堪重
負，有時會累倒在驛路上，造成戰機貽誤。
有一日，蒙恬突發奇想，他從長矛上撕下

一縷纓穗，綁在一枝手指粗的竹竿上，蘸着
顏料，在白色的絲綾上流暢地書寫，字體極
為清晰。很快的，這樣的書寫方式在官家推
廣開來。隨着時間的推移，毛筆逐漸流向民
間。據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載：蒙恬始
作秦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
被，謂之「蒼毫」。因此，在毛筆製作行業
中，蒙恬被供奉為祖師爺。
現在知道毛筆的筆頭取材於動物的毛髮和

野草的莖部纖維。如果說讓生命永續無止
境，是每一物種共有的夢想，毛筆借助人類
的智慧已經達到了。在這些毛筆成型之前，
它們的上一世或許是一位叱咤山林的靈獸，
有泛着炫迷光澤的毛髮；也或許是一蓬大地
上的野草，堅韌柔軟的枝頭上曾開出妖艷的

花，結出豐美的果。現在它們的生命以另一
種形態行走於世間，參與到人類創建歷史文
明的進程中。
明苑閣是一家專門製作毛筆的家庭作坊。

作為明苑閣主人，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
人，也作為家傳製筆技藝的傳承人，滕占鎖
自14歲初中畢業始，直至今天堅守着古老的
手工製筆技藝已50餘年的時光。他居於承上
啟下的中間節段，現在他的女兒與兒子都已
是成熟的製作毛筆的技師，包括他的愛人在
內，一家四口都是精於此道的匠人，他不滿
十歲的孫輩也開始幫着打下手了。
每一方水土總是滋養了屬於自己獨特的一

些物種。六百年來，萊州的製筆匠人們把動
物的毛髮和野草的纖維變成一支支毛筆，製
作毛筆的技藝不斷更新換代，每一次的革新
都是寄希望於讓製作毛筆的技藝刪繁就簡變
得更加純熟，製作的毛筆更加適合人們的使
用。對於如何製作一支精良的毛筆，滕占鎖
只是用一句俗話告訴了我：「各自人心裏
出。」這句話用另一句俗語解釋恰好不過：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時間在散漫的聊天中很快度過，太陽西

墜，我準備回程。快遞員上門取貨，滕占鎖
的女兒將早已打包利落的毛筆交與快遞員，
快遞員麻利地清點數量，打印快遞單。滕占
鎖說，明苑閣現在開通了毛筆手工製作的網
絡平台直播，聚集了許多熱衷傳統文化的粉
絲，這些粉絲是明苑閣最優秀的推銷員，很
多訂單都是這些粉絲通過轉播直播視頻獲取
的。滕占鎖還有一個想法，把手工製作毛筆
的技藝送到中小學校去，讓孩子們從小接受
傳統技藝的培訓，藉此了解傳統文化的博闊
厚重。滕占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眼光落在
展示櫃裏的毛筆上，我看到他的眼光裏有執
着，有希望，更有如花盛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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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香港中樂團」慶祝45周年，到時閻惠昌教授
（右圖右一）和他的恩師何占豪大師（左圖左）將會
「首次」聯手指揮《梁祝協奏曲》。 作者供圖

◆2015年，趙國雄博士
（中）獲頒「浸大傑出校
友」。 作者供圖

「論語」的精神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