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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五色旅遊開拓香港好玩處
2024年是立法會旅遊
界議員、香港中旅社董
事長姚柏良特別的年
份，昨天是他「入伍」

50歲生辰、明天是他和太太結婚20周
年的紀念，今年也正是他入讀中文大
學第30個年頭，怎樣慶祝？姚議員直
接回答：「在港消費，因為旅客的消
費只佔比例二三成，本土人士消費最
為重要。」
上月份農曆新年香港旅遊業的表現
如何？「有點喜出望外，2月份入境旅
客突破了400萬人次，每天平均有13萬
8千人次，是去年通關復常後最高的，
對比2018年1、2月共有1,000萬人次，
現在首兩個月也共780多萬勢頭不俗，
希望能夠繼續穩步上揚。」
新春期間酒店入住情況理想，對於
財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及明年1月1
日將回復2008年前3%的房租稅，姚
議員坦言感到錯愕，「之前完全沒有
風聲，更遑論溝通和討論，現在旅遊
業正在拚復甦的階段，不斷出招，與
提出房租稅的政策並不協調。其實
3%對比其他國家不算高，只是這個訊
息與我們努力的方向
有矛盾，因業界人手
問題仍未解決，對會
計和行政都會增加工
作量，還有，旅客預
訂安排可能橫跨明年
1月 1日，加了的金
額誰去承擔？我們明
白政府要開源節流，
但如果日後整體經濟
復甦，又可否適時取
消？將已獲得稅金用

作支援培訓人才和科技轉型？」
至於每月一次放煙火的建議，姚議員
認為有20年歷史的「幻彩詠香江」應
該保留，給予旅客儀式感，但可結合現
今新科技和創意，甚至可以考慮調整
演出時間，正因8點是晚飯時間。煙火
和無人機成本比煙花低，但也不需每
個月都舉辦，最好為特別主題而放，
並非為放而放。
在財政緊絀下搞盛事會否吃力？例

如那個「大紅心」要780萬值得嗎？
「值不值要看整個活動是否達到預期
的效果，如果可以取得國際曝光率，
吸引旅客，因為在外地做廣告宣傳價
錢不菲，又可提升本地市面氣氛，市
民開心，這樣是值得的。身為立法會
議員要監察和監督政府將公帑用好，
資源要用在刀刃上邊。據知香港上半
年的盛事多達80多項，琳瑯滿目，香
港市民也不容易吸收，更何況旅客確
要思考。希望能夠擦亮香港旅遊品牌，
盛事品牌化、系列化和主題化。」
姚議員一直推廣香港「綠藍古夜
紅」的五色旅遊，開發更多香港的大
自然寶藏，香港絕對是玩完可以再玩

的旅遊好地方！努力的姚議員
14歲由增城到香港，做過茶餐
廳、飲食業和地盤，也努力讀
書完成中大的體育系，更投入
旅遊業和投身政界服務。在
繁忙的工作下，直言對家庭有
所愧疚，感謝太太對他的照
顧，在電台節目「舊日的足
跡」點唱《分分鐘需要你》並
且加上一句「我愛你」！
預祝明天結婚20周年紀念
快樂！

情緒病是一個影響
人們心理健康的重要
問題。許多人在面對

情緒病時感到困惑和無助，但實際
上，有許多方法可以幫助人們走出
困境，重拾自己的生活。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幫
助人們在情緒病中走出困境︰
首先，建立一個積極的支持系統
是非常重要的。這可能包括家人、朋
友或專業心理諮詢師。有人可以在
你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予你支持和鼓
勵，這對於克服情緒病非常重要。
其次，學習有效的應對技巧也是
很重要的。這可能包括學習如何放
鬆身心、如何應對壓力、如何應對
負面情緒等。這些技巧可以幫助你
更好地應對情緒病帶來的壓力和
困難。
另外，運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
是很重要的。研究表明，運動可以
幫助改善情緒病。保持健康的飲食

和規律的作息也可以幫助你保持良
好的心理健康。
此外，尋找一個有意義的事情來
投入也是很重要的。這可能包括參
與志願服務、學習新的技能或興趣
愛好等。這些可以幫助你轉移注意
力，找到新的動力和價值。
最後，接受專業治療也是很重要
的。如果你感到自己無法應對情緒
病，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師或醫生的
幫助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可以幫助
你找到適合你的治療方式，並提供
你需要的支持和幫助。
總括來說，走出情緒病的困境並
不容易，但是有許多方法可以幫助
你。建立一個積極的支持系統、學
習有效的應對技巧、運動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尋找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來投入，以及接受專業治療，這些
都是幫助你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
希望這些建議可以幫助你克服情緒
病，重拾自己的生活。

如何在情緒中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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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日本漫畫作者鳥山明，於3月1日病逝，
終年68歲，消息震驚各界。其工作室發表聲明
證實消息，並指喪禮僅由近親參與。
鳥山明的暢銷作品《龍珠》，起初乃取材自

《西遊記》。對此，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於3月8日主持記者會
時表示：「我們對鳥山明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
屬表示誠摯慰問。鳥山明先生是著名的漫畫家，他的作品在
中國也深受歡迎，我們更注意到不少中國網友也對他的去世
表示哀悼。我們期待也相信日本會有更多的有識之士積極投
身中日文化交流和兩國友好事業。」
認識鳥山明，緣自他的代表作《IQ博士》。記得當年在電
視台首播時，文公子仍在讀高中，但已被他有趣的畫風、幽
默又帶點輕度不文的情節，以及「惡搞」經典英雄的創意深
深吸引，不少同學也都成為鐵粉。在鳥山明筆下，天神村的
世界，無論太陽月亮、建築車輛，以至天地萬物，都以「Q
版」（可愛版）形式呈現，而且還很擬人化，全部都笑容可
掬，可說是充滿正能量。
曾經有論者謂，日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表的動漫，來

拯救地球的，往往是外星來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與外來
怪獸對戰，保衛地球的歷代《鹹蛋超人》，本身就是來自外
太空的M78星雲；正好是日本戰後經濟復甦，得力於美國外
力扶助的反映。而在《IQ博士》的世界中，登場的美籍英
雄，例如超人（Superman）、泰山（Tarzan）等，甚至是有
意侵略地球的宇宙大王與跟班，都是表面英雄，其實傻瓜的
風格，整日被日本本地發明的機械人女主角小雲魚肉；正好
反映出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擁有在市場上已能
反客為主的自信。
後來文公子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在校4年間，《IQ博士》依

然風靡校園。當年校園內，如果有人想評論時事或校內事務，
可以用張貼實名制的大字報，也歡迎實名回應。記得當年聯合
校園有一張大字報，是「遺憾」（不知何解，這個名詞在當年
成了動詞，指對某人或某單位的所作所為表示遺憾。）文公子
所居宿舍恒生樓的宿生；大意是每晚6時，宿舍電視室就擠滿
學生，一起觀看《IQ博士》，笑聲此起彼落。然而，一到6
時半播放新聞報道時，全個電視室只剩「小貓兩三隻」仍會
留看新聞。張貼者認為大學生不應只顧娛樂節目，而應更關
心時事云云。《IQ博士》的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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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總是想融
入人群當中做出點成績，成為一
束特別的光，不停地觀察周遭的

環境了解社會的趨勢，以便於自己能在最
好、最快的節奏適應社會，這甚至對年輕人
來說也是一種追求，然而在歲月中慢慢修
行，愈來愈覺得人生不止要向外看，也要向
內求，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向內求才是我們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環。
也許很多朋友最開始看到向內求這個命題
時，會有一點質疑和思考，究竟什麼時候才
會向內求？我們總是習慣了讓自己增強社會
適應力，這是為了個人和社會發展而具備的
一種能力，那為什麼我們又要向內求？
縱觀現在大灣區的城市科技發展日新月
異，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愈來愈高了，而在這
個物質財富並不缺乏的年代裏，我們不同於
以前的人，也許如今這個社會當中最重要的
還是要沉澱下來，增強自己的核心能力，其

實就是向內求，自我察覺尋找定位，努力挖
掘自己的潛力，養成一種內在的核心能力。
曾有位哲學家說過：「你要深入自身之
中，了解真正想得到的是什麼，能為自己想
要的東西做點什麼，只要願意，不見得必被
大勢裹挾。」
學會向內求，其實就是把焦點放回自己身
上，保持對自我的覺察能力，明確自己的需要
和了解自己的感受。這麼說來，乍看之下會覺
得這有點太照顧自己的情緒，可是如果人生是一
片茫茫的海洋，自己的內心就是那艘船，我們
必須充滿內在的動力才能乘風破浪到達彼岸。
向外看，是我們適應生活的基本能力，但
向內求，正是為自己充電、使自己更堅定更
快樂去生活的一種修煉方式。我們要留出一
部分精力去專注於自己，久了以後，身上的
能量會一點點恢復和自己的連結會愈來愈
深，整個人都會顯得飽滿、平和、溫暖。
無論是在創業或在做其他的事情，生活在

城市裏我們無法脫離社會也並不能逃避，每
一天當然會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儘管生活有
多忙碌匆忙，也要堅持留一些獨處時間，慢
慢提升自己，堅持一些個人興趣和愛好，這
也能夠在點點滴滴中慢慢培養自己能力，乃
是一種心態的修煉。
社會的發展趨勢能夠讓我們碰到各種機

遇，當然如果運氣好也許會創造人生的輝煌，
但人生的本質並不是說在等待幸運的降臨，而
應該堅持終身的學習和努力，哪怕沒有遇上
令人羨慕的運氣，可是我們還是有着讓自己感
到踏實的實力，那就是人生的底氣。
就算步伐緩慢，只要一直朝着想去的方向

前進，終會守得雲開見月明，生活永遠在更
新，與其不停地變換內心去適應生活，不如
保持自己的內心，一顆沉穩的心是有着無限
力量的，以不變應萬變，說到底人生都是自
己展現，學會向內求累積沉澱，無論處於什
麼境況都要可以拯救自己，掌控命運。

學會向內求
王嘉裕王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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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音機情緣
當今時代，資訊高速發展，互聯網縱
橫天下，智能化產品鋪天蓋地，收音機
似乎是早已被遺忘的「古董」了。但歲
月流轉，卻改變不了我對收音機的一往
情深，始終難以捨棄。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家有一台收音
機，這是家裏唯一值錢的電器。那時父
母均在一家工廠上班，屬領工資一族，
雖然收入不高，供養我們4兄妹生活、
讀書也較為清苦，不過和其他農村的同
學相比，已經算是很優越了。家裏有台
收音機，可謂非常「小資」了。這台收
音機是什麼品牌已忘記，只記得有雜誌
封面大小，外觀呈黑色，正面是調頻熒
幕、各種按鈕和圓形音箱孔，背面打開
可安裝兩節電池，頂部有一根可伸縮的
金屬天線，右側是手動調頻旋鈕和音量
旋鈕，還有一根手提皮帶。父親對這收
音機視若珍寶，平時就掛在他的床頭，
未經允許，不可擅動。一般到了晚上，
左鄰右舍茶餘飯後聚在一起，父親才會
把收音機拿出來一起聽聽。那個年代，
資訊不發達，收音機是我們獲得外部資
訊最重要的渠道。由於接收信號弱，收
聽的節目總是斷斷續續，經常帶着沙沙
響，要不停地擺弄天線，但這並不影響
大家的熱情。這台收音機為那時我們單
調的業餘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後來，父親所在的工廠購買了一台彩
色電視機，每天晚上會把彩電擺在一個
大坪上，大夥自己搬着凳子前去觀看，
收音機逐漸受到了冷落。我上初中後，

電影院、錄影廳、歌舞廳逐漸火熱起
來，許多生活條件好的家庭還置辦起立
體音響、家庭影院等，收音機就真的被
打入「冷宮」了。我們家遷至縣城後，
也添置了一台電視機，成為每晚的主
角，那台收音機則受到我的「寵幸」，
正式搬進我的房間，與它的接觸愈加親
密了。那時我最熱愛的節目，有流行歌
曲、評書、相聲、故事連載等。我印象
中較深的節目有單田芳的評書《隋唐演
義》、《水滸外傳》，著名演播家孫敬
修的《西遊記》、曹燦的《李自成》、
關山的《林海雪原》，還有馬三立、侯
寶林的相聲等等，他們各具特色的聲音
總令我難以忘懷。這些節目對於培養我
的文藝細胞，提升我的文化素養起到了
很好的啟蒙作用。
上大學時，我擁有了一台袖珍收音

機，體積只有手掌般大小，音質卻很不
賴。不知多少個夜晚，都是收音機裏那
些輕柔、溫暖的聲音伴着我入眠。心情
好的時候，我愛聽收音機裏那激情澎湃
的音樂，放飛自己的激情；心情鬱悶的
時候，我也聽收音機，有許多知心哥哥
姐姐會在節目裏給予很好的心理疏導。
偶爾也會給主播寫寫信，傾訴一下自己
的真情實感，這也許是最早的「線上+
線下」的互動吧。工作以後，我陸續買
了幾台不同類型收音機，辦公室放一
台，繁忙之餘聽一聽，長期從事的文字
撰寫工作，有時苦思冥想而不得，聽聽
輕柔的音樂，能夠很好地紓緩神經，激

發靈感。家裏床頭櫃放一台，睡前聽一
聽，感覺夜晚特別的愜意；爬山露營也
必然會帶上收音機，電波裏的音符與大
自然的聲音和諧相融，異常美妙；開車
時也是習慣收聽車載收音機的節目，行
車暢通時快意，堵車時不堵心。
現在，我已然成為本地廣播電台的
「鐵杆粉絲」，時常把自己的文章投稿
到電台，由主播圓潤甜美的聲音播出，
這幾年已先後播出十幾期了，讓我感到
成就滿滿。在母校40周年校慶時，廣播
電台邀請我做一期訪談節目，時長雖然
才1小時左右，我卻足足準備了好幾天，
查資料、做筆記、打草稿、找同學、訪
老師、憶往昔……真切體會到「台上一
分鐘，台下十年功」，做節目真不容易
啊，讓我對主播的工作更加充滿欽佩之
情，也更加喜愛他（她）們的節目了。
竊以為，收音機和其它電子產品相比，

有許多優點，一是收聽節目無須動手、
用眼、用腦，輕輕鬆鬆，不會干擾工作
和學習；二是和電視、電腦、電子遊戲機
需要電子熒幕不同，收音機對視力和身體
沒有什麼不良影響；三是收聽節目往往可
以紓緩神經，減輕壓力，成為很好的生
活佐料。在紛繁蕪雜的電子產品中，我
覺得收音機是值得繼續推崇的。
回首過去，收音機就像一個貼心的

「老朋友」，陪伴自己度過許多難忘的
歲月；現如今，對它依然是不離不棄，今
後必然也是自己重要的生活「伴侶」，此
生與收音機，定是「人機情未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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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家要有自己的風格
書畫家應有自
己的藝術風格。
一般而言，書畫
家經過長期的藝

術創作實踐，加上人生閱歷的豐
富積累，會逐步形成自己的審美
觀，藝術風格便會開始凸顯。
書畫藝術的風格有時代風
格、民族風格、地域風格和個
人風格之分，長期生活黃土高
坡的藝術家，他們創作的題材
又多圍繞那裏的風土人情，作
品便帶有濃郁的地域文化氣
息。劉文西就是具有獨特黃土
藝術風格的畫家。
畫家黃胄的畫風深受生活的
影響。1948年黃胄參加中國人
民解放軍，隨軍到甘肅、青海、
新疆等地寫生，他創作了許多獨
具新疆農村格調的小毛驢。新
疆的小毛驢被黃胄的畫筆演繹
得恰到好處，也儼然昇華為一
種帶有靈動氣息的生命意義和精
神寄託，遠遠超越了毛驢本身所
代表的意義。黃胄的
作品，既有着鮮明
的時代感，也有突出
的民族風格。
其實，風格即人。
黑格爾《美學》說：
「法國有一句名言：
風格就是人本身。風
格在這裏一般指的是
個別藝術家在表現方
式和筆調曲折等方面
完全見出他的人格的
一些特點。」黑格爾

在這裏強調了藝術家個人風格
和人格的關係，指出了藝術風格
產生的基本依據。一個藝術家由
於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
不同的生活經歷，受到過不同的
教育，個人的思想意識、審美觀
念、藝術取法、個人性格以及表
現手法、材料和工具的應用等的
不同，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自
然就形成了不同的藝術風格。
在這裏，藝術家個人的生活閱
歷、教育背景、脾氣秉性和審美
趨向等是風格產生的主觀因素，
而藝術形式、材料工具、表現方
法等則是風格產生的客觀因素。
著名藝術家林文傑與筆者最
近策展的「天人共創」新概念
水墨畫展中，展出了畫家黃約
翰一批獨特風格的水墨畫。他
以長期海上生活的閱歷和自創
的「裂變追光法」創作的以海
景為題材的畫便是獨一無二
的。他的藝術風格既有時代氣
息，又有傳統的中國水墨畫味

道，而這些都反
映出他的生活，
受到的教育、個
性的主觀因素和
材料工具、表現
手 法 的 客 觀 因
素。筆者認為黃
約翰藝術風格的
形成值得其他藝
術家借鏡，筆者
以舉一反三的方
法學習，也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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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顥哲校友於2012
年自台灣來港，在香
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攻
讀博士學位，同時擔

任饒宗頤國學院研究助理，專研中
國經學及中國學術史。他告訴我
們：「在台灣的中學教育裏，我們
早就接觸到一些中國文化教材，有
《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所謂經書的『四書』部
分。我在初中時，已非常驚訝，為
什麼一個兩千多年前的人，他講出
來的話剛好可解決我當時的人生難
題。在那樣的環境下，我開始對孔
子這個人感興趣，就開始學習《論
語》，後來選擇了中國經學作為我
主要的研究對象。這也是台灣教育
在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一個延續吧。
我們年輕一代可以從傳統文化上得
到相應的養分，並以此解決我們人
生的問題。我看到孔子對理想、對
文化的堅持，以及對知識的熱愛。
孔子在我求學的路途中，一直支持
我，使我願意持續不斷在中文系這
個領域發展和接受傳統文化。」
這位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年輕人，
為什麼沒有繼續在一直傳承中華傳
統文化的台灣深造？反而選擇在中
西文化交流的香港攻讀博士學位？
且聽陳顥哲博士娓娓道來：「在
讀書的過程中，我曾經非常崇拜一
位學者，就是錢賓四（錢穆）先
生，以及後來在中國哲學或中國思

想這個領域影響我的牟宗三先生。
這兩位先生其實都在香港待過非常
長的時間，這兩位大師在香港，看
到的是什麼情況？他們在香港遺留
下來的是什麼樣的文化遺產？我非
常希望能來到香港，看看兩位大師
留下的文化遺產，這當然是個人的原
因。在客觀的原因上，香港是一個
中西文化薈萃交流的地方，我們常
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所以我也想來香港，看看在中西文化
的衝擊下，我們的華夏文明會在這塊
土地上變成什麼樣子。」
當然在這裏我也觀察到，中華文
明跟現代文化交匯之後，表現在建
築上、各種藝術上——影像藝術、
音樂藝術，包括粵劇、建築等……
在這裏常常看到中西合璧的建築，
所以我覺得在香港，其實有很多東
西值得我們去發掘，很多東西是中
華文化留下來的，只是我們摻雜了
西方的文明，忽略了。
同意。我們可以重拾這些珍貴的
傳統文化。

重拾珍貴的傳統文化

◆黃胄的「七驢圖」。
作者供圖

◆（左起）錢穆先生與牟宗三先
生在香港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

作者供圖

◆姚柏良議員在港消
費助經濟。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