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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的奧運使命
巴黎奧運開幕，全
城投入奧運狂熱。恭
喜江旻憓在大家見證

下勇奪女子重劍金牌，成為本屆巴奧
港隊第一金。感謝政府買下了轉播
權，讓全民受惠。在熒光幕上，我們
可以見到很多新鮮面孔的、有實力的
運動精英主持人，其中一位是香港電
台「體壇123」的嘉賓主持，大型體
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立法會議
員鄭泳舜（Vincent）。
Vincent不單愛運動，更是香港教
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的碩士，
「其實我自小喜歡運動，中小學時期
也給我很多滿足感，可是我卻沒有太
多機會接觸和處理有關的政策。入立
法會初期，我專注民生有關的劏房、
過渡性房屋、社福等問題。好多謝
當時民政局徐英偉先生委派我出任
『香港體育學院』的董事，讓我了解
到運動醫學、科學物理、飲食、教練
培訓等等。參與後見證東京奧運取得
突破好成績，引發我更投入，原來由
小運動員至精英運動員至退役，每
一個環節都有好多工作，我想不如在
學習方面更進一步！」
Vincent 在好朋友
雷雄德博士的鼓勵
下，終於開始了課
程，「真的好大挑
戰，每個星期上課兩
晚，讀書睇書做功課
差不多一星期 20個
小時。我讀的是運動
科學，包括教練體育
課程，也有全世界的

體育政策、身體骨頭和筋膜等等，
我都要去學習和考試，那些字個個
差不多，要花很多力氣，話雖如此
卻是非常有趣的體驗。我的同學仔
都是年輕人，我可能是全班年紀最
大的，他們多數是運動員，他們可
能不知道我是誰，告訴我很多現在
的情況，想做的和做不到的，對我
立法會的工作很有幫助。」
有心有力的Vincent日前已飛抵巴
黎，匯合「港台」奧運採訪大隊，其
中有何重要任務？「第一，支持香
港隊，代表香港市民為他們打氣；
第二，難得去法國，要了解一下這樣
大型的體育活動，香港可有借鏡的地
方，因為今年有很多新興的項目如
滑板和霹靂舞等等；第三，推廣香港
文化體育旅遊三合一的文體旅發展，
香港和法國關係一直不錯，究竟有沒
有什麼商機？可以帶來一些文化藝術
的項目嗎？最重要，我答應了每天都
在奧運節目放上一些獨家片段，我帶
了高清的攝錄機，我喜歡自己剪接，
我在網上搜集了很多資料，發掘這
地方的好人好事和好環境；我亦跟
運動員打定招呼，比賽完畢後要接受

我的訪問，他們不可Say No
啊！哈哈！」
事事親力親為的Vincent
4年前親自到「日本鑽石公
主號」協助港人，今次他現
身巴黎奧運，他將以不同角
度為港台31、32台的觀眾
帶來更多國家隊、中國香港
隊揚威巴黎奧運的好消息。
祝一切順利圓滿！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
一個吸引青年人的
城市，擁有優質的

教育資源和多元的就業機會。因
此，許多內地青年選擇在香港接受教
育，並在這裏開展自己的事業。然
而，隨着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競爭的加
劇，青年港漂（內地來港的青年）在
香港的現今發展面臨着一些挑戰和困
難。其實，內地青年對於香港的文化
發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他們將不同的
文化和價值觀帶入香港，豐富了香港
的文化多樣性，也是未來香港文化創
意產業的主要推動者。除接受教育之
餘，他們也可以接觸香港各種文化活
動和藝術表演，可以將香港的文化帶
到世界各地，促進香港與其他國家和
地區的文化交流。
所以，近來有一個專門幫助港漂
更好地融入香港的青年港漂總會，
是一個致力於支持和促進香港發展
的機構，通過提供各種服務和資
源，幫助內地青年實現他們的香港
夢，讓他們在這個城市中發揮自己
的潛力和實現自己的目標。
在香港這個競爭激烈的城市，許

多港漂可能面臨就業困難和挑戰。
如果有一個機構可以提供就業輔導
和職業培訓，又可以幫助他們提升
就業競爭力，找到合適的工作機
會，絕對是一件好事；同時，在這
個發展機構當中也可以提供創業指
導和資金支持，鼓勵青年港漂勇於
創業，開拓自己的事業。
此外，如果青年港漂在香港求學和
就業方面感到重重壓力，或可能面臨
經濟壓力，青年港漂總會可以提供獎
學金和學習資源，幫助內地青年在香
港接受高等教育或職業培訓，為他們
的未來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甚至乎
設立一個專為內地青年提供的交流平
台。在一個陌生的城市生活和工作，
其實港漂可能感到孤獨和失落。青
年港漂總會可以透過各種社交活動和
文化交流，讓內地青年有機會認識新朋
友，拓展人脈，建立社會關係。同時，
也可以提供心理輔導和支持服務，幫
助港漂克服困難，適應新環境。
希望青年港漂總會可以繼續努
力，讓更多的青年港漂在香港這個
城市中茁壯成長，共創未來，實現
自己的夢想。

助力青年港漂

近期有兩宗與食品安全有關的公關危機發
生，其中一宗涉及一個本地百年老牌腐乳生
產商，被食物安全中心抽查發現有樣本蠟樣

芽孢桿菌超標，呼籲消費者停止食用。雖然該品牌立即宣布
結業，惟其發言人則一直高調回應，而且似乎也獲媒體和輿
論的正面反應，但及後卻被揭發產品30年來均非本地生產，
品牌一直隱瞞真相，發言人的解釋又愈描愈黑，最後導致誠
信大受打擊，要東山再起，恐非易事。
文公子常言，危機管理必須以誠信及負責任的態度去處理，

最忌在面對公眾時有所隱瞞，一旦被人揭發，後果可能更嚴
重；今次足以作為殷鑑。至於另一危機，則涉及內地品牌農夫
山泉，其於香港消委會《選擇》月刊的瓶裝水測試中，被發現
溴酸鹽含量達歐盟上限。消委會指汲取大量溴酸鹽，可引致噁
心、腹痛、嘔吐及腹瀉，嚴重情況甚或影響腎臟及神經系統。
食品安全涉及消費者信心，是品牌成功的關鍵，一旦出現

負面消息，必須立即處理。消委會的報告一發布，品牌即時
承受巨大輿論壓力，消息更蔓延至內地，嚴重影響產品形
象，也即時打擊了銷量及股價。
農夫山泉即時發出律師信予消委會，並派出執行董事與律

師登門，稱如不獲道歉將追究到底。此舉可達迅速處理、盡
快冷卻的效果。然而，卻有不少細節，可以做得更好，以下
是文公子的一點愚見，予各位參考。
首先，品牌犯了不少企業做傳訊時的毛病，就是長篇大

論。在公關傳訊，特別是危機管理而言，反駁誤區，必須言
簡意賅，因為受眾未必有時間和耐性細閱長文。今次品牌選
擇公開發表律師信內容，反不及在律師的基礎上，由公關撰
寫一份專發予傳媒的新聞稿為佳。新聞稿內容大致是認同消
委會對維護消費者權益的貢獻，惟亦希望可認清品牌為何不
同意報告的觀點與理據，最後促請消委會澄清，並對結論用
語作出適當調整，以釋支持品牌的消費者疑慮。行文語氣應
大方得體，至於要求道歉或索賠之類內容，應免則免。
此外，當面對一個形象正面的機構時，應予人文明有禮的

態度，客觀陳述及澄清事實，冀還產品食安一個公道即可；
而非惡形惡相地採取一連串令人感覺過火，甚至看似盛氣凌
人的行為。在公關傳訊上，道理未必不在己處，但語氣與手
法，卻可顯得更具同理心，對企業及產品形象會更為有利。

食安危機處理

在社會上累積了一些經驗
後，便發現有些人的生活能
力特別強，而他們的強並不

在於對社會有着強大的適應能力，也不是因
為性格等各方面有天賦等等，而是有着一個
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會凡事提前準備。
這智慧，自古以來便已總結出來了，有句
古訓：「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任何
事，提前做準備，往往更容易走向成功。大
家可以留意身邊一些成功的人，他們身上無
一例外都擁有着凡事提前做準備這個特質，
這些準備從小方面來說可以是在出門前準備
好要拿的東西，在出遊前做好行程規劃，而
從大方面來說，也可以是人生某個階段的規
劃，例如為什麼有些人一畢業便能夠找到令
人羨慕的工作，為什麼有些人和別人同時踏
入工作崗位而卻比別人更早升職？除了有着

機遇和運氣等成分外，更多的是他個人的造
化，因為懂得提前規劃，提前做好準備。
在生活中，我們因為不懂得做準備而經歷
過很多的挑戰：巴士緩緩駛出站台，奮力奔
跑拍着車門，尷尬地擠進車廂；上班時間馬
上到了，但小食店前排着長長的隊，自己只
能摸着肚子安慰道「當減肥了」。
提前做準備，其實是給自己充分的時間去
思考。例如說話前做好準備，思路一定會更
清晰，在做某件事情之前做好準備便可以條
理分明，有次序而不雜亂……其實一直認為
人生的寬度應該再大一些，而人們似乎一直
在跑馬拉松，總是追求人生的長度，人生是
曠野而非軌道，這個曠野的重點在於要有寬
度，我們應對生活進行思考，規劃未來才能
活出不同的人生。
所以不管我們有多忙碌，不要忘記抽出時

間對事物做規劃；儘管身處繁華喧囂當中，
也要保持冷靜，對事物預先有個判斷。
不管是生活還是工作，懂得未雨綢繆都可

以讓自己更從容，尤其是在創業的朋友們，
一定要把眼光放長遠，懂得提前做規劃，不
管是成功還是可能會失敗，心底裏都要有一
個大概的答案。
有句話想要送給大家︰「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一個懂得居安思危的人，
必然是目光長遠能看到危機，並提前做好準
備，這樣才能防患於未然，其實在創業中很
多的機會和風險，我們都可以事先預知一些
的，做好了萬全的準備，當機遇一來到的時
候便能穩穩地抓住，就算是巨大的風險來
臨，也應該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事先做準備，目光看長遠便能發現潛在的

風險，這樣能減低與危險擦肩而過的機會。

凡事提前做準備

靠近花椒樹
受不了花椒那種味，幾次三番後，
堅信這輩子都與之無緣。那種並不罕
見的植物，似乎沒啥可取，於我是可
有可無的。
樹上的鮮花椒，曬後的乾花椒，磨
成的花椒粉，我一概不吃。那東西，
有種令我無法接受的味覺和觸覺體
驗。不是單純的麻，是種形容不上來
的難以接受。
不吃花椒，不吃薑。這兩種東西入
口，即便是碎粒和粉末，即便我事先
不知道或被其他味道掩蓋沒品嘗出
來，也可能飯後不久即引起一陣劇烈
嘔吐。我一度懷疑，我對這兩種東西
過敏。要不然，毫無察覺的情況下，
怎麼會突然狂吐呢！
若說接觸，我很少接觸到薑。這種
植物，我老家那邊幾乎沒人栽種。花
椒樹倒是有，但是不多。小時候，鄉
親們時不時會提到一句話，光着腚爬
花椒樹——麻木不仁。那時的花椒
樹，都是栽在菜園或果園邊上的。花
椒樹上有尖刺，栽到田地邊上，枝條
彼此交叉生長，糾纏搭連就形成一道
天然的柵欄。村裏那些調皮搗蛋的孩
子，被其輕鬆隔擋。
花椒樹上的刺，對我來說，的確棘
手。一般情況下，有花椒樹「保護」
的東西，我不願意輕易去招惹。只是
真若想招惹時，花椒樹只能算個麻
煩，並非不能逾越。比如花椒樹上有
一窩我喜歡的小鳥，比如花椒樹柵欄
內栽有特別誘人的水果，比如花椒樹
上有一群蟬或幾個知了猴，那是一定
要穿過或接觸的。

被花椒樹的刺扎到，既麻又疼，它
對小孩們不友好，我也懶得搭理它。
當然，不喜歡花椒樹不能作為不吃花
椒的理由。酸棗樹、大棗樹有刺，摘
棗時常被扎手，我照樣喜歡吃。花椒
樹和我，並非仇人關係。而薑，那個
看上去脆脆的東西，應該汁水飽滿
吧！吃到嘴裏有點兒辣，卻不是辣椒
的那種辣，總感覺在辣之外，還有一
種怪味。我喜歡吃辣椒，多辣都沒問
題。但吃不了薑味。小時候，一直不
吃花椒和薑，只要見到飯菜中有這兩
樣，鐵定不吃。
結婚前，去過妻子家幾次。第一次去
時，妻子忘了提醒，雞蛋湯中放了薑
絲。看着跟前的雞蛋湯，我是左右為
難。喝吧，無法下嚥；不喝吧，碗已端
到跟前。強忍着喝了兩口，就像五行山
鎮壓孫悟空般艱難。趁身邊人不注
意，還悄悄把喝進嘴裏的薑絲又偷偷
吐了出來。妻子偶然發現我的窘態，想
起我不吃薑，才跑過來打圓場。
不是矯情，是真吃不了那個味。相當

長的時間裏，花椒和薑，就像我的死對
頭，彼此不對付。我曾覺得，或許一輩
子，我都吃不了花椒的味。我喜歡吃油
餅和水餃，尤其家中有客人時，母親烙
油餅或包水餃時，時常忘記。油餅中撒
了花椒麵，水餃餡中剁進了碎薑粒，
一準會引起我的情緒失控。後來，次
數一多，父母就記住了。家中不買也不
放花椒和薑。因為沒有，也就無所謂
因為忘記而「失誤」。
但是，花椒和薑，是兩種常用調味

料，幾乎所有飯店都在用。作為中西

醫結合專業的醫生，我也深知花椒和
薑的諸多功效。飯桌上，也常見身邊
人津津有味嚼薑塊的情形。看他們吃
得那個香啊！心中有些癢癢。
酸辣魚、水煮肉片、炒羊臉、火鍋

雞，或多或少，都放花椒和薑。排斥
這兩種東西，但魚好吃啊，肉片和羊
臉好吃啊，火鍋雞好吃啊！一開始，
我少量挑揀着嘗試着吃，只吃魚或
肉。嘗試着，嘗試着，偶爾有粒被油
炸乾的花椒入口，特別是有麻椒摻和
的，嚥下去一點，也沒事。這種嘗
試，就像是個「脫敏」過程。時至今
日，我已經接受了花椒和薑的味道，
只是依然不敢和人家那樣咀嚼薑塊。
喜歡吃蒜和辣椒。調菜時，把蒜和
辣椒搗碎，味道立馬提升。有時，裏
面放少量鮮花椒粒，搗碎後味道被蒜
和辣椒遮蓋掉大部分，也蠻美味。
在飯店裏吃過用花椒葉做的酥菜。

嫩葉外裹上層薄澱粉，油炸定型。那
道菜有淡淡的鮮味和香味，吃到嘴
裏，單憑味道辨不出是啥。咬上去，
隱約有股鮮香在充盈。曾經厭惡的花
椒的那種怪味，好像並未出現。樓下
南側靠牆處，長方形地塊裏，被誰家栽
上了十幾棵花椒樹，已擀麵杖粗。冬
天時光禿禿的，只剩下枝條和大刺。春
天一到即萌芽，然後開花、結果。透
過陽台的窗戶，一低頭總能看見。花椒
本無錯，有葉有果時，也還悅目。
花椒還是花椒，它沒變，變的是

我。以前的決絕，在時光天平的震盪
中，已然鬆動了一些，猶如堅冰漸
融。麻，有時也蠻不錯呢。

袁
星

印象派一百五十年
在藝術的長河
中，印象派就像
一顆璀璨的明

星，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裏閃耀
着燦爛的光輝，她以獨特的方式
挑戰傳統，引領着藝術的變革
與發展。
一百五十年前，歐洲還是傳統
學院派天下，古典寫實主義的宗
教畫，皇室和貴族的肖像畫，幾
乎就是藝術的代名詞。直至印象
派橫空出世，對傳統學院派來一
次大膽的叛逆，藝術才變得更有
青春和活力。
傳統繪畫強調清晰的線條、精
確的造型和細膩的明暗對比，而
印象派畫家則走出畫室，走進大
自然，追求瞬息萬變的光線、色
彩和氛圍。他們不再熱衷於描繪
宏大的歷史場景或宗教神話，而
是將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
場景——美麗的花園、熱鬧的港
口、溫馨的咖啡館。莫奈的《日
出印象》、《睡蓮》和《魯昂大
教堂》；雷諾阿的《船上的午
餐》和《午茶時光》；畢沙羅的
《蒙馬特高地的大浴場》和《收
穫季節》；西斯萊的《塞納河邊
的春天》和《馬爾利
橋》；德加的《舞台
上的舞女》和《芭蕾
舞者》……在他們的
畫作中，朦朧的光
影，跳躍的色彩，打
破了傳統繪畫的枷
鎖，用看似未完成的

筆觸將光影與色彩的變化展現得
淋漓盡致，讓觀者彷彿置身於不
斷變幻的世界之中。
莫奈等藝術家通過他們的作品
推動了印象派運動的發展，他們
的作品共同體現了印象派對光和
色彩的獨特追求，以及對自然和
生活的敏銳觀察。印象派不僅僅
是一種藝術風格，更是一種對生
活的全新感知方式。它教會我們
用更加敏銳的目光去觀察周圍的
世界，去發現那些被忽視的瞬間
之美，讓我們感受到生活中的每
一刻都是值得珍藏的。印象派就
像一把鑰匙，為後來的現代藝術
打開了無數扇門。無論是表現主
義對內心情感的直接宣洩，還是
抽象派對於形式和色彩的極致探
索，都能找到印象派的影子。
一百五十年的歲月，沒有讓印
象派褪色，反而讓它的價值愈發
珍貴。它提醒着我們，在這個瞬
息萬變的世界裏，要保持對美的
追求，要用獨特的視角去感受
生活，創造屬於自己的「印
象」。我也希望能從印象派中獲
得啟發和靈感，創作出具個人風
格的水墨畫。

前文提到近月在
北京，獲有「詩人外
交家」之稱的中國前

外長李肇星贈書：《從未名到未名．
李肇星感言錄》，這是李部長外交生
涯數十年的隨筆生活點滴和感想匯
聚，修訂於2008年 8月北京奧運期
間，9月經由青島出版社問世。
文集中提到李部長工作後，在國
外跑得最多的地方是非洲和美洲，
到達最遠的是拉丁美洲，最令他心
動的是亞洲和大洋洲。以下節錄自
其首頁文章：
「有趣的是，當學生時以為自己
什麼都懂，當了外交官卻常驚嘆自
己的幼稚。初出校門，幹什麼都對
馬到功成信心十足，上了點年紀才
知道內事外事都不容易。正像莎士
比亞所言：『一個老人是第二次做
嬰兒。』更有甚者，50多年過去，
十來歲時所夢想的顯得更遠了。終
於發現，世間事物，已知的少，不
知的多；有名的少，未名的多；涉
獵的領域愈廣，其與未知領域的共
同邊界線就愈長。名利無論多寡則
全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總之，
人活着，表面上看有點像從未名到
有名，實際上更像從未名到未名。
一輩子有機會學習時就得好好學點

有用的，有機會做事時就實實在在
做些好事，千萬不能忽悠自己和忽
悠別人。所以，這本小書還是叫
《從未名到未名》吧！……小車不
倒只管推。走到哪兒說到哪兒，賣
什麼吆喝什麼。這是歷久不衰的正
確套話。一點與日俱深的感悟是：
唯祖國與人民至上，和平與發展重
要，親情與真知無涯……」
感謝這位學識淵博、洞察世情的
風雲人物外交家贈書寄意，讓我深
悟《從未名到未名》，願向李部長
學習：常存赤子之心，上善若水，
虛懷若谷。其實，豈止渺小如人
類，萬事萬物，何嘗能逃離《從未
名到未名》？！此乃亘古不變的宇宙定
律、自然法則——共勉之！

從未名到未名

◆《荷池》水墨畫。 作者供圖
◆鄭泳舜是一位愛運動
的人。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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