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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羽毛球最佳組合「鄧謝配」
中秋快樂！香港剛完
成了一年一度羽毛球盛
事「香港羽毛球公開錦

標賽」，本港羽毛球最佳組合、世界排
名第七的「鄧謝配」鄧俊文、謝影雪全
力以赴，但師姐透露這是最後一次參
與，「原因年紀大，身體不斷有投訴，
真的要慢下來了，（有不捨得嗎？）有，
我由2006年開始打香港公開賽到現在，
每一次都好珍惜在香港的比賽，朋友家
人球迷親身支持打氣，這是很大的動力
和感動，我愛打Hong Kong Open！」
大家都覺得奧運欠你們一個獎牌，下
次會一起參加洛杉磯奧運嗎？俊文回
應︰「我想不會，當然我想夾她，但是
我見她在奧運前有多辛苦地去準備，她
辛苦，我也很辛苦，所以也是時候要休
息一下。」影雪回答：「我的心好想繼
續，但容樹恒教授提醒我有類風濕關節
炎，每次訓練都會觸發發炎，他不建議
我打世界級高水平的賽事。實在自己打
了超過20年，也『夠皮』了。另外，長
時間出外比賽好少時間陪家人和自己的
狗狗，特別是媽媽，每次回家吃飯她都
煮九大簋，所以是時候把時間放在香港
了。我將在香港大學讀工商管理，想要
有一個學位，15歲開始就是打一份工做
運動員，外邊的世界我不太認識，我要
準備好自己，無論將來是否當教練也多
一條路選擇。」
師姐上學去，師弟又如何？「我會留
在羽毛球隊，新總教練即將上任，看有
怎樣的安排，或者夾一個新拍檔重新出
發。（會是姓楊的嗎？）不，那位是我
的女朋友（師姐搶白：師妹是他的人生
拍檔，哈哈哈），始終為了好關係，最
好不要做拍檔，不然場內場外都可能爭
吵，那就不好啊。」
「鄧謝配」鼓勵年輕人加入行列嗎？

師姐答：「當然，運動員這條路真的特
別精彩，希望更多年輕人可以體驗這一
份開心。現時香港一年只有一個公開
賽，希望政府搞多一些大賽，多讓市民
和小朋友欣賞到國際級的賽事，令他們
也想做運動員。」
師弟也回應︰「除了政府資助，也可
以多些商家加入，大家只見到『鄧謝
配』參與高級比賽，實在隊中還有很多
運動員，香港也可以舉辦多些級別低一
點的比賽，讓年輕隊友參與，累積經
驗，使水平更提高！」
他們異口同聲︰「我們很多謝香港球
迷，不斷鼓勵我們不要放棄，他們打氣
說你們在球迷心裏是冠軍，正因如此才
依然有『鄧謝配』。記得2019年在丹麥
公開賽，決賽落後7分，對方多取1分
就是冠軍，師姐跟我說：『我們不要放
棄，盡最大的能力去打！』我們1分1
分地打上去，最後反超對方取得了冠
軍，啟發了我任何事情，只要不放棄都
可能會做到！」
「鄧謝配」雖然在剛剛的公開賽四強
止步，但 8年來為香港寫下的輝煌戰
績，將永遠留在球迷心中！

《2024香港小姐競選》
賽果新鮮出爐，經多輪角

逐，最後由2號倪樂琳大熱勝出，奪得冠
軍，11號梁嘉莹當選亞軍，14號楊梓瑤以
黑馬姿態奪得季軍。
倪樂琳現年23歲，身高167.5cm，城市大

學畢業生，憑着清純氣質被封「城大校
花」，人美、學歷高。她的另一光環是顏值
撞樣大美人李嘉欣，得「城大李嘉欣」稱
號。符合港姐口號：「美貌與智慧並重」，
奪冠實至名歸。
我出身娛樂周刊，周刊印刷釘裝需時，
並有指定日期出版，時效性輸給港姐決賽
翌日早上出版的報章，但為盡快報道決賽
消息，所主理的周刊會提早在決賽翌日中
午出版，既要貼近時效性，內容更要獨家
深入勝過報章，因而需要做個
周詳計劃。
因累積多年經驗，單憑看佳
麗的硬照，直覺就會告訴我誰
會是冠亞季軍，鎖定這3大目
標人物後，便派記者去接觸她
們，目的是取得聯絡方法及做
家訪，那時候電視台嚴禁佳麗
與傳媒有聯絡，負責的記者都

能取得她們信任，拿到她們的電話，更去
到她們家，跟她們家人預先做專訪，最重
要的任務是拿到她們兒時及念書時的舊照
片，並且全部拿走，斷絕其他傳媒取得這
些照片的機會，直至選美完結便完璧歸
趙，這秘招叫「趕盡殺絕」，很管用。
現在網絡發達，這些秘招都用不着，採
訪新聞的鬥智程度亦減低了。換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香港小姐》選美對於傳媒來
說，是一場硬仗。
張曼玉那屆，她是心目中的三甲之一，
知道她是廣告模特兒，便請相熟的泳裝廣
告商，真金白銀邀請她拍一輯泳裝廣告
相，由廣告商給我們用作封面，既沒違反
大會規定，張曼玉有一筆收入，廣告商有
曝光，我們亦得到好銷量，三贏。

選美決賽晚上，全體人員加
班，留在報社睇決賽，每命中
一個，大家拍掌歡呼，有幾
屆，冠亞季軍三連環都給我猜
中，十分順利，等攝影師將現
場拍攝的菲林沖曬好拿回來便
埋版，通宵達旦趕工。
直至清晨付印了，才回家昏
睡。

《香港小姐》舊年採訪秘招

文公子的一位良師，是香港中文大學
市場管理學系的陳志輝教授，榮休後加
盟大灣區商學院擔任校長。陳教授對市

務管理深具心得，曾提出「左右圈」理論，以「左圈帶
動右圈需求」，作構思市務策略的框架。在培養團隊及
企業文化上，陳教授提出了層層推進、按部就班的
「知、明、喜、行、慣」構思。在推行企業文化或革新
時，要先令團隊成員「知」道、「明」白，進而「喜」
愛，然後執「行」，再培養成習「慣」。此策略應用範
圍相當廣泛，例如可用於培養香港青少年的愛國心。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青年工作與愛國教育雙失，問題

就在於沒有貼地的整體策略規劃與有效執行。某些愛國
愛港陣營針對青年的愛國活動，往往捨難取易，只與愛
國愛港學校合作，功課是交妥了，但對協助整體年輕一
代人心回歸，自然力有未逮。
文公子所屬香港中華總商會油尖旺聯絡處，多年前就
已開始與區內校長會合作，組織中學生生涯規劃及前往
大灣區交流，當中不乏傳統教會名校參與。文公子亦曾
參與過好幾屆，歷年行程包括參觀與香港史及國家近代
史相關古蹟、展現國家先進面貌的博物館及企業；重頭
戲是到廣州大學城參觀並與內地升學的港生交流，學生
大都反應積極，後來因疫情而一度停辦。
油尖旺聯絡處及後改組為九龍西聯絡處，再度主辦中

學生生涯規劃及交流團；剛於9月12日至14日，就組織
了九龍西區內十間中學，當中過半數為傳統教會名校，
共百多位學生及老師往大灣區參觀考察，實地了解內地城
市最新發展及大學校園生活，行程包括拜訪廣州市人大及
聽課，並先後到訪深圳大學粵海校區與香港科技大學南沙
校區、參觀科創企業、與內地青少年文化交流等。
要培養年輕一代的愛國心，必先培養其對國家的歸屬

感。根據「知明喜行慣」的順序，先知，後明，才能
喜。中總安排的交流團，能協助青少年親身體驗國家的
最新發展，正是知；加上與內地升學港生和同輩交流，
就能幫助他們更明瞭國家的文化，進而喜愛國家，自然
地產生歸屬感，埋下愛國心的種子。既已有良好的基
礎，如能再加持之以恒的執行，例如持續舉辦愛國活動
及鼓勵參與，當愛國成為習慣，即可功成。
中總由知與明起步，先培養年輕人對國家的喜，並能

行之以恒，目標是將愛國培養成習慣，自是好橋。

「知明喜行慣」培養愛國心

就某部分人來說，
對於時間有着比較深
刻的觀念。在成長的

某個階段會突然發現，其實時間對人來
說就是生命在流動。在原始時代，人們
對時間的判斷是根據大自然的變化，大
約地來做判斷，然而在今天時間被細化
為一個個極小的單位，人們對時間的掌
握看起來更簡單，但總有那麼一種感
覺，雖然時間比以前更好控制，但卻覺
得總是不那麼地耐用，長大和變老也許
就是一瞬間的事情。
如何去珍惜而不讓時間虛度？大家曾
否拚命地在一定的時間裏塞滿了各種各
樣的計劃安排，可是最終效果也不如理
想，後來便慢慢發現，珍惜時間最好的
方式並不是跟比賽一樣爭分奪秒去做各
種事情，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人
的一輩子也就幾十年，而要讓時間更充
實，就應該拓闊生命的寬度。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吃飯、穿衣等等都
是必須的，當然謀生也佔了主要的一大
部分，然後除了謀生也覺得其實可以讓
自己的靈魂更加有趣，提升自身的精神
境界，於是便發現閱讀是一個很好的方
法，也許朋友會覺得奇怪，怎麼珍惜時
間跟讀書扯上了關係？其實這並不難理
解，一個人學識淵博的時候，他的思想
會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思想境界高了就
好像擁有最核心的力量，能夠帶領自己
去理想的生活，在潛移默化當中生命的
寬度也就大大地擴寬了。
人們總是忙於謀生，大部分時間在那
些無休止的工作當中溜走了，而卻沒有
獲得多少的收穫，只是覺得滿身疲憊，
日子匆匆忙忙要做的事情那麼多，相比
之下，閱讀好像也成了不那麼重要的
事，但閱讀與其說是珍惜時間的方式，
不如說是一種讓心靈沉浸下來的修行，
因為人總會陷入迷茫，而書本能讓我們

在迷茫當中找到亮光，減少那些對煩惱
的糾纏和迷茫，因此生活會減去很多不
必要的時間浪費。
每個人都渴望擁有美好的未來，但卻

忘了前提，只有那些裝滿知識與智慧的
靈魂才能創造出豐盛的生活，無論我們
處於哪個人生階段，從事什麼樣的工
作，閱讀都是不可忽略的一種習慣。在
創業當中的人經常會陷入迷茫，正因他
們面對的情況太多變數而想減少迷茫的
時間，最好的方法就是靜下來閱讀，獲
取一些應對挑戰和危機的技巧，讓思維
更加靈活，而有時候從浮躁中抽出身來
靜心閱讀，在日積月累中得以不斷保持
思考，更新自我認知直至愈來愈從容。
珍惜時光的方式也許不只是閱讀一

種，但認為前提是必須讓自己的心沉靜
下來，只有這樣才明白生活應該如何簡
化，我們才會明白怎樣在有限的時間內
過得更加精彩。

珍惜時光的方式

馨香的菱角
它是水生植物的一員，生命力
旺盛。暮春，只是東一朵西一朵
地漂浮在水面上。立夏之後，它
們已呈堆疊之勢，鋪滿塘面。
綠瑩瑩的菱角藤簇擁着，由着
自己的性子去生長，去蓬鬆。每
次看着它們親暱地擠在一起，我
小小的心房就會漾起一層水波，
生發一絲感動。也想像着，自己
若是其中的一枝一葉，一藤一
蔓，伴着和煦的夏風，無所顧忌
地徜徉在清凌凌的塘水上，該是
怎樣的愜意。晨曦微露，露珠偎
在菱角的葉片上，蕩鞦韆。菱角
的夾層間是早起的水蛇來回游
弋，我站在離菱角一尺遠的塘埂
上，馬尾草於我的光腳間頑皮地
抓撓着，翠綠的稻秧上幾隻麻雀
靜靜地飛。
菱角的葉子是由一個空心的莖
連接着它與根系。淡綠的菱角花
堅挺地開在菱角上，掩映在菱角
的藤蔓間。好多個菱角翹起頭，
向村莊張望。它們已經足月，只
等採擷。靜待成熟的日子，它們
目睹了麥子由花開到赤黃，田野
由冷寂到繁忙。如今，稻秧在田
間散着悠悠的清香，塵世中煙火
的味道越發濃郁。一個頭頂裹着
花格子毛巾的少婦，坐在圓形的

大木盆裏，用兩隻手掌划着水
波，一點點向菱角藤靠近。
厚厚的菱角藤相互牽扯，她揮
動着靈巧的手，總能在盤根錯節
的菱角藤下準確地摘下菱角，放
入盆中。一大叢一大叢的菱角藤
在她經過的水面上堆疊成小山
丘，木盆裏的菱角也堆成了山
丘。木盆開始傾斜，站在塘埂上
的隊長衝着她喊，快過來，木船
要翹到天上去了。
隊長說着，衝着划過來的小木
船伸出了胳膊，手緊緊地抓住木
船的一面，其他的隊員湧上前，
接過採菱女遞過來的、盛着滿滿
菱角的竹籃，採菱女從木船裏站
起來，下了船，她拍拍自己的後
腰。旁邊的人抓了一大把的菱角
放在她手中，陽光熱烈地照在她
花格子毛巾上，她在毛巾裏笑得
像一朵蓮花。
小時候吃菱角像是過年，小隊
部裏的大人孩子幾乎傾巢出動，
圍着原本空寂的池塘，歡呼雀
躍。我最喜歡看母親坐在木船裏
的樣子，那時，我頭上頂着母親
給我戴上的荷葉，站在塘埂上，
眼巴巴地看着坐在木船裏的母
親，塘埂上所有人的眼睛都跟着
母親轉。耳畔卻響起了那清脆的

歌聲，「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
浪，洪湖岸邊是呀嘛是家鄉
啊……」多麼威武、豪邁、颯爽。
木船每經過一處，身後的菱角藤
就高起一處。母親就像一個戰
士，身後的菱角藤是她的俘虜。
菱角被全部摘了一遍之後，就是

分份了。把摘好的菱角分成一堆一
堆，原先看着挺多的菱角，分到各
戶也沒有了多少。這時，母親摘來
一個荷葉，兜起地上的菱角朝家
走。我一蹦一跳跟在後面。
菱角的殼是綠色的，身上長着4

個角，朝着不同的方向。菱角的肉
是肉乎乎的白色，我一邊走，一邊
咬着菱角。我把菱角肉吞入口中，
那滋味清新溫潤，細嫩爽口爽心，
有一絲淡淡的甜，外殼有點澀。據
《本草綱目》上記載，菱角可以健
胃補脾，健力益氣。在我國已經有
三千多年的歷史。
回到家中，母親把菱角洗淨，

煨熟。燒熟的菱角肉質更加緊
湊，有一股噴噴的香味。這味道在
我生命最初的曲線上縈繞過，盤
踞過，一如我如夢的年華。這味道
直到現在，仍是可以滋潤我生命的
味道。夏日，溫婉的室內，烈日擋
在窗外。一個人坐着，對着一盤菱
角，回味、咀嚼、咀嚼回味……

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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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蓮韻——張成浦寫蓮
最近，香港
東方書畫院組
織中、日、韓

書畫家聯合舉辦《競寫愛蓮
說》書畫線上展，張成浦創作
了一幅《香遠益清亭亭淨植》
參展，由是而見他揮毫作畫。
書法家張成浦先生最近才開
始寫蓮。據我所知，他以前從
未拿過畫筆，然而，近日他以
其獨特的筆觸和深厚的書法造
詣，為我們展現了蓮的綽約風
姿與高潔神韻。
成浦寫蓮，不僅僅是形態的
描繪，更是心靈的傾訴與精神
的寄託。他寫蓮，首先注重的
是對蓮之形態的細緻觀察。他
常常漫步於荷塘邊，在晨露未
晞或夕陽餘暉中，凝視着蓮的
每一個姿態。那亭亭淨植的莖
幹，舒展如舞的荷葉，嬌嫩欲
滴的花朵，都被他深深地印在
腦海中。當他提起筆時，這些
生動的形象便如泉湧般流淌於
宣紙之上。然而，他的作品絕
非簡單的臨摹。成浦以書法的
線條之美，賦予了蓮全新的生
命。他的筆畫剛柔並濟，方圓
兼備，時而如劍戟般挺拔鋒
利，時而如絲綢般舒展流暢，
時而如花瓣般輕盈婉約。每一
筆都蘊含着他對蓮的深情與敬
意。在他的筆下，蓮不僅僅是
一種植物，更是一種象徵。蓮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
妖，正契合了成浦對高尚品質
的追求。他通過寫蓮，傳達了
自己對純潔、正直、堅韌等美
好品德的讚頌。他的作品中，

蓮的高潔之態，彷彿在告誡人
們要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保持
內心的純淨與堅定。觀賞成浦
寫蓮的過程，更是一種享受。
他全神貫注，筆隨心動，墨香
四溢。他的呼吸與筆觸的節奏
相呼應，與蓮融為一體。隨着
他的揮灑，一幅蓮的畫卷徐徐
展開，讓人不禁沉浸其中，感
受到書法與自然、藝術與心靈
的完美交融，成浦寫蓮，不僅
為我們帶來了美的享受，更讓
我們在他的墨香中領悟到了蓮
的精神內涵。
成浦是香港東方書畫院總幹
事、香港書法家協會顧問，其
篆隸皆具個性，此番書法入
畫，作品自有一種古法氣韻，
意境深遠，沁人肺腑，讓我們
在這喧囂的世界中，感受到了
一份寧靜與純淨。余竊以為書
法家寫畫，不僅是靠書法功
底，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藝術
修養和個人氣質。

成浦風荷韻萬千，
芙蓉出水映霞天。
香飄遠岸迷行客，
翠影輕搖意自憐。

前文提到香港教育局施
俊輝副局長除擔任「《世

說論語》全港學界徵文比賽」頒獎禮的頒
獎嘉賓以外，還致辭勉勵各位得獎同學：
『我閱讀了部分得獎同學的作品，很高興
見到同學能夠融會貫通，思考《論語》的
意義。例如，有同學把『學』比喻為抽水
機，以詩比喻作為濾水器。認為在學習過
程當中除了不斷吸收知識之外，更加要慎
思明辨，充分闡述了孔子『學而思則不
罔，思而不學則殆』的為學態度。也有同
學透過精讀《論語》來抒發對人生的感
悟，認為能以《論語》為鏡，反照自身的
不足，並且從中學習修身、立德、待人處
世的道理。更有同學，
從孔子《論語》當中的
學說，追溯堅持本心的
一心，並且向孔子為民
立命的崇高理想致敬。
同學的分享由為學到人
生的感悟以至為社會貢
獻的抱負，不單展現了
對《論語》的理解和當
中的反思，也體現了各
位同學在修身、求學、
做人和處事方面的正確
價值觀和態度。」

他又提到教育局一直重視同學的品德情
意、價值觀教育，以及中華文化學習。他們
為學校提供不同的學與教資源，也不時舉辦
多元的學習活動和比賽，讓同學能在課堂內
外學習中華文化、培養品德情意。現時學界
有關推廣中華文化的活動和比賽也愈來愈
多，他經常在不少比賽中遇上何文匯教
授——作為專家方面的指導。此外，教育局
也有舉辦「華萃薪傳」等比賽活動。
施副局長續說：「今年3月教育局更加
向學校發放一筆推廣中華文化的津貼，鼓
勵學校進一步推廣中華文化的體驗活動，
期盼同學能以更多元和有趣的學習體驗，
能夠真切愉快地認識和欣賞我國歷史悠久

的傳統文化，增強民族的自豪
感和愛國情意。孔子說『學而
時習之，不亦說乎』，我們期
望各位同學能夠繼續學習，多
讀經典作品，積學儲備，體悟
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同時也
自我反思，做到『吾日三省吾
身』。更加要學懂關心社會、
關愛萬物，將經典中學習的道
理付諸實踐，成為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德才兼備，勇於承
擔的新一代。」

鼓勵同學多學習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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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謝配」鼓勵年輕人加入羽毛
球這項運動。 作者供圖

●香港教育局施俊輝副局
長在頒獎禮致辭勉勵得獎
同學。 作者供圖

●（左起）亞軍梁嘉
莹、冠軍倪樂琳及季
軍楊梓瑤。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