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淑
梅
足
跡

淑
梅
足
跡

車淑梅車淑梅

對醫科考生如是說
7 月 17 日是 DSE 放
榜的大日子，能夠成
為醫科學生總是很多
尖子同學及家長的夢

想，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劉
澤星教授直言，如果上第一堂課必
然會對同學說︰「你們未來這幾年
一定好辛苦，但不用怕，我們會和
你們同行全力支持和幫助。實在醫
科生必須讀書認真、吸收能力強才
可以應付無窮的醫學新知識。面試
時會留意考生的溝通能力和同理
心，更會着重學校校長的推薦，有
心人通常都會去一些偏遠地方做義
工服務，以爭取更多經驗。」
到底港大和中大醫學院之間可有
競爭？「我不相信競爭，我相信我
們都是希望訓練好醫生服務香港市
民；但競爭總令我們有所進步，不
是比較同學的高分，而是如何找到
一些適合兩間醫學院醫科課程的同
學，去成就他們的未來。的確有外
界認為港大較Blue Blood貴族一些，
其實我們不會看背景。另外，科技
大學有意設立醫學院，多一間醫學
院競爭自然多了，其實香港需要更
多的醫生，也可以幫助國家訓練人
才，主要的問題就是要有好老師和
好配套！」
「港大深圳醫院是一個平台，讓
香港醫生接觸內地的病人，而內地
的醫生也可以接觸到我們的醫療體
系，所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有一個
好重要的任務：如何將香港最好的
帶到內地融合之後變得更好。而內
地的同事同樣可以將好的帶給我們
再變得更好，那是一個好循環，不
斷地帶動雙方的醫療體系進步。我

們成立的深港專科培訓中心就是讓
兩地訓練的模式放在一起，再融合
到最適合大灣區醫生的課程訓練。
兩地文化一定有不同，內地的報告
是中文，他們也不習慣英文報告，
希望大家找到一個中間位置，兩者
均得益。」
「其實大學一直做的都是希望可
以落到治病上，科研或政策提議、
在實驗室的研究，最後變成一粒藥
丸、一個檢查可以告訴我們病人是
什麼病？用什麼藥？後來會康復，
這是很重要的！」
院長透露正申請開辦4年制「臨床
醫學修課式學位課程」為具備其他
學位或資歷人士提供修讀醫科機
會，課程涵蓋「內外全科學士課
程」的核心內容，資格相等於修畢6
年制有關課程。如果順利獲批，最
快今年9月申請，明年入讀。
但願有志者事竟成，明天DSE放
榜有好成績，順利入讀醫學院，將來
成為香港有心有力有醫德的好醫生！

娛樂圈的高層往往
更傾向於追求新鮮感
和年輕化，因此中年

藝人往往被忽視。這可能是因為高
層認為年輕藝人更容易吸引年輕觀
眾，帶來更高的收益。此外，年輕
藝人通常具有更大的潛力和發展空
間，可以為公司帶來更多的商業價
值。因此，高層可能更願意投資和支
持年輕藝人，而對中年藝人持保留態
度。另外，娛樂圈的競爭激烈，高
層可能更傾向於跟隨市場趨勢和觀
眾口味，而將中年藝人視為過時或
不符合時尚的代表。
總的來說，娛樂圈的高層忽視中
年藝人可能是出於商業考量和市場
需求的考慮。
在娛樂圈，年輕藝人總是受到追
捧和關注，而中年藝人卻慢慢被淘
汰消失在鏡頭前。造成這些曾經風
光一時的藝人，如今卻在事業上遇到
了困難。他們的才華和經驗被埋沒
在無情的時光中，讓人感到心痛。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幫助這群被
忽視的中年藝人呢？首先，我們可
以通過舉辦專屬於中年藝人的活動和
演出來提升他們的知名度和曝光率。
例如TVB電視台舉行的《中年好聲
音》，這類型的節目，不僅可以讓他
們重新獲得觀眾的關注，也能夠讓他
們展現自己另一面的才華和魅力。
此外，我們還可以通過給予他們
更多的機會和資源來支持他們的事
業發展。這包括提供更多的戲劇劇本
和音樂作品給他們，讓他們有更多
的機會在娛樂圈中發揮。同時，我們
也可以通過舉辦工作坊和培訓班來提
升他們的專業技能，讓他們在事業上
更加有競爭力。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給予這群
中年藝人更多的尊重和支持。他們
曾經為娛樂圈作出過貢獻，現在正
是我們回報他們的時候。讓我們一
起努力，讓這群被忽視的中年藝人
重新燃起事業的希望，讓他們重新
在娛樂圈中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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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向為香港經濟發展之動力。疫情過
後，抵港遊客無論數量以至消費力，均未復舊
觀。如何振興旅遊從而協助經濟增長，是特區
政府的一大挑戰。

政府去年推出振興「夜經濟」，今年則致力推動「香港無
處不旅遊」的理念，最近國家送贈兩隻大熊貓予香港，又聽
到政府欲藉此帶動「熊貓經濟」。旅遊業包含「食、買、
玩」三大元素，而配套的酒店、餐飲、零售、景點、本地接
待及其他相關的服務業，都會影響遊客訪港的體驗，當中所
涉及的範疇非常廣泛；能否靠主打某一主題，就可全面振
興？尚屬未知之數。
對於如何推動主題旅遊，民間智慧或有可借鑒之處。最近
香港就出現了「無處不多啦A夢」的景象。多啦A夢是家傳戶
曉的日本動漫人物，有公司與日本版權持有者合作，於5月起
推出一系列主題活動，由尖東海傍無人機匯演，到中山紀念
公園快閃塑像展覽，然後在港鐵公司的幾條路線及昂坪360推
出主題專車，同時在昂坪市集展出立體塑像，就吸引了不少
遊人前往打卡。
上星期五，主辦單位舉辦「100%多啦A夢 & FRIENDS」巡

迴特展開幕典禮，宣布7月13日起於星光大道、尖沙咀海濱及
K11 MUSEA舉行，分為免費展區及收費展區，合共展出135
組立體雕塑，大部分從未展出；並在7月20日再度於尖沙咀舉
辦無人機演出。設於K11 MUSEA 6樓之收費展區，會播放以
香港為背景的新創動畫；展出封面、原稿、故事場景的立體雕
塑；並設有沉浸式光影展廳及打卡區。而同場6樓戶外園區，
則展出不同故事中出現過的多啦A夢造型，至8月18日結束。
至於星光大道則擺設35個多啦A夢雕塑，並包括10位漫畫親友
角色及本地電影人，供人免費預約觀賞至8月4日。
主辦單位亦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於7月9日至8月8日

在全港10個地方包括香港藝術館、山頂凌霄閣、中環碼頭、
觀塘海濱公園等設置逾2米高、1：1原大的多啦A夢法寶「隨
意門」，真正做到區區多啦A夢。而每道門內均有該景點之
插畫，遊客拍照後將相片上傳到社交媒體及標註指定內容，
可換領徽章或紀念品。
據悉，是次多啦A夢的推廣反應熱烈。成功因素，文公子

認為在於選擇為人熟悉、各有回憶的主題，展出有時限，展
品具新鮮感，既凝聚人氣，亦配合景點入場、精品銷售及商
業贊助凝聚財氣，香港推廣旅遊時，不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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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一個人很有福氣的時候，
我們會從他幸運的方面去找原
因，總覺得那個人是命好遇到的

人和事都是那麼的優秀，看起來這種福氣好
像是不勞而獲，無緣無故便能獲得似的，但
隨着生活經驗逐漸變得豐富時，我們便會發
現其實福氣並不是外界所給予的一種什麼幸
運因素，很大原因是在於一個人的修行，而
認為有福氣的人往往是不愛計較，要建立和
諧的人際關係，最重要的是要豁達大度善於
容納，如果總是和身邊的種種人和事情計
較，那胸襟便會變得愈來愈小，一點點不起
眼的煩惱也會令脾氣突然暴躁起來，但如果
心態放寬了，很多東西也就不會再計較，既
然少了種種煩惱的糾纏，那麼便能無拘無
束，自由自在地生活，很多事情也就順心如
意了。有人會說為什麼要變得不計較？確實
就是在乎那些東西啊，想要的難道不去想
嗎？只能說人生是可以有追求的，但我們必

須要給自己一個心理建設，需明白不如意是
人生的常態，更要有一種允許他人不一樣的
胸懷。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世上沒有完美的
人，更沒有一成不變的事，在創業中一定會
遇到種種的煩惱，可是要知道在激烈的競爭
或者在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當中，不是所
有事情都會按照你的想法去進行，不要糾結
為什麼沒有遇到時機，為什麼別人對你的信
任永遠不夠，計較這些，不如靜下心來好好
做好自己的事情，無論發生什麼事，腦子裏
至少有一半的思維告訴自己，這並不是什麼
大不了的事情，它的發生總是有原因的，如
果腦海裏一直糾結着，把它遷怒於各種各樣
的因素，最終只有苦，而不善於解決，遇事
發怒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智者從不會
計較一時得失，畢竟計較只能贏得一時。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這樣一個經歷，當愈是
計較的時候，其實失去的愈多，這種失去也

許不是當時發生的，但等過去了之後便會發
現其實這麼計較，自己也沒有獲得什麼，反
而還耗費了許多心力。做人不必太精明太計
算，一個聰明的人總是明白愈計較愈難擁
有，愈是與人方便，路便愈走愈寬。
生活中剛好有些人，也許人們說他傻總是

愛吃虧，可是他臉上卻總是帶着隨和快樂的
表情。其實到底何為傻何為吃虧？這只是旁
人用一種比較世俗的定義去衡量而已，可是
從長遠的人生道路來說，保持到這種心態的
人，已經是人生的大贏家了，以為他只是不
計較眼前這點小事，但其實他對整個人生都
是抱持着這種態度，那麼便不會輕易被困難
牽絆着，所謂人生的成功與失敗，從來就沒
有一種標準，一個人的心態好人生便是成
功，人生是由自己去掌握的，並不是展現給
旁人去觀看。
施人與善，廣種福田，不計較便是人生中

最大的福氣。

不計較，是最大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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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麥地
想起麥地，就會想起鄉村，想起經
年累月耕種在故鄉山地上那些憨厚純
樸的鄉民們。
記得鄉下每當稻子收割的季節，也
就是麥粒播撒的季節，秋雁咕咕的田
壟或地頭上，總會讓農人留下一串串
鋤禾的足跡，還未等堆碼的打曬場揚
起快意時，那些麥粒就早早歡跳進一
道道守候的溝渠裏，歡跳進豐年的鄉
村新開墾的農事裏。
這時藍色的天空下，忽一陣飄落小雨
輕輕打在你的臉上，赤足走在熟悉的鄉
壟，放眼望去，那些紛飛燕子呢喃絮絮
鄉語，表達對和暖春風的一往深情，此
時少了蓑衣斗笠的遮擋，你於放唱麥地
感受時光的滋潤，並一天天孕育抽綠的
嫩芽，於是你看到鄉村農業隨即在秋播
之後的冬天恣意地生長。
那時我總是於這雪花飄飛的村落，
和瓦屋上的炊煙一同吹奏牧笛，想着
從這漫天遍野的雪景中，該飛轉出一
些些綠色的音符來。這時的麥芽聽着
便一下從地底下竄起拱出了新土，鬱
鬱蔥蔥很是清純的樣子，就像在那樣
一個雨過天晴的午後，寡言的父親站
在麥地旁，遞給我一把鋥亮的鋤鎬，
並指着稚氣十足的我說：「孩子，該
怎樣鋤草？該怎樣保護莊稼初成長的
幼苗？」他翻開的麥地的思想，於額
際間閃動的汗光，教我懂得了該怎樣
珍愛鄉村每一粒糧食和汗水，也令我

從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讀懂一位
深愛我的慈父的期盼。
打那後我常常不止一次努力接近鄉

村那片麥地，愛撫地傾聽它穿越寒冬
的語言，並用心記錄麥苗兒快樂抽綠
的過程，在這一年年的等盼和守望中，
我孩提時的夢想也着上原始的綠色。
因為麥地的存在，使我懂得季節如

何轉換，天氣何時由冷變暖，生命由
此泛出幾多碧青青的顏色。麥兒短暫
揚花的季節，割捨不去的思念在清明
過後的5月，仍然沁出一滴滴憂思的淚
水來。在季節一次次輪迴之間，我知
道麥子原本就那麼嫩綠與青翠，可為
什麼在5月明朗的天空下，僅一夜之間
她就變得那麼的蒼老了？她的成熟是
我怎麼也始料不及的。
直至長大後我離開鄉村，脫離了農

事，去到家鄉之外另一座海濱城市，才
知麥子早早從鄉村去往了城市，思念
也漸漸從大碗麵、蒸餃、饅頭之類細
小的情節漫上了美食的餐桌。哦，原來
是她們——這些忠實於土地樸素的麥子
和稻米們，養育了我們這一代又一代
人，乃至供養了我們整個人類啊！
從此，我更加仰慕麥地的品格，更

加鍾情於腳下這片親近的熱土，更加
懷念一方土地上有如我老父一樣耕種
的父老鄉親，他們不僅教會我們怎樣
熱愛農業，還讓我們從傳統的耕作方
式中走出來，給覺醒的新一代農人灌

輸一些些新潮耕作的思想，而今當我
舉目回望當年那個小山村，再一次展
讀新時代故鄉的風采時，我欣喜地看
到了中國鄉村未來的希望。
如今離開山鄉離開麥地許多年了，

可記憶的麥稈仍隨着愈來愈強烈的思
鄉情結長大長高，彷彿一再表達對養
育我家鄉靈性山水的由衷傾慕，甚至
用一腔飽滿的熱情打磨出當年勞動的
時光。
我多麼嚮往那時鄉村收割的麥地，

在陽光下鋪曬仰望藍天的樣子，那時
她們就有了成熟的思索，連麥稈不經
意編織的一頂頂草帽也已成為生活中
的流行色。也就正是從麥子挺起腰
桿，到後來走上鄉村麥場開始優美舞
蹈起，我就想像着有那麼一天，山村
的角角落落或城市的大街小巷，就會
唱響風靡於中國大地最經典的麥地之
歌了，連同那飄香的稻米，始終牽扯
着我長久盼渴的心緒。
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很少回

故鄉去了，但靜夜村頭那一塊塊守望
的麥地，還有麥垛旁與兒時要好玩伴
滾鐵圈、捉迷藏、躲貓貓的場景，卻
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不可割捨的故
事情節。兒時麥場，耕種的鄉鄰，
挑擔的山路，加工的磨坊，一一串
起叮噹作響翻越山岡坡嶺或近或遠的
駝鈴聲，成為此生我永久的懷念和追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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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棚大師
在我們的生活中，
有許多身懷絕技的
人，他們或許並不起
眼，但在自己擅長的

領域裏卻有着非凡的技藝。伍槐
枝就是這樣一位身懷搭棚絕技的
「大師」，他將搭棚的技藝發
揮到極致，連建築教授都不得不
佩服。
伍大師從事搭竹棚這一行已經
有40個年頭了，他的手藝在香港
是出了名的好。
有一次，政府要建一形狀如龜
背的特別建築物，要先搭一個竹
棚，這和平常大廈外牆的竹棚迥
然不同，沒有精密頭腦和嫺熟的
技巧絕對搭不出來。負責設計的
大學建築教授請伍大師講怎樣搭
這個棚，伍大師看到建築模型便
知道搭棚是有相當難度。但俗話
說：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伍槐枝與教授說，這個棚用竹子
搭出來的難度很大，但他絕對有
把握，便將他準備搭這網狀龜背
形建築的方法向教授一一闡述。
教授聽罷也豎起大拇指稱讚伍大
師是搭棚奇才，
專家中的專家！
我們都知道，
竹子在未砍伐前
是自然翠綠的顏
色，砍伐後經過
三防處理後，自
然晾曬，去除竹
材裏的營養物質
和水分後，就會
變成金黃色了，
質感和色彩都非

常好。但竹子如何才能長期保持
金黃色？老外教授問道。伍大師
給他的答案是：泡牛尿。這種民
間秘方，令老外聽後目瞪口呆！
竹材有一定的可彎曲性，在設
計一些異形曲面較大的竹建築
時，可以更好地完美呈現。搭一
個像龜背一樣的建築，所用之
材，更是非竹莫屬。
在搭建的過程中，伍大師不斷
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改
進。他對每一個細節都要求極
高，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節點，他
也要確保綁紮牢固。經過幾天的
辛勤勞作，一個美觀、堅固的竹
棚終於搭建完成了。這個竹棚不
僅能夠承受風雨的侵襲，而且非
常有品味，充分表現出中國勞動
人民的智慧和美學修養。
伍大師的手藝不僅體現在他能
搭建結構奇特的竹棚上，還體現
在他對竹子的巧妙運用上。他能
夠根據竹子的粗細、長短和質
地，合理地安排它們的位置，使
每一根竹子都能發揮出最大的作
用。而且，他還會在竹棚上添加

一些裝飾，讓竹棚看起
來更加生動有趣。
如今，隨着時代的發
展，現代化的建築材料
愈來愈多，搭竹棚這門
手藝也逐漸被人們遺
忘。但是，伍大師依然
堅守着這份傳統的技
藝，他的搭棚公司，仍
在為香港搭建起一個個
令人感到溫暖和充滿回
憶的竹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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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我兒時的
閱讀刊物，始自父親
送的「一百個好孩子的

故事」、母親訂的「兒童樂園」……
還有父親書櫃中的經典藏書：《論
語》《孟子》《大學》《中庸》《尚
書》《禮記》《春秋》等，又有唐詩
三百首、宋詞、《史記》等，沒有圖
畫，文字較艱深，密密麻麻地充斥
着每一頁面，總是好奇為什麼大人們
（我的父母）會珍而重之，且經常翻
閱，溫故知新？
後來，父親說為了滿足我對他的
藏書好奇心和練習書法，規定每逢
暑假、寒假，每天抄寫大、小字各
一篇給他，內容主要選取自唐詩三
百首，這是我上小學時第一次唸唐
詩——當年抄寫的大都是較短的五
言、七言詩，日子有功，很多唐詩
也唸得琅琅上口，我的中文背默經
常取得100分，相信跟此訓練有莫大
關係。
唸小四的時候，父親又規定不可
以只抄寫短篇唐詩，於是，開始了
白居易的《長恨歌》，陪伴我度過
漫長的暑假和寒假，不知道來回寫
了多少遍！當時，每天希望假期提
早結束，那就不用交這些特定假期
作業給父親。但每當中文課獲取優
異成績、老師選我代表學校參加校

際音樂節中文個人朗誦比賽的時
候，就不禁想起父親的循循善導，
感恩他給我的特定假期作業。
上中學以後，除了愛看散文、小

說外，母親訂閱的《讀者文摘》更
令我愛不釋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讀者文摘》儼如今天互聯網
的微型，常看到世界各地的文章，
知悉全球動態，還可通過「它」訂
購專業知識的外國刊物，包括英
文、法文等不同讀本，確實讓我眼
界大開！感恩母親替我訂閱的中、
英文版《讀者文摘》，一直至今，
仍然是我的精神食糧。
所以，在匆匆 48 小時的北京途

中，仍安排了到訪西城區的中國外
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這座
集出版、影像、視頻……多媒體於
一身的傳播研究中心，刊印了多種
不同語文的中國經典名著在全球發
行，促進中外文明交流。感謝于運
全院長送我英漢對照的《論語新解
全譯》和《孫子兵法》。

閱讀成為精神食糧

◆搭棚大師伍槐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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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明天DSE放榜考生個個有
好成績。圖左是劉澤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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