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聯會的前世今生
宋美齡是中國近
現代史上的名人，
她對於協助蔣介石
抗戰，可說是有功

有勞。宋美齡是那一個隨時亡國滅
種的抗日年代，中華婦女在民族存
亡關頭，貢獻心力的一個代表。
1928 年蔣介石提議在南京成立

「遺族學校」由宋慶齡、宋美齡、
何香凝、李德全等擔任委員，專門
收容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犧牲的
烈士後代。教他們學英文、學騎
馬，從荷蘭進口乳牛供應牛奶，以
培養精英的方式教養他們。
1938年宋美齡集合各黨派精英，
有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周恩來夫人
鄧穎超、史良等等在湖北漢口成立
「戰時兒童保育會」，8年抗戰中，
搶救了3萬名失去父母親的孤兒，教
養他們長大成人貢獻國家民族。
1950年宋美齡在台灣成立「婦聯
會」，秉承她一貫在大陸的做法，
知道社會需要什麼就做什麼的理
念，集合婦女力量為國家民族做
事，運用包括自抗
戰時期各界人士及
海外友人的捐款等
自有財產，以及號
召各界捐建軍宅所
籌獲的資金：1945
年起 40年間，捐建
了 282 個 眷 村 、
53,026戶軍宅；1955
年為遺族子女成立
「華興育幼院」；
1965 年成立「振興
醫院」，是專門收
容台灣當時流行的
小兒麻痹症的復健

醫院。
近年，民進黨以意識形態要凍結
婦聯會財產387億元台幣，在公權力
面前，任何人或機構都顯得渺小。
現任婦聯會主委雷倩說︰「我要面
對的是台灣地區內政部門和『黨產
會』以及背後那個以轉型正義為
名，行政治清算之實的強大勢力。
這是一場不對等、不公平的戰
役。」顯然在這個時間點上，似乎
是上蒼要她來做領頭羊，帶領婦聯
會戰鬥。
近日乘回台北之便，拜訪婦聯
會，雷倩說︰「宋美齡至今仍護守着
婦聯會。」例一，振興醫院來婦聯會
拿回他們的資料時，雷倩說︰「我想
看看！」當雷倩手上翻看時，掉出來
宋美齡批示要從美國匯款到台灣興建
振興療養院的證明文件；例二，「黨
產會」到婦聯會從9樓到地下室一路
搜索資料時，在檔案室找到一個彌封
且內容無人知曉的箱子，箱內正是
「74 次分撥會議」白紙黑字的記
錄，能夠還原當時真相；例三，同

事在翻找前輩們的業務
記錄時，見到一個櫃子
開了門縫，打開後掉出
來一本小冊子，正是最
初的6年（1950-1956）
的工作記錄；這3個關
鍵文件，都在關鍵時刻
出現，成為支持婦聯會
獨立性的證據。
我觀察婦聯會有屬於
自己的組織架構和職
能，是宋美齡獨自成立
的服務社會的公益團體，
黨產會是否應尊重歷史？
還一個正義給婦聯會。

中環一瞥
8月初的香港，難得天朗

氣清，站在中銀大廈70樓
頂層俯瞰維港，不禁為香港山海相依、高
樓櫛比的恢宏氣勢所震撼。
遠處綠色的山脈綿延至視線看不到的地
方，近處蔚藍的海水上一艘艘貨船或客艇
瀟灑駛過，留下銀白色的浪花，在日光下
顯得格外耀眼。岸邊就是排列密集、緊緻
的高樓，順着山脈和海岸有幾條主幹道打通
了港島東和西，車水馬龍，不留給人們些許
調整情緒的時間，從大海的懷抱中走來，一
頭就要扎進這高速運轉的摩登世界。
十幾年前來香港，每每來到中環，都會被
近在咫尺的摩天大樓所震撼。從海邊望向半
山，再直至山頂，香港社會中西融合，華洋
雜處的文化，在建築上也表現得淋漓盡致。
站高望遠，不禁感慨，山頂纜車通往的太
平山山頂，早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是華
人難以踏足的尊貴地方，如今，卻是每個普
通人都可以到達的景點。而那些散落在中半
山的極富西式風格的古老教堂或學校，也一
同見證香港是如何由曾經的「維多利亞城」
脫胎換骨，蛻變成如今的國際都市。
從中銀大廈下來，穿過德輔道中的電車
路，可以到達終審法院，這是一座採用新古
典主義風格的建築物，糅合古羅馬及希臘設
計風格，外形優雅復古。終審法院於1912
年啟用，前身為最高法院。
終審法院旁的遮打花園，是拍攝中銀大

廈的較佳位置。中銀大廈由著名華裔建築
設計大師貝聿銘先生設計，全棟配以稜柱
狀玻璃幕牆的高樓，是香港的重要地標。
1990年剛落成時，是亞洲最高的建築物，氣
宇軒昂地挺立在維港岸邊。
中銀大廈旁邊，則可以看到長江集團中心
大廈及滙豐銀行總行，滙豐門口的兩座銅獅
子，已經默默鎮守着總行80餘年。
滙豐旁邊的銀行街，還有一棟較為古舊
的建築物——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建築風
格中西合璧，糅合傳統中國風和外國現代
主義兩種元素，大廈外牆結構以白色花崗
岩為主，門外兩隻石獅栩栩如生，對比滙
豐的銅獅子，也不失霸氣。
根據中國銀行大廈史料館的導賞員介紹，
1917年中國銀行南來香港建立分號，30年
後，即1947年，分行時任經理鄭鐵如先生
以遠大目光，根據銀行未來發展需要，投得
原址是香港大會堂一部分的土地，然後用3
年時間在這塊土地上興建了當年全港最高建
築物──中國銀行大廈。
中國銀行大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香
港同胞愛國活動的重要場地，每年的國慶
節，大廈會搭建大型牌樓，上面寫着慶祝國
慶的字樣，張燈結彩，喜氣洋洋，與市民共
慶佳節，成為不少老一輩港人的溫馨記憶。
如今，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和旁邊較為年輕

的中銀大廈，攜手並肩矗立在維港旁，各領
風騷，守望和祝福這座美麗的城市。

打從上月26日開始，巴
黎奧運已成為全球熱話，
熱風更強吹到香港，江旻

憓得到第一面金牌後，滿城男女老少振奮
精神的焦點，隨後轉移到張家朗，從不夜
遊的「家廚」就說他第一時間趕到商場佔個
有利觀賞位置與眾同樂，好為他的武狀元劍
神打氣，家朗不負眾望奪標，從來也不吃消
夜的家廚，當晚還開心到破戒煎吃幾件牛扒
喝了支大啤，邊吃還口不停談家朗，說這幾
十年看體壇盛事都沒那麼高興過。
第二天打開報章，自然又是第一時間急

急翻看巴黎奧運新聞，看到劍神伸出長舌
的照片，不禁打趣笑說：「哈，這世一可
幽默，也學愛因斯坦給劍迷尋開心啦！」
看圖後才不禁為之慼
然說：「舌苔那麼
厚，可知他這幾天沒
吃得好睡得好了，真
難為他！」憐才之心
洋溢到已近父子。
他說對全體運動員
來說，這個巴黎奧運

的辛苦也真的不容易抵受，其一，場地不
理想；其二，法國菜多肉少的綠色飲食不如
北京奧運別說了；其三，酷熱天氣下空調不
足才要命，碰上三伏天氣，乾烤一身肌肉，
這樣的滋味誰受得了。這屆的運動員可真是
吃得苦中苦的鐵人，怎不令人敬佩！
家廚說，運動員中，肯定還有不少人跟

家朗的心情一樣，睡眠不足之外，必然還
多喝三伏天時最不宜的冰凍飲料，一旦濕
氣入侵體內，舌苔發厚影響胃口便導致飲
食無味。
家廚說，其實我們有備而來的選手，電

飯煲私家米糧都帶到會場了，何不多做一
點工夫，煎備一大保溫壺祛濕茶或檸檬薏
米水，以便賽前一清濕熱提醒精神，什麼

可樂礦泉水只會令濕氣加重，就肯
定沒有這功效。家廚語重心長，叮
囑筆者在本文寄語家朗，除了恭喜
他最終不辭勞苦奪得金牌，也希望
他回家後暫時不要再喝冰冷飲料，
好趁還是三伏天炙熱期間，多喝幾
次祛濕茶清清腸胃以消除舌苔，運
動員也需要保重呀！

張家朗的舌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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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期間，市民日夜長開電視機與冷
氣，究竟城市耗電量會否因此被推高？參觀
「中電鐘樓文化館」，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中電鐘樓文化館」展覽資料的冷知識不少。據統計，城
市耗電量最高峰是工商業時段，原來打風不用上班的日子，
用電量也不容低估；那麼，香港市民看奧運直播與轉播，除
了日場，還有夜場、午夜場，甚至子夜場，耗電量能不大幅
推高？！
這天隨資深傳媒人參觀「中電鐘樓文化館」，對香港的電

能頗有感覺，香港電能來源主要是天然氣，其次是核能、煤
及可再生能源等。說起核電，不能不提大亞灣核電，中電電
費相對港燈便宜，原因之一是中電有三成電力來自大亞灣的
核電，核電供應穩定而價錢便宜，與民生息息相關。
深圳大亞灣核電廠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醞釀興建，那些年恰

巧碰上美國三里島及烏克蘭（仍屬於前蘇聯）核電廠先後發
生核洩漏事故，讓香港人對核電的安全特別關心。因此大亞
灣核電廠興建，在選址開始，香港傳媒就跟着核電建設者的
勘察步伐採訪，當核電核心定點的「紅色標誌杆」插入大亞
灣土壤時，我們香港文匯報拍下了選址標誌杆的照片，成為
非核電站人員首位拍照者。若干年後，核電廠房建成，法國
製造的「核島裝備」運至大亞灣，我們再有機會獲邀請拍攝
盛載核芯的容器，這個比蒸汽式火車頭還要大的容器，用精
鋼無縫製作，人類在它面前顯得甚為渺小，這次拍攝，當然
也是我們進入廠房核心的最後機會了。
核電與民生息息相關，正因為中華電力的供電來源穩定，

歷年供電可靠度處世界水平。但今年來因為「電壓驟降」發
生多宗停電事故，引起社會的關注，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
茵說，今年的幾宗「電壓驟降」事故，發生的時間相隔較
短，給公眾的感覺不好，其實相對於過去每年的大小停電宗
次，並不是高數字；中電供電可靠度一直維持在百分之
99.999世界水平。「電壓驟降」成因很多，中電一直聚焦尋
找原因，希望減低對客戶的影響。她笑說，作為管理層，現
在每有行雷閃電，都會心驚肉跳，血壓上升。
中華電力成就了這個城市，位於亞皆老街的「中電鐘樓文

化館」，就是歷史的見證。中電鐘樓於1940年落成，曾經作
為中電總部超過70年，這座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標誌性建
築，於2018年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活化後成為多媒體展
覽館，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觀。若然你是對城市發展、電能知
識和歷史建築的愛好者，都值得一看。

中電鐘樓看歷史
不經不覺，只
剩 3天，巴黎奧
運就要閉幕了，

過去13天大家捱更抵夜地追看
各項比賽去支持我們的香港運動
員，每次比賽結束都會成為翌日
的全城熱話，大概閉幕後亦不免
有失落感，不同於塞納河上的開
幕禮，星期日的閉幕禮將回歸球
場舉行，大家屆時可以細心欣賞
巴黎如何為本屆奧運畫上句號。
在今屆巴黎奧運開幕前傳媒也
有不少負面新聞消息，但比賽開
始後，大家把精神放在各項比賽
上，正如香港觀眾把收看重點回
歸賽事上的精彩畫面，令人振奮
的是，香港今屆奧運又再創驕人
成績，奪得兩金兩銅的獎牌，對
香港未來體育發展無疑打了一大
支強心針。
稍稍回顧是次奧運，今屆主辦

城市巴黎以簡約環保為主題，不
以奢華的元素去完成這屆奧運，
大部分使用舊有場地或古代建築
物來舉行賽事，就以開幕禮為
例，沒有蓋建任何大型布景，盡
量利用現有場景去配合表演，也
可以形容為整個巴黎都用作布
景，儘管開幕式有些安排引發了
一些爭議，但整體上以「大膽、包
容」為主題，亦得到大多數觀眾的
好評，根據巴黎奧組委的民調，超
過85%法國人認為開幕式取得成
功。其實首次在體育場館外舉行奧
運開幕禮對製作者而言是個很大
的考驗，但卻能吸引全球觀眾目
光，雖然有意見指出製作者沒有
照顧現場觀眾感受，因為現場各
位置都只能分別觀賞到極少部分

表演，只有在電視機面前的觀眾
才能收看到最完整最精彩的畫
面。雖然如此，但熱烈的氣氛，
確實只有現場才能感受得到，雖然
當天下大雨有點影響，但沿塞納
河兩岸亦塞滿了參與的觀眾，人
數大約有50萬，而根據收視統
計，法國電視台開幕禮吸引了
2,340萬觀眾，收視率達83%，美
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收視
率也達3,000萬人。
這就帶出筆者的老本行：電視

製作。開幕禮固然是一個極華麗
盛大的電視節目，場景之多，全
是國際級表演嘉賓，表演分為12
個部分，共約3,000名舞蹈員、
歌手、藝員，沿塞納河由東往西
進發，從奧斯特利橋開始，沿岸
經過地標包括聖母院、羅浮宮、
協和廣場、大皇宮，而各國運動
員則於列納大橋上岸。大會動用
100套攝影機去轉播開幕禮，是
東京奧運3倍，當然有無人機、
攝影機械人、空中吊索機等，還
有動用200部手機放在固定位置
不用人手操作，如運動員乘坐的
船上，雖說是手機，但其鏡頭亦
達到廣播級數，加上法國電信商
為奧運特別建立5G頻道，在塞
納河兩岸加設天線，更可以為巴
黎奧運會帶來真正原創角度，更
新觀眾對觀賞奧運的角度。雖然
曾接觸了解過多屆奧運製作，但
每一次筆者亦會學到新知識，每
次的新製作都令我大開眼界。雖
然奧運於3天後閉幕，但筆者已期
待下一屆的洛杉磯奧運了。還有
2025年香港協辦全國運動會，看
我們如何在製作上寫下新里程。

巴黎奧運的背後

正在家給書架上準備
淘汰的一堆書分類，想
從裏面再篩選出一些搬

到新家，朋友打來視頻電話告知三缺
一，希望我去「湊腳」。我朝視頻中的
朋友揮了揮手中的書，直接謝絕，朋友
心領神會地笑了。
掛了電話，也不由得一陣好笑：朋

友大抵是由我手中的書想到了麻將桌
上的「輸」，我卻是由自己的搬家想
到了「孔夫子搬家——淨是書」這句
歇後語。
這次搬家的收拾過程是極其冗長的，
單是將大書牆裏的和樓上樓下各個角落
的書收集起來，就已經裝了大大小小的
上百個紙箱，所幸新家有齊全的傢俬，
舊傢俬便讓妹妹搬回鄉下老屋，減輕了
我不少的負擔，剩下要搬的便「淨是
書」與日用品了。舊傢俬被妹妹搬走後
屋裏雖然空曠不少，但因為打包好的
紙箱和編織袋以及不要了的雜物隨意

堆放，屋裏早已失去了之前的整潔，變
得凌亂不堪。
我養了十多年的龜丞相偏偏選了這個
時候，悄悄地在後院的角落裏下了幾
隻蛋，待我忙完，發現後院地板上躺
着幾隻碩大如雞蛋一般的龜蛋時，其中
一隻已經被初為「龜母」的龜丞相和初
為「龜父」的小公龜——龜將軍踩爛
了，尾隨我出去看到龜蛋的狗貝貝好
奇地上前查看，毛茸茸的狗爪子上立刻
又蹭滿蛋黃、蛋清和碎蛋殼……當我忙
亂地收拾這一切的時候，久未見面的朋
友來探我，一見眼前髒亂的情景，便意
味深長地問：「呢幾隻嘢你都要搬去新
屋？」
我馬上瞪了朋友一眼：「當然要
搬！」狗貝貝和龜丞相與我朝夕相處十
多年，龜將軍是龜丞相的新婚丈夫，朋
友眼裏的「幾隻嘢」對於我來說如同我
親手養育的孩子，哪有人在搬家的時候
會因為怕髒亂而不要自己的孩子？

在收養狗貝貝之前，我有很多年都不
曾養狗，是因我小的時候在乳源山區養
過一隻叫白龍的大獵狗，住在乳源的
幾年，白龍是我最好的玩伴和守護神，
無論是上山摘野果，還是下河摸魚蝦，
抑或是回學校上課，白龍都和我形影不
離，直到與父親隨單位搬離乳源。父親
說搬家不方便帶上白龍，把牠留在了乳
源，後來聽說白龍追隨我們離開的方向
走失了，成了我心裏永遠的痛。
狗貝貝和龜丞相被我收養後都隨我搬

過家，搬到新家後牠們沒有專家們說
過的動物對新環境的應激反應，我想
大抵是因為到了新家以後，我們還在
一起，在新環境中還能聽到彼此熟悉
的聲音，還能看到彼此熟悉的身影，
對牠們來說新家就還是安全和溫暖的。
不知道孔夫子搬家時除了「淨是書」

之外，有沒有帶上他的貓狗或是烏龜？
因為，書是家的一部分，牠們亦是家的
一部分，這也是家的意義之一。

帶上牠們去新家

不經意間，又到了立秋時節。
「雲天收夏色，木葉動秋聲。」立
秋，像是大自然手中的一把神奇鑰
匙，輕輕一轉，便開啟了季節交替
的大門。這個節氣總是悄然而至，
帶着幾分寧靜與深沉。彷彿就在昨
天，夏日的酷熱還緊緊纏繞着我
們，陽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
空氣裏瀰漫着沉悶與燥熱。
當第一縷秋風吹過，夏日的熱
烈似乎在瞬間有了一絲收斂。立
秋的到來，宛如一陣清風，悄然
吹散了那股熾熱的壓迫感。
「睡起秋聲無覓處，滿階梧桐

月明中。」立秋的夜晚，月光如
水，灑在那滿階的梧桐葉上。沒
有了夏日的喧囂，只有秋蟲在草
叢中低吟，彷彿在訴說着歲月的
故事。微風拂過，梧桐葉沙沙作
響，似是在與秋風低語，又像是
在告別夏日的繁華。
清晨，推開窗戶，一股清新的

氣息撲面而來，帶着些許涼意，
不再是夏日的溫熱。它輕柔地撫
摸着，彷彿在低語着季節的變
遷。「乳鴉啼散玉屏空，一枕新
涼一扇風。」遠處的樹葉，似乎

也在這微風中微微顫動，像是在
為即將到來的秋意而歡呼。陽光
依舊灑下，但已不再那般濃烈，
而是多了幾分柔和與溫婉。
走在街頭，陽光依舊燦爛，但

已不再那般灼熱。它柔和地灑在
身上，給人一種溫暖而舒適的感
覺。街邊的樹木，枝葉微微泛
黃，有的葉子已悄然飄落，為大
地鋪上了一層薄薄的金氈。人們
的着裝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輕薄
的夏裝逐漸被長袖和外套取代，
彷彿在順應着季節的更替。它們
用自己的方式，訴說着夏日的繁
華與即將到來的秋日的寧靜。
立秋，是大自然的一場華麗轉
身。它讓田野裏的莊稼逐漸成
熟，金黃的稻穗在風中輕輕搖
曳，彷彿在訴說着豐收的喜悅。
果園裏，紅彤彤的蘋果掛滿枝
頭，紫瑩瑩的葡萄如珍珠般串串
垂落，散發着誘人的甜香。
回憶起兒時的立秋，那是充滿
歡樂和期待的時光。跟着長輩們
走進田野，幫忙收割莊稼，雖然
累得氣喘吁吁，但內心卻充滿了
成就感。夜晚，一家人圍坐在院

子裏，品嘗着剛剛摘下的水果，
聽着長輩們講述着過去的故事，
那溫馨的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如今，立秋更多地讓我思考人生

的意義。它如同一個驛站，讓我們
在忙碌的生活中稍作停留，回望過
去，審視當下，展望未來。夏日的
激情與拚搏，在立秋的節點上，漸
漸沉澱為內心的力量和智慧。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

勝春朝。」立秋並非只是凋零和
蕭瑟的開始，它更是一個積累和
收穫的季節。在這逐漸涼爽的時
光裏，我們可以靜下心來讀書、
思考，充實自己的內心世界；可
以與親朋好友相聚，分享生活的
點滴；可以踏上旅途，去欣賞大
自然在這個季節裏獨特的美景。
每一個立秋，都是一次新的開

始，一次對過往的總結，一次對
未來的展望。讓我們學會沉澱與
反思，收穫成長的果實，為未來
的日子積蓄能量。立秋，是時光
的饋贈，是季節的詩篇。讓我們
懷着感恩之心，迎接這美好的時
節，在秋的懷抱中，繼續書寫屬
於自己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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