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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己做人生的主角
胡美儀老師由一位
只有中二程度的「粵
調天后」至今天香港
和美國的註冊心理治

療師，箇中經過了非常正向的歷
程，老師回想57歲那一年，「有一
天我想到人生過了一半，要找心理
專家去幫自己溶雪，洗脫內心的陰
霾和愁緒，但正如很多主婦知道一
隻雪藏雞翼外邊雪溶了，裏面還是
硬的，終於我想到要讀心理學，老
公非常贊同，也多得朋友鼓勵，並
相信上天一定給予那些先天不足，
後天有心的人希望。其實我第一個
學士是為了醫治自己而讀，那兩個
碩士是為了向公眾交代而讀，因碩
士才可當上心理治療師，現在這個
博士是為了自己想做一些事情而
讀，我想享受我的學習知識！」
美儀老師在疫情之時沒有放下工
作，受助者由6歲至95歲，「最難忘
有位受助者被告知
兒子在外國自殺
了，不足半個月媳
婦也自殺死了，她
要過去辦理後事，
直指不知道自己是
否支撐得到，有沒
有命回來……她哭
到不得了，我也陪
她一起哭，讓她知
道有人陪她一起傷
心，我告訴她一定
要回來，再告訴我
過程是怎樣的？這
約定非常重要！結

果她真的回來了，說女兒帶她遊車河
散心，去到一個地方，路上兩旁的大
樹都是幾百年的，好壯觀好美，登時
想到那些幾百年的樹多了不起，她的
事算是什麼呢？她突然解開了心結，
受助者的經歷使我的生命豐富。」
美儀老師最想向大家分享兩句話：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
枯乾」。「我們要有一本感恩的數
簿，每天都寫下感恩的事，初時我也
不懂怎樣去寫，有這麼好的老公也
不知要將他計算在內，後來我就由
一杯凍檸茶，一碟乾炒牛河開始，
漸漸我寫到了。不開心的事好易記
得，開心的要用簿子記下來，好壞
要平衡，不要讓憂傷霸佔，苦了自
己……在有需要時要懂得嗌救命，讓
旁人知道你的苦，更可找專業人士幫
忙。其實每個人內心都有一盞燈，但
很多人手在電掣旁邊也不願意按下
去，只在埋怨命苦，其實只要按一下
便全屋通明，這就是心態，我們
要有行動，要對得起自己！」
美儀老師滿足自己所走過的
路，「我知道上主給我的人生、
我的畫、我的顏料尚未用完，往
後一定會更加精彩。演藝方面我
需要放手，我要專心在輔導工作
上面。我最大的希望，我和我的
丈夫有健康的身體，做一對更長
久的夫妻。」
多謝美儀老師，對的，勇敢的

人不是不流淚，而是含着淚水繼
續奔跑，正如老師不斷提升自己
做人生的主角，更使很多失落的
人重現笑容和力量！

上星期開播的兩套
劇集：《婚後事》和
《再見．枕邊人》均

是關於錯綜複雜的婚姻和愛情。
《婚後事》寫實，《再見．枕邊
人》情節懸疑曲折。
陳自瑤終於擔正女一演《婚後
事》，外界好評如潮。劇中她丈夫羅
子溢不肯做打工仔，寧願做「炒散」
講師和編劇，收入不穩，作為家庭經
濟支柱的她，還要為爛賭老爺還
債，無奈成為工作狂，被迫將照顧女
兒重責交給丈夫，令女兒向爸爸傾
斜，令人替她不值之餘，丈夫還精神
出軌，在撰寫的劇本中透露對老婆不
滿，導致陳自瑤要跟他離
婚，兩夫婦為爭住所業權
和獨女撫養權而對簿公
堂，為贏官司互爆陰私，
更利用社交媒體製造輿論
壓力，盡顯人性黑暗面。
陳自瑤和羅子溢演技
大鬥法，在法庭上扮可
憐博法官同情，背後卻
隱藏奸險攻心計一面。
兩人演得入木三分。
劇情令我想起，我曾為

寫一本小說，到離婚法庭去旁聽。一
對怨侶，法官批准他們離婚，問女方
有什麼要求，她答沒要求，只想立即
離婚，男方急不及待答應，雙方十分
決絕，感覺唏噓。另一對夫婦，獲法
官批准離婚時，女方要求男方每月支
付3名子女的生活費和學費，男方竟
問法官要供養多少年，想連親生骨肉
也棄之不顧，看得人心寒。
《婚後事》劇情和角色反映不少
現代人的心聲，令人邊睇邊食花
生，會代入如果我是她/他會有什麼
反應？怎樣處理？
《再見．枕邊人》似是兩女爭一
男的故事，其實帶有探案元素。黃

智雯失蹤7年，丈夫馬德
鐘在女友張曦雯協助下，
事業成功，兩人準備結
婚，黃智雯忽然出現，殺
馬德鐘一個措手不及，令
馬德鐘感到情義兩難全。
另一方面，黃智雯因墮崖
而失去記憶，竟查出當年
自己的失蹤似是有人加
害，究竟她能否回復記
憶，查出誰出陰招害她？
劇情充滿追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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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2月28日發表財政預算
案，有非常多對民生經濟有關的舉措，在現時
社會疫後復常，由治及興，但公共財政由於近
年種種挽救經濟的德政而陷於赤字的時勢下，

仍能堅持落實不少投資未來的高瞻遠矚政策，的確值得支
持。
面對財赤，政府力求開源節流，不再派錢和消費券，可以

理解。文公子身邊有煙民朋友，在宣布加煙稅後自然怨聲載
道，不過大家也許應考慮乘機戒煙，對四圍環境、對自身健
康，也有好處。
預算案最矚目者，莫如宣布樓市全面「撤辣」。文公子一

向主張，政府有責任幫市民安居，但無責任助人炒樓發達，
因此在政策上，宜將投資市場與居住市場分開。樓價大幅上
落，最受影響的是銀行體系的穩健性，因此維持樓價平穩發
展，市場價格與市民實質購買力不應脫節，才是王道。搞活
樓市固然可有助社會產生「財富效應」，有利消費市場，但
亦建議政府「撤辣」後，要時刻留意放寬樓市的幅度，因時
調節，勿讓樓市政策變成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
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
文公子在現屆政府成立之初，已指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是有遠見的政策，但運作上，應以旅遊為主，由文化體育為
輔，主力吸引高消費力的遊客來港。在預算案中，樂見財爺以
頗多篇幅講述將舉辦多項吸引遊客的盛事。方向是行對了，但
某些盛事只能吸引一時，對於如何中長期穩定地吸引遊客，特
別是高端消費者，就要善用市場推廣技巧，在「食、買、玩」
及服務的旅遊配套上，作進一步完善，才能長遠地將人氣變為
財氣。
預算案表明，政府將繼續注重科技發展，包括向鞏固香

港科研優勢、促進科技產業發展；發展創科基建、推動
「新型工業化」；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碼轉型；培育科
技初創企業及人才等4大範疇撥款。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鄭
松岩博士就指出，在財赤加劇的情況下，政府仍就多個創
科範疇撥款，例如推行「人工智能資助計劃」、「新型工
業加速計劃」及「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劃」等，並落實發
展「北部都會區」及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可謂高瞻遠矚，
值得讚許。

投資創科高瞻遠矚文
公
子
手
記

文
公
子
手
記

文公子文公子

當人們從千里走過來聚集在一
起的時候，縱然是一件值得喜慶
的事，可是我們處於群體生活中

久了，不知不覺就會受到別人的影響，也許
是從別人的生活方式或別人的閒話評價中，
便會陷入一種世俗物質化的對比。如果過得
比身邊的人好，心中會有一些自豪感，可是
如果是在群體生活中過得很一般的那個，心
裏就會產生很大的焦慮感，反覆去想自己的
生活環境、成就，乃至於整個人生等等 。
身邊有兩種類型的朋友，一種是在事業單
位裏面上班的，日子過得安安穩穩；而另一
種則是在大灣區奮鬥創業的朋友，他們的生
活充滿了挑戰同時也充滿很多機遇，有時候
會經受一些打擊，可是如走對了方向也會賺
到很多財富。其實人生是千姿百態的，每一
種人生都有着他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兩
種類型的朋友，也代表了我們身邊大部分的
人，如果要評價哪一種生活比較好，其實是
沒有答案。

因為生活千姿百態，所以人生並沒有標準
答案，如果要說哪一種生活方式才是好的
話，那認為兩種生活方式都挺好，關鍵在於
自己是否適合和喜不喜歡，而對於這種生活
方式適不適合這個問題，其實從一開始選擇
的時候就已經經過了深思熟慮，如果現在只
是看到別人的風光而焦慮自己生活，這種判
斷似乎是受到外界的影響並不是心底最真實
的想法。
人們總是在說尋找自己最適合的生活方
式，可是這種尋找並不是說看到別人過得怎
麼樣，自己也就改變想法去追隨，並不應隨
波逐流，我們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個體，
本該各自精彩，但有些人卻總希望活成別人
的模樣，好像擁有別人擁有的幸福才是生活
該有的樣子。
在仰望之間，很容易就會失去了自己，如
果用一種充滿惡意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生
活，那麼生活又怎會過得好？要明白，你的
生活也是會被別人羨慕的，不用羨慕別人的

飲料有顏色，它未必有你的清水解渴。
我們需要穩住自己的心態，既然選擇了當

下這種生活方式，那麼就應該從這當中去尋
找一些快樂，哪怕是微小的樂趣，堆砌起來
也會成為生活的美好追求，而生活本來就是
平淡如水的，並沒有像電影情節中那麼波瀾
壯闊，也都是需要一顆寧靜的心才能去感
受，與其耗費精力盲目與他人爭高下，不如
放平心態、專注自己。
生活千姿百態，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千萬

條，雖然有時候外在因素也與我們有關，可
是還是要相信自己有創造幸福的能力，不管
是哪種生活都會有它的快樂與憂傷，人生奮
鬥的意義不就是透過自己的能力去創造快
樂，逐步去克服那些憂傷嗎？
也沒有必要陷入曾經的失敗和遺憾當

中，盡心盡力了就不必懊惱，雖然不完美
但是適合自己就好。珍惜擁有，逐夢前行，
在自己的節奏裏過好一生，比贏了任何人都
更可貴。

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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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雪花
不知不覺間，春天的跡象在屋後的
樹林，愈來愈明朗。每次晤面，林中
的草木不斷地更換形象。俗話有言：
「草木管時令，鳥鳴報農時。」時令
到了，草木都急於表達自己。山上的
桃花、清風藤和杜鵑，按捺不住春
心，次第綻放。
一天早上，我們徒步去樹林。慢慢
走着，似乎到了陶淵明筆下的理想之
所。春色一層一層地遞進，深的、淺
的，相宜。或許是山上的鳥雀與我們
熟悉了，牠們一點都不怕生，就在我
們身旁的松樹枝頭上，鳴囀春天的腔
調。一年中最好的時光流淌着，莫名
的喜悅把我們的內心塞得滿滿。
松樹底下，一叢杜鵑連着另一叢杜
鵑，彷彿是躍動的火焰。拐過一片樹
木，驀然，一蓬蓬潔白的花和我們撞
了個滿懷。花朵開得那麼繁密，手似
乎都插不進去，壓根看不見葉子的面
目。濃郁而悠長的香氣陣陣襲來，蓋
住了其它草木的氣息。
陽光穿過樹梢，花瓣閃爍出玉一般
的光暈。我們看着看着，就聽見一串
串輕盈的音符從枝頭飄灑，猶如枝枝
蔓蔓的雪花撲簌簌地落下，驚喜了看
花的心。不遠處，杜鵑開得酣暢，映
襯得這寂寂的白更加清揚。一紅一
白，相看不厭。一個是情竇初開的少
女，嬌羞得紅了臉；一個是倚門等候
良人歸來的少婦，悵然若失，愁白了
頭。與花相遇，是緣分。我知道那花
被稱作春日雪花。花沒開的時候，厚

重的葉子層疊翠綠，欣然有生意。夏
天上山放牛，口乾舌燥，我們採摘綠
葉，含在嘴裏咀嚼。那葉有一種樹木
的青味。
春日雪花，很容易讓我浮想聯翩。

在某個春風沉醉的日子，我們的先人
經過林子，看見那花勝過冬日的雪，
沉沉地壓着枝頭。他久久地凝視，驚
異於花的絕美姿態。自然而然，「春
日雪花」4個字脫口而出。後來，人們
在花香中穿行，喊着花的名字，窺探
到花的身世和來歷。春日雪花又喚作
鄭花。群芳之中，論名字，我委實想
不出有什麼植物比叫鄭花更俗氣。鄭
花，多麼像村裏女孩的名字，到底是
平庸了，難登大雅之堂。李漁是俗世
妙人，在《閒情偶寄》中云：「千千
萬蕊，盡放一時，殊盛世也。」他寫
花事，也是寫情事。李漁又曰：「予
有四命，各司一時。」其實，看花就
是看自己。眼裏看到的花是什麼樣，
心裏頭裝的便是什麼樣的氣象。顯
然，李漁將百花分為三六九等，自然
會瞧不上「流俗」的鄭花。儘管江南
的春天，滿山開遍鄭花，可在《閒情
偶寄》中，李漁隻字不提。
不僅李漁不待見此花，千百年以來

的文人騷客也鮮少以它言志或是遣
興。我翻閱了大量的詩詞，僅從我的
鄉賢黃庭堅的文字裏覓到春日雪花的
芳蹤。黃庭堅在《戲詠高節亭邊山礬
花二首》指出，「江南野中，有一種
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

為鄭花。王荊公嘗欲求此花栽，欲作
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
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
山礬。」敢情黃庭堅嫌惡鄭花之名，
有意幫其正名。礬，可供染料用。黃
庭堅道出山礬的功用。原來，舊時的
人們以山礬給織物染色。人們親近草
木，與植物為鄰，從大自然裏擷取天
然染料去裝扮生活。古籍《唐六典》
記載：「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
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
土，採以時明。」可見，植物全身是
寶。葉、梗、花、果、根，俱是舊時
染色的材料。春天裏，少女採得山
礬，臨水簪花。花的香氣，到處瀰
漫。山礬浸在木盆裏，汁液暈開自然
的心情。少女伸出柔美而纖細的十
指，靜靜地把春天的氣息一點一點染
進織物。歲月有序，從此清寧的時光
裏多了幾分溫暖和幸福。
一株山礬，隱於山野。它知道，應

着花期開落，是身為植物的本分。在
漫長的時光裏，山礬都是孤獨地等候
花開。它默默地傾聽野草蟲豸的呢
喃，在寂靜的時光裏呼吸。山礬從不
和百花爭艷——上天自有它的美意，
無盡的芬芳都是在路上。
憑藉黃庭堅的一己之力，山礬的江

湖地位扶搖直上，躋身《花鏡》：二
十四番花信，大寒，一候瑞香，二候
蘭花，三候山礬。
山礬和所有的植物一樣，依然保持

着守時的慣性。我們感到欣慰。

百百
家家
廊廊

王
俊

紙上雅集
中國文人歷來都
有雅集的習慣。文
士 風 流 ， 一 群 好
友，約聚一起，品

茗賦詩，把酒吟唱，或觀賞書
畫，或即席揮毫，如王羲之的
《蘭亭雅集》、王晉卿的《西
園雅集》等等，都是名留青史
的文人雅集。
本文要說的則是另一種完全
不同的雅集，即書畫題跋，這
種雅集可以稱作「紙上雅
集」。「紙上雅集」不止是書
畫鑒賞，更是一種創作活動。
這些鑒賞者往往彼此素未謀
面，甚至還有彼此時隔百年、
地隔千里，但他們在各自獨立
地面對同一件作品進行鑒賞
時，因有所感悟而創作了詩
文，這些都是通過題跋的形
式，集聚於同一件作品之上
的。因而，「紙上雅集」可以
說是中國古代所特有的品鑒作
品的方式，它能跨越時空，自
由地與古人吟詩唱和，不同世
代的人都可以借留在畫卷上的
題跋而與前人「同處一卷」，
這種壓縮歷史長河於一卷軸的
舉動，承載着中國千百年來文
人士大夫的理想。
清代松江文人改琦的《紅樓

夢圖詠》，一圖一詠，是典型
的「紙上雅集」模式，《紅樓
夢圖詠》共繪製了通靈寶玉石
絳珠仙草、警幻仙子、黛玉、
寶釵、元春、探春、惜春、史

湘雲、妙玉、王熙鳳、迎
春……寶玉等50幅，其中有55
人。如前所說，先後為畫冊題
詞賦詩者三十有四，每圖一至
三題，共得75詠。或詩或詞，
或一題或二題三題不等。
湖南省博物館藏的《蘭亭
序》是次神龍本一等的唐摹
本。有6人題跋：分別是孫星
衍、賀天均、梁章鉅、王澍、顧
蓴和韓崇。他們在不同時期和
地點對《蘭亭集序》題跋和評
價。這些題跋反映了《蘭亭集
序》在不同時期和地點的影響
和價值。這些題跋也展示了清代
文人的審美情趣和交遊風貌。
孫星衍的跋釋文描述了他在
嘉慶年間見到錢學史樾所藏的
唐撫蘭亭墨跡，並稱其筆法生
動，是稀世之寶。賀天均的跋
釋文提到他在四川簡陽見過褚
臨摹的蘭亭真跡，並稱其為希
代之寶。梁章鉅的跋釋文描述
了他新購得米跋黃絹本《褚臨
蘭亭》時的心情，並認為褚臨
在當時所摹不止一次，使他在
用筆方面顯得錯落有致。王澍
的跋釋文認為這件作品鋒稜頗
露的特點不如米跋本之精腴，
觀者自能辨之。顧蓴的跋釋文
稱讚此卷虛和中自饒古拙之
趣，宋元諸大家不能追步。韓
崇的跋釋文描述他在褚模禊敘
真跡上題識，感嘆其圓轉如意
中寓沉厚淵穆之象。
「紙上雅集」今已絕跡，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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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度梁君度

《世說論語全港學
界徵文比賽》剛於上
周四（2月29日）截止

報名，由於參賽者十分踴躍，故截
止日延期了一個月，讓更多同學參
與。大家感到欣慰和鼓舞的是，參
賽文章全都甚具水平，既熟悉「論
語」，且悟道透徹，讓我們對香港
的中華傳統文化教育，重拾信
心——在一切以功利為重的現今社
會，不少有心人（中文老師們）仍
舊在默默耕耘，努力向莘莘學子傳
承儒家思想，精神可嘉！
在攝製電視特輯《世說論語》的

時候，受訪嘉賓大多是人生閱歷豐
富、資深著名的學者專家，亦有幾位
較年輕的在讀博士生，其中來自台灣
的陳顥哲同學，當時是浸大中文系博
士生及饒宗頤國學院研究助理，我問
他「論語」裏，哪一句可跟大家分
享？他說最喜歡的是「子畏於
匡」——「子畏於匡」，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陳顥哲博士說：「孔子在匡地被
圍，遭到為難，孔子豪語：『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文王死了，他的
文化遺產能夠不在我身上嗎？孔子的

意思是說，如果今天老天爺要把這傳
統文化滅絕的話，後來的人就看不
到這些東西；如果老天爺沒有打算
把這傳統文化滅絕，這些為害我的匡
地人，又能把我怎麼樣？我特別喜歡
這句話，因為這體現了孔子的勇氣，
體現了他對傳統文化的那份信心。這
句話今天仍非常有價值。中文系在
我們看來像是不那麼現實的學系，
但是我們有信心，我們傳播的是傳
统文化，是很有價值的。我希望把這
份優秀的財產留下來給後代。他也提
醒了我們現代人，也不能凡事從功利
的角度去看，我們香港也好、台灣也
好、內地也好，好像現在都變得很功
利。在功利的社會，我認為我們更
需要對理想的堅持。」
贊同。孔子堅持的理想，是物質主
義或功利社會裏，不可替代的無價精
神——感謝中文老師們的堅持！

全港學界徵文比賽

◆胡美儀老師說︰
「喜樂的心乃是良
藥，憂傷的靈使骨
枯乾。」 作者供圖

◆陳顥哲博士認為在功利社會更要
堅持理想。 作者供圖

◆陳自瑤在《婚後
事》中演技獲網民
大讚。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