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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努力做一個更好的自己
新學年開學喇！
政府鼓勵學校做好
升旗禮和莊嚴投入

唱國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當年就
讀的學校每逢重要的日子都會舉行
有關的儀式，蔡局長只覺是很自然
的事。
為什麼小時候會選擇勞工子弟學
校？「回想當年我是一名8歲由福建
來港的二年班插班生，時為2月，第
一間學校給我中英數3張卷，那張英
文卷我從未見過的，我落敗了。我向
當寫字樓信差的爸爸求救，他就將畢生
絕學26個英文字母教授予我，考試時我
不管英文卷問什麼，都把那26個英文字
母按順序寫出來。我考到了！」
蔡局長是半工讀勤奮的學生，中
學期間除了補習還做過紡織、塑
膠、電子盒工廠，母親是工廠判
頭，經常幫忙包裝趕貨。大學選修
了「中國語文及文學」，更考獲了3
個碩士一個博士。
到底蔡局長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教
育工作？「其實我小時候已經好仰
慕老師，外公、姨母、伯父都是老
師，見他們手執紅筆改卷好權威。
大學畢業我教學20多年，也當過校
長，我有一個信念，中學生都希望
自己好，想別人肯定自己，他做不
到不是自己不想做，而是不知道如
何做好，我會努力令他們做一個更
好的自己。」
2022年蔡若蓮升任為教育局局長繼
續與夢想同行，關注同學身心靈健
康，局方推行《4Rs 精神健康約
章》：休息、放鬆、人際關係，還有
抗疫能力，不少報告指出除了生理影
響，亦有來自人際關係、感情、家庭

的壓力，甚至自覺不能滿足到身邊人
或自己的期望而造成悲劇的發生。
還記得7年前，我邀約了當時的蔡
副局接受電台訪問，可是她爽約
了，就是那一天她兒子出事了……
今天我們終於完成了這「七年之
約」，提起此事蔡局長難掩心酸，
「就像心裏有一個洞，即使熱鬧也
感孤獨。能夠走出陰霾就是不要逃
避，感恩朋友的問候和無聲的支
持，還有閱讀加大了內心的力量，
當然信仰也很重要。雖然心裏好像
永遠有塊大石頭，即使如此，我的
心臟卻有一層東西包着未至裂開。
當我好執着去看失去了什麼的時
候，我再告訴自己，我好感恩有20
多年母子一起愉快的經歷。」
有什麼好想跟天上的兒子說？
「其實他問過我，如果他有事我會
怎樣？我當時嚇他說我不會原諒
他，我現在要告訴他，你放心，阿
媽家好好……」
多謝蔡局長真情的分享，願有同
樣遭遇的家庭都可以得到安慰和支
持，盡快走出傷痛。新的學年開始
了，家長要好好留意孩子的情緒，
人在心在，希望孩子學習愉快！

吳彥祖擔任享有中
國版 Art Basel 美 譽 的
「ART021 HONG KONG

廿一當代藝術博覽會」藝術及文化推
廣大使，更獲邀成為Sun Life永明展館
的客席藝術家，在特別為VIP安排的預
展中，試聽了由他親自跨界設計、全球
首度曝光的瑞典音響品牌 BAUD限量版
耳機。
做電台節目主持多年，做直播戴耳機
是指定動作，但我從不戴，因電台耳機
箍得很緊，戴久了會頭痛，吳彥祖設計
的耳機耳筒軟綿綿，十分舒適，不會箍
得太實，高中低音層次分明，戴上耳機
聽着音樂欣賞藝術品，完全享受沉浸式
視聽藝術。
點解吳彥祖會忽然設
計耳機？大學期間，他
念建築系，雖入了娛樂
圈，仍一直醉心建築與
設計。婚後，他主力在
美國發展，拍電影、劇
集，當演員、導演及監
製，但沒放棄當設計師
的夢想，早前就替國際
品牌設計智能浴室用
品，成績耀目。

云云明星中，為何該公司邀請吳彥祖
任客席藝術家？全因為欣賞他的設計才
華和對藝術發展的不遺餘力，跟其公司
理念相近，緊貼世界脈搏，對時代保持
敏銳觸覺，帶動源源新意念。
少有在香港露面的吳彥祖，誠意十足，

親身拍視頻介紹耳機及邀請大家去展館試
聽，鏡頭前依然帥氣外，又多了份專業人
士的氣息。好開心擁有這部限量版耳機，
酷酷的灰黑色包裝，拉鏈軟盒，方便攜
帶，如果在任電台主播年代有這部型格又
舒服的耳機，日日做節目都一定會戴。
曾跟楊千嬅擔演《新紮師妹》的吳彥
祖，他話不多，跟劇組各人相處愉快，
人緣甚佳，熟讀劇本，開朗爽直，當時

他出道約4年，幾年後，跟他
做電台專訪，他已成功轉型型
格男一，近年更學以致用，將
建築的理念放在設計上，事業
多元化。
今次博覽會更重遇久違的朋
友，負責策展的公司其中一位
創辦人包一峰，他跟哥哥Les-
lie是好友，那些年與哥哥一起
去飯局認識他，多年沒見，大
家擁抱寒暄一番，不禁想起今
個月生日的Leslie。

吳彥祖跨界做設計師

香港近日喜事連連。先有香港運動員在
奧運會奪得破紀錄的獎牌佳績，再有國家
隊奧運健兒代表團到訪港澳，市民夾道歡

迎，為國家的體育成就自豪；而近日於巴黎舉行的殘疾人
奧運會，香港代表團亦捷報頻傳。
奧運以外，亦有喜事接踵而來。行政長官於七一慶祝回

歸27周年酒會上宣布，中央政府同意再贈送一對大熊貓予
香港特區。近日，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有
信心大熊貓可於9月底前抵港，預計12月就可與市民見
面。在大家考慮如何為新贈港的大熊貓命名之際，特區政
府再於8月15日公布，居於海洋公園多年的大熊貓「盈
盈」，於當日凌晨誕下一對龍鳳胎，香港可望同時擁有三
對大熊貓。相信無論是新來港的大熊貓，還是在港出生的
龍鳳胎，都會成為遊客訪港的新熱點。
踏入9月，不少團體都會舉辦與中秋及國慶有關的慶祝活
動。其中，九龍西區各界協會就率先以熊貓為主題，推出
「喜迎熊貓系列活動」，並於9月1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據九龍西區各界協會常務副會長閻小穎表示，熊貓作為

中國國寶，其魅力不僅在可愛外表，更承載了深厚的文化
底蘊及友誼象徵。而九龍西區各界協會「喜迎熊貓系列活
動」，將以「ICPANDA 我看熊貓」為主題，由3場相互銜
接的關聯活動組成：包括於9月14日至17日，與油尖旺民
政事務處合辦之香港太空館外牆光雕匯演。而「同心熊貓
海濱遊」，則與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合辦，將在長沙灣海濱
長廊展出一套12款的非遺玻璃纖維熊貓，展期由10月31日
至2025年1月。至於11月1日，會與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在
高山公園，合辦「天府蜀韻賀國慶」文藝晚會，並於11月
1日至7日舉行四川自貢「熊貓紫荊花綵燈展」。活動全部
免費入場，其間會推出熊貓主題餐飲活動，將熊貓文化帶
入社區，預計可吸引100萬本地市民及遊客參與。該會會長
樊敏華期望，此活動可促進九龍西區成為川港文化交流的
樞紐及世界級旅遊目的地，為振興經濟與旅遊業出力。
此外，主辦單位將推出「熊貓飼養員體驗計劃」，招募

20名香港青年免費到四川熊貓基地，親身體驗熊貓飼養員
的工作。據悉，香港海洋公園正與主辦單位商討，安排青
年熊貓大使先到公園參觀，並學習熊貓保育的基礎知識，
為日後開展體驗計劃作好準備。喜愛熊貓的市民，萬勿錯
過往九龍西區看熊貓的機會了。

到九龍西看熊貓

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也許很多人都會聯想起愛
情方面，許多人在愛情之

中總是因放不下而徒生出許多傷悲，一段
錯誤的感情需要及時放下，放下就是放過
自己和對方，也讓自己的人生有新的期
待，其實人生當中也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
適時放下。
古語有云：舉重若輕者方能從容，而執
迷不悟者卻易沉淪。現今生活當中，人們
背負的擔子實在是太多了，如理想、情
感、責任與道義，忙碌奔波，疲憊不堪，
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要去面對那麼多的東
西，如果糾結於當中便會發現煩惱是無窮
無盡的，壓力也是沉重無比，就好像在求
學階段，我們要拚盡一切獲得好成績；在
社會工作之後，會不停地改變追求更高的工
資；在開始創業的時候，想要獲得更多的財
富……人生好像永遠會有任務有壓力，於是

我們不敢停留鬆懈，更不敢輕易言棄，然
而隨着時光的流逝，這些負擔如同巨石般
壓在心頭，讓身心俱疲，難以承受。
但也許到了人生的某個階段才會突然醒
悟，背上的那些擔子是否真的有必要？很
多的壓力其實都是自己增加的，正好像我
們傾盡一生都為着那永不滿足的慾望，吃
不飽的時候想要吃飽穿暖，而解決了溫
飽問題之後又想財富豐盛，而金錢卻也是
一個無底洞。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道理：
若想人生之路走得更遠，便需學會適時放
下。這個道理就像古人說的魚和熊掌不可
兼得一樣，有些東西不能抱着太大的貪
戀，在創業中也是如此，獲得了一個好機
遇或一筆錢財，這是上天眷顧你的付出，
但我們必須要樹立正確的財富觀，要明白
所有的收穫都是因為有了付出，而不要有
不勞而獲、急於求成的念頭。
學會及時放下，在某一些錯誤道路上及時

止損。有些人在創業中遇到了一些挫折，心
中明白繼續鑽這個牛角尖是不對的，可是卻
又不甘心先前付出的努力白費，於是在這一
段錯誤的道路上橫衝直撞導致失去了更多的
成本，等到再想翻身時，卻因為負債纍纍而
難以翻身了，所以放下並非意味着放棄，更
非失去，當放下了錯誤的東西，才能騰出手
來去爭取正確的東西，放下並不代表着結
束，而是象徵着人生的新篇章。
在創業中是這樣的道理，誰說在人生中

不也是這樣？漫長的一輩子，我們得明白一
定會經歷許多成功與失敗，那些成功美好的
回憶可以保留在腦海中，而那些曾經遭遇的
不幸、挫折、失敗與痛苦，便要及時放下。
唯有如此才能釋放內心的空間，去感

受生命的美好與溫馨；我們才能穩步前
行，迎接新的挑戰與機會。學會適時放
下，讓人生更加從容、豁達，綻放出更加
耀眼的光彩。

適時放下

被需要的幸福
操勞一生的母親命運多舛，歷經坎
坷。母親20歲那年，千里姻緣一線
牽，從廣東遠嫁到福建。父親常年
外出四處尋找活計，給傢具繪畫花鳥
魚蟲或仕女圖賺些營生。母親獨自在
家，什麼都不會的她，很快就學會了
在田間的耕種勞作，任勞任怨。但這
並不能解決生活的困窘。她只好又學
了營生的手段，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
歸地在菜市場販賣果蔬。若逢鄰近鄉
鎮圩市，更是奔波在那些偏僻的鄉
鎮集市，搜羅些不常見的菌草或魚
鱉，以賺個差價，貼補家用。母親的
辛勞努力，也使我們漸漸擺脫了困窘
的生活。
我們逐漸長大，母親也看到了生活
的希望，滿懷憧憬。平淡安寧的日子
如水般流逝，那是我們最幸福的10
年。就在我們以為日子會這樣愈過愈
好的時候，命運之神卻突然露出了猙
獰的獠牙。在我12歲那年，父親在
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突然毫無預兆地
撒手人寰。遭此沉痛打擊的母親悲痛
欲絕，她甚至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
氣，日日以淚洗面。看着年幼的我們
哀傷無助、嗷嗷待哺，母愛的天性，
讓她再無法放任自己的絕望和哀傷。
她自強掙扎着振奮精神，積極地和生
活作着頑強的鬥爭。她從土裏刨食、
在菜市場一分一厘地和人計較，苦心
經營這個破碎的家，只在夜深人靜時

無數次從夢中驚醒，淚流成河。
母親的慈愛、堅強和能幹，左鄰

右舍看在眼裏，熱心地想幫她再找
個遮風擋雨的肩膀。但倔強的母親
拒絕了所有人的好意，甚至拒絕了
在那個年代最誘人的承諾—一個
老師願意把孩子們的農村戶口都轉為
城鎮戶口。母親不願我們受任何委
屈，她拒絕了，卻讓自己委屈了整整
10年！母親以驚人的毅力和堅強，
以她孱弱的雙肩，以她疲於奔命的
勞作，含辛茹苦地把我們撫養成
人。她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也不
懂什麼大道理，她只以一顆純樸的
心，庇護着我們樂觀向上地生活。
隨着我們兄妹相繼長大，我們再不
肯讓母親如此操勞，母親欣慰不已。
豈料，放下了所有擔子的母親，還沒
享受幾天安穩日子，奔波忙累了幾十
年如鋼似鐵的身板，卻突然間百病纏
身。暈眩、頭疼、胸悶……檢查結果
是不幸的，是腦瘤；卻又是幸運的，
良性，做伽瑪射線治療就可以了，醫
生說癒後是良好的。
但母親此後變得更加脆弱了，給

我們打電話時，語氣哀怨，惶惶不
安，有時甚至哽咽着，語不成句，
訴說這不舒服那不舒服，其實都只
是些無關痛癢的小毛病或是老毛病。
我們也知道，母親只是想要家人更多
的安慰和陪伴，一如小時候我們對

她的眷戀。我們總是耐心地哄她，
並經常攜家帶口地去看望她，那個
時候，母親臉上的笑容燦爛無比。
母親是這樣地依戀着我們，但當我

們有了需要時，母親總是迅速恢復強
者的角色，一改往日的鬱鬱寡歡和萎
靡之態，忘我地忙碌着，無微不至地
照顧着我們。我們看在眼裏，在母親
再抱怨訴苦時，有時我們也會說一些
自己已經痊癒的病痛。母親此時會立
刻忘了自己所有的哀怨，瞪大了雙
眼，一臉緊張地嗔怪我們平時的掉以
輕心，叮囑我們要及時就醫，甚至搜
腸刮肚絞盡腦汁地尋找偏方。我們唯
唯諾諾地聽着母親的數落，享受着母
親對我們的疼愛，內心是歡愉的。我
們想讓母親知道，不管年紀多大，在
她面前，我們仍是孩子，母親溫暖的
懷抱仍是我們心靈永遠的港灣。母親
溫暖的笑容，母親粗糲的大手，母親
溫言的安慰，總是庇護着我們，讓我
們有勇氣面對所有的困難和考驗。
母親知道我們需要她，她因為自己

仍有能力照顧子女而欣喜，被需要的
幸福讓她遠離自怨自艾，甚至忽略了
自己的病痛。她所有的煩惱憂愁，因
為心裏充盈着的愛而被扔到九霄雲
外。而這，正是我們想要的。我們與
母親在愛與被愛，需要與被需要的人
生之路上彼此攙扶，征服人生路上
所有的崎嶇和坎坷，一路向前。

賴
春
蕾

拓碑有感
拓碑，我初學書
法 時 ， 啟 蒙 老
師——麥華三教授

便教過我，只是從未實踐過，直到
香港工聯會請我去拓一個余寄梅
為他們寫的碑，我才憑依稀記得
的方法作一次嘗試，結果失敗。
拓碑原理本是簡單，將宣紙鋪在

碑上，掃上水，把碑上有字的地方
打凹，乾了拓上墨便可。
我和書畫家葉永潤、張成浦一起

用棉花、紗布自製的工具，興致勃
勃地到工聯會，準備一顯身手。然
而，現實卻給了我當頭一棒。我們
在碑上掃水，將宣紙平鋪在石碑
上，用棉花球輕輕敲打，半乾之
後，拓墨，卻發現宣紙總是無法
貼合碑文，上墨便一團糟，只好
放棄。
失敗後，上網一查，才知道人家用
的是白芨熬的水，便到藥材舖買幾
両白芨，熬製好兩瓶便帶去再試，
結果還是不行，總結原因，一是字
敲得不夠深，二是棉花球不夠平，
一上墨，有字的地方也打得一團
黑。工聯會副會長程
小姐看了看，撂下一句
話：工具不行。人家工
聯會吳秋北會長，從
未拓過碑都拓出來
了，而且一次成功。
再接再厲，我到淘
寶店訂了一套專門拓
碑的工具，拿回來一
看，果然專門拓碑的
工具與我們用的有很
大區別。其中有把包
着布的木槌，打墨的

兩個布包，都是板一樣平的。這
次我自己用小麥粉熬漿，帶上工
具再去作一次嘗試。
第三次，掃水後將宣紙貼在石碑
上，我們一邊用刷子掃平，一邊
用針刺破殘留的小氣泡，宣紙服
服帖帖地黏在碑上。接着用木槌不
斷敲打，把字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
敲打到凹處，字跡也清晰地顯露
出來。待乾得七七八八時，便拓
墨。當我開始用墨汁拓印時，我們
格外小心，每一個環節都做得一
絲不苟。終於，一幅清晰、完整
的拓片出現在眼前。那一刻，我們
內心頗有感觸：

數番操持碑未成，
苦思緣由意難平。
汲取前訓勤總結，
寶墨終歸願始行。

之前所有的失敗和挫折都變得
微不足道。通過這次拓碑的經歷，
我明白了「失敗是成功之母」的真
正含義。每一次的失敗，都是一次寶
貴的學習機會，讓我們能夠發現
問題、總結經驗、改進方法。正

是在不斷的失敗與嘗試
中，我們才能逐漸積累
經驗，提升技能，最終走
向成功。
拓碑如此，人生亦如
此。在人生的道路上，我
們會遭遇無數的挫折和
失敗，但只要我們保持堅
定的信念，勇敢地面對失
敗，從失敗中汲取力量，
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
實現自己的夢想，創造
屬於自己的輝煌。

跟何文匯教授在母校
（浸大）饒宗頤國學院
重聚——上周六（8月

31日) 我們舉行《世說論語》全港學界
徵文比賽頒獎禮，作為首席評審的何教
授自當出席，除擔任頒獎嘉賓外，更致
辭勉勵莘莘學子，讓大家獲益良多。
何文匯教授致辭：「說起《論語》，

我很有感觸。我是在2015年在這裏饒宗
頤國學院跟陳復生拍攝《論語》， 2016
年也邀請了尤德夫人用英語談《論
語》。」時光飛逝，轉眼10年，由當初
籌拍電視節目《世說論語》至輯錄成
書、期間因疫情暫延，再到舉行徵文比
賽，頒獎禮……10年光景後，大家仍然
為《論語》，重聚於國學院。
常言道「十年人事幾番新」，難得的

是10年後，我們依舊對《論語》熱情澎
湃，且信眾愈多，平日較清靜的國學
院，當天聚首了數十人（包括19名優勝
者、家長、教授和老師等）。何教授續
說：「我還記得，當時我跟Katie（復
生）說《論語》是孔子跟他的門人的語
錄，也是孔子學說的寶庫，也是修身齊
家治國的寶鑑。所以是很多寶的，也是
家寶，家家都是寶，也是我們的國寶。

所以，如果不好好珍惜這些寶，便是走
寶了。幸好復生女士做了《世說論語》
的節目，使一般人對《論語》的認識加
深了，對我們日常學業的追求，對我們
的工作也很有幫助。但是如果我們想深
入少少了解《論語》的話，的確需要大
力推動，所以今次的徵文比賽，有一個
很大的好處，因為特別是年輕人，最重
要有遊戲、有比賽去推動，他們才會
做，做了便得益，現在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做，例如劍擊、游水、跳水，甚至玩
霹靂舞，所以如果能參與比賽有獎金又有
獎品的話，確實能夠刺激鼓勵多點學生願
意參賽。參賽有什麼好處呢？就是真真正
正地去讀《論語》，去思考箇中的道
理，思考完後，還要想辦法表達出來，
這就是作文的好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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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碑現場。
作者供圖

◆新的學年開始了，祝同學們學
習愉快！ 作者供圖

◆在博覽會上試聽吳彥
祖設計的限量版耳機，
音色好靚。 作者供圖

◆何文匯教授出席《世說論語》全港學
界徵文比賽頒獎禮及致辭。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