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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貴收入少減消費
2025年中國在
差不多所有經濟
領域都會欣欣向

榮，不論初級產業（漁農礦牧）、
次級產業（製造業）和三級產業
（物流、航運、金融服務業……）
的前景都可卜樂觀。美國及其主要
盟友（如G7的其餘六國︰英國、德
國、法國、日本、加拿大、意大
利）則困難重重。香港從來都是溝
通東方與西方的橋樑，經濟上背
靠祖國是優勢，同時也無法擺脫
美國主導國際貿易舊規的影響。
今天我們強調要鞏固香港「八
大中心」定位。其中六項屬國際
級中心，即金融、創科、貿易、
海運、空運和文藝交流；餘下仲
裁和知識產權貿易則屬區域性。
凡與國際貿易有關的「中心」

必受影響，畢竟美國要全方位打
壓中國發展，荒唐的制裁、圍堵
和脫鈎的手段會層出不窮。今天
國際貿易秩序，甚至法律，大都
是美國人說了算。萬一他們鐵了
心不讓香港繼續成為與倫敦、紐
約鼎立的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
心，那無疑將對香港構成巨大的
挑戰。他們甚至可以隨意拘禁華
為高管孟女士數年之久，事件的
本質就是「擄人勒索」4個字。
現時美國政界就是被一幫唯利是
圖、目無法紀的人把持，與他們

做買賣的中小企業將要面對什麼
樣的奇怪事，還真難以預料呢！
筆者以為只有創科與文藝交流
較不受中美全方位角力影響。說
到文藝交流中心，想起宋太祖趙
匡胤曾留下「宰相須用讀書人」
的名句，「讀書人」在此解作博
通古今、文化素養極高的人才。
移用「老趙」的思路，發展文化
產業來賺錢亦「須用讀書人」，
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有深
厚認知的通儒。由未回歸前港英
時期到特區成立已四分一世紀，
香港政府都是由傾向重英輕中的
「技術官僚」（Technocrats）主
導，若不改變，文化產業創匯的
前景實在難樂觀。
經濟學研究商品和勞務的生
產、分配和消費。香港長期奉行
「低稅率高地價」的理財方針，
生產成本、分配成本（即交易成
本）居高難下。物價貴而收入
少，就只能壓縮消費，這將是今
後幾年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今時香港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0
元，既難大增，亦不易持之養家活
口。英國是11.44英鎊；加拿大是
17.3加元；美國最低是7.25美元，
但許多州約在15美元，三地都過
百港元，隨隨便便都是兩三倍以
上。他們的處境比我們還艱難得
多呢！ （新年經濟展望．下）

養老先忘老
民政部前一陣發布
公告，顯示截至2023

年底，中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幾近3
億，佔總人口的21.1%。所有媒體和輿
論聞訊馬上新一輪大呼小叫，哎呀，
老人家超兩成了，老齡社會加速了，
咋整！咋整的旁邊、頁面邊欄顯示的
其他新聞是「老閨蜜結伴環遊世
界」，配圖裏，精神阿姨們列隊開心
掄紗巾。
從宏觀的社會學角度來看，媒體們

所焦慮的老齡化問題當然正確也重
要，但從一些現實的微觀角度來看，
有些時候，媒體和輿論的「備忘錄」
和「氣氛組」功能恐怕卻更明顯——
時刻提醒人們，你老了。記得曾在社
交媒體看過一個問答，題目是「你什
麼時候覺得你老了？」答案中，不止
一個人寫「當別人提醒的時候。」
小狸在前兩期《油膩女性》中曾提

及，國人似乎對年齡特別敏感和在
意，而且一定會把這些在意表現出
來，從而影響周圍的人一起在意。比
如，一些中年人，時常會「勸誡」同
齡人說「咱們這個年紀」、「你也老
大不小了」、「ta還是個孩子」，一
些老年人動不動就自嘲「我這把老骨
頭」，而一些年輕人，更熱衷矯情
「29 歲老阿姨」、「一枚中年婦
女」……當然，對面賽道也一樣，打
開小紅書，每一條「抗老」帖下都必
有大把「真．中年婦女」在評論區PO
自拍照讓大家猜年齡。而無論是裝老
還是裝嫩，或只是不斷強調真實年
紀，都是對年齡的過於在意。
而其實，小狸真心覺得，無論養老
也好，抗老也好，首要的其實是要忘

老。不是盲目鴕鳥拒絕過生日，而是
沒必要那麼在意，更無需時時想起。
而且小狸不是亂說的。有一本書叫
《不被定義的年齡》，作者是美國耶
魯大學的教授、老齡心理學專家。她
通過一項長期的追蹤研究發現，對老
齡化持最積極看法的受試者比持最消
極看法的受試者平均多活了7年半。
許多以前被認為是完全由生理衰老引
起的健康問題，其實更多的是受到人
們從社會文化中內化的消極年齡觀念
的影響。這位教授說，研究證明，包
括年齡觀念在內的各種非生物因素對
長壽的決定權重高達75%，而基因只
決定了剩下的25%。對年齡的刻板印
象才是長壽的最大敵人。
教授除了分享研究成果，還舉了一
個親身例子。某次她為了獻愛心參加
了5公里慈善馬拉松，但沒跑出200米
就抻了腿，一瘸一拐回家後抱怨「年
紀不饒人」，結果被十幾歲的女兒一
語戳破：「和年齡沒關係，誰讓你遲
到沒做熱身。」教授頓悟，這就是對
年齡的刻板印象，並由此感到比拉傷
肌肉更深的擔憂——經過漫長的社會
文化影響，刻板印象已經是太多人的
本能。也因此，「養老先忘老」是關
鍵，卻並不那麼容易做到，人們需要
有意的提醒和常常的訓練。而首當其
衝，可以先練習完全否定「人老了會
愈來愈沒用」這個愚蠢又討厭的觀
念。不要小看這個方法，它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的很多健康問題都由這個
心理暗示產生的。
從今天起，不要那麼在乎年齡，或

者至少，你只在乎你的，別再提醒別
人。

剛和已退休的舊同
事會面，她表示準備

移居珠海，正物色房子。說起在珠海
一帶遊玩生活，她便興高采烈停不下
來，尤其是講到物價、講到美食、講
到閒適的環境，更有說不完的話題，
又給我看戰利品的照片，看來下一次
和她見面，會是在內地了。
移居內地和在內地購置物業，這幾年
來已成了身邊友儕的話題，也真是不講
不知道，這話題甫打開，才知道朋友中有
這麼多人在內地置業了，珠海、中山、惠
州、深圳……都是熱門地點，將來探親
會友，可要穿縣過市了。
我還發覺有一現象，就是移民海外
如加拿大、美國、英國的朋友，退休
後回港，逗留了一段時間，當到內地
遊玩過後，不少人都考慮回流，然後
到內地生活，主要也是在大灣區。
這是個有趣現象，年輕時有人認為
香港是個事業發展的好地方只想留
下，有人會因為種種原因選擇移民海
外，大家都沒有去想老來的安排。
小學時讀過「少小離家老大回」、
「落葉歸根」、「告老還鄉」，都是
隨口唸的，誰想到老來真的會回鄉歸

國，但這個鄉又多數不是自己的家
鄉。聽來最多人移居的是中山，那中
山又忽然成為了許多人的新「家
鄉」、新的養老地，自己成了中山
人、孫中山先生的「同鄉」。
一個香港家庭，現在常見的現象是有
家人在外國生活，又有些在香港賺錢拚
搏，老人則到了大灣區養老，這成了香
港家庭的模式，我想會成為典型。
那邊廂，工作間和鄰里間認識愈來
愈多新移居的內地優才生，他們懷着
理想來香港發展，實在歡迎他們，感
謝他們來為香港建設，讓香港更充滿
朝氣。
「良禽擇木而棲」，不同人在不同
年齡，有不同的需要與選擇，各取所
需。能有選擇，可以選擇，有得選
擇，實在是我們大家的福氣。

香港人的新家鄉

「一齊去珍寶舫
啦，有特別文化活動
呀！」江慧芬師姐邀

約金英姐和我，嗯，真令我們動心。一
百多年前香港是個小漁村，經歷滄海
桑田，在港人的獅子山精神努力下，如
今已成了繁華都會，香港仔這個昔日
漁民聚居，以漁業批發為經濟命脈的
社區，亦演變成具漁業文化特色的文旅
地。去年聖誕假，香港仔坊會等單位在
深灣碼頭徑迴旋處廣場，就與珍寶太
白海鮮舫合辦了「點亮活力香港仔」的
市集暨文藝活動，帶遊人穿越時光，重
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海鮮舫之繁華景
象，適合大小朋友來體驗漁村文化。
難忘我小時候跟着父母到珍寶海鮮

舫飲喜宴，簡直感到威水又新奇。以
前去飲要先買「飲衫」，我和姐姐穿
上爸爸新買的紅色連身裙，真是威水
呀！爸媽帶我們從九龍乘長途車到香
港仔，全家小心登上那接駁艇，侍從
帶我們進去像皇宮般的珍寶海鮮舫，
那裝潢閃亮耀目令我心花怒放！小豆
丁的我恍如入大觀園，興奮走近大魚
缸看游魚。
今非昔比，珍寶海鮮舫，太白和海

角皇宮這三舫均已停業，但完成歷史
任務的名舫已刻印在我們腦中，難得
現可藉着「點亮活力香港仔」之活動
來此穿梭時光，這文化之旅除了讓我
們可乘坐復古觀光船，重遊水上香港
仔外，碼頭五光十色的市集、各式攤

位，更展現出香港仔的多元活力，有
認識大澳黃唇魚、海水淨化及電子狗
的學術攤檔；有手工紙紮魚、金龍、
花團扇檔，來訪遊人中有兒童穿上漢
服，感受古風情意；有玩攤位遊戲獲
取可愛熊貓娃娃，也可現場品嘗別具
特色的艇仔粉。
廣場上還安排了多項音樂表演，包

括街頭藝術：有潮流鼓樂，有年輕及
中年好歌手組合，有演唱歐西英文歌
及國語曲，兼有自己創作新曲目的男
女歌手，還吸引了輪椅客和裝扮成小
鹿般的寵物狗。
我欣賞主辦機構更設有低調南音說

唱，以及粵曲表演，節目真豐富多元
啊！昔日漁村，今已變得國際化；儘
管它變又變，變幻始終恒常見，人生
勢必有變遷呀，我想變動不正正就是
活力嗎？
查篤撐仍魅力不減，老人小孩共歡

暢，一家大小假日同享天倫，樂遊珍
寶海鮮舫，珍惜人間今昔情。我讚！

點亮活力 遊珍寶舫
每到歲寒，若懷想一種植物，脫口而出的
名字，大概率是梅、蘭、竹、菊。梅之高
潔，剪雪裁冰，一身傲骨；蘭之賢達，空谷

幽放，香雅怡情；竹之君子，清雅澹泊，謙謙有節； 菊之
隱逸，凌霜飄逸，不趨炎勢。中小學課本，選取的名篇也多
是「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
開盡更無花」。這些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長大的文化意
象，把冬的寒冷同精神的堅韌、品格的高潔緊密相連，將文
化的養分浸潤人心，久而久之，便成了文化習慣。
這個冬日，我卻被那不知名的草深深打動。友人去銀礦灣

探秘，冬日的黃昏，深邃的大海，斜陽低垂，沙灘寂寥。蕭
瑟的氣息從相片上漫溢出來。將相片發到我手機上的友人，
忽然來了一句：「那草，最暖。」可不是，岸邊十餘米的地
方，就是萋萋芳草。像是芒草，又無法細辨。那瘦長瘦長的
莖，那啞黃黯淡的穗，那彎下腰去又絕不躺平的姿勢，將一
份暖意傳遞給我。可我，似乎除了「一歲一枯榮」之外，竟
一下子詞窮，記憶的倉庫裏存放了太多與「歲寒四友」相關
的名句，卻極少有關於冬草的。
而這冬日的草，卻最貼近人到中年的生活。在這人世間，
我們都不過是一棵無名的野草，是萬千風景中最不起眼的
「背景」和襯托，但卻用我們每日的勞作，奉獻着奮鬥的熱
情、傳遞着生活的暖意，即便在嚴冬，也從未躺平，更不甘躺
平。「行盡天涯路，年年見汝衰。誰能搖落後，猶有雪霜姿。
寂寞何人顧，芳榮暗自期。平原一睇望，殊作塞垣思。」想
到這，記憶庫裏的這首明代何絳的詩終於浮現，它的題目就
是《冬草》呢。

冬草

所謂連載，並沒有在當
前銷聲匿跡。我們現在看

到的網絡小說，大多是在文學網站當中通
過連載完成的。這樣說起來，它與早期報
紙副刊連載的小說並無二致。早在民國時
期的鴛鴦蝴蝶派，就是靠連載愛情小說成
了氣候。讀者每每接觸到各種改朝換代的新
聞，就同時看到了連載裏的愛情故事。那或
者是像《玉梨魂》一樣的愛情悲劇，又可能
是《金粉世家》這樣的喜劇，還有突出時代
變遷的《廣陵潮》，從中法戰爭一路講到五
四運動。兩個平行空間在互相印證當中，
把一個枯燥乏味的悲觀荒誕的信息世界和
另一個有機的、有其連續性和因果性的、
可被理解的世界聯繫在一起。新聞和連載
小說出現在同一份報紙當中。新聞傳染了
小說，讓它顯得更真實。連載小說卻讓我
們終於可以理解這個破碎世界的邏輯，這
故事是作為一個註解存在於一步步的情節
推進當中，並最終對應於現實。
這麼說起來，倘若你想要理解一個世
界，並把這個世界看似毫不相關的部分連
貫起來，就只好去看時下的小說。但最好

是連載，因為，它更加不受控制。
連載小說，最被人忽視的就是它的連載
性。它的情節其實並不像我們讀者感知的
那樣，一旦看到了新情節，就理所當然地
接受了這個情節。當然，作者在寫作的時
候不得不顧及前後故事的連貫性，可他實
際上是在做增補的工作。這也就是說，當
一個作者在終於寫完今天的連載之後，他
其實是舒了一口氣的。他已經擔心了很
久，怕無話可說，幸好這會兒寫完了。他
並不會想到，故事連載到一半，下一天還
得接着寫。連載作家都是邊想邊寫。
於是，故事的增補是在填充前面偶爾冒
出來的一個情節。或者，把一個稍早草草
略過的地方重新拉出來濃妝重彩地渲染一
通。但是要寫什麼，都得寫的時候重新想
過。因而，一個前進的故事只是一種錯
覺，它實際上是在關聯性和不得不增加篇
幅當中展示出來的差異性。唯一讓我們覺
得這是一部在前進的小說的只有劇情。
我們知道一個小說要結束了，因為主角
要死了。她躺在男主人公的懷裏，淚眼婆
娑。但是，轉天，這個故事又有了轉機，

因為出現了一個神醫，將她救活了。其
實，這只是為了讓故事的情節向前推進。
只要一個故事還沒有完結，原則上，它可
以無限發展情節。所以，不是前進，而是
差異所造就的變化讓我們感知到時間。這
當中最不可思議之處在於，我們總是把變
化當成是前進。
那這部小說前進了嗎？是的。但不是因
為寫作，寫作是一種任務，前進卻是一種
現實。它要麼來自於角色年紀漸長這樣的
端倪處，要麼雷同的情節讓作者感到厭
倦，不想再重複了。這時候，就是這個故
事該結束的時候了。還有一種情況，是要
等到寫完之後。你會發現它有一個主旨，
這個主旨是作者身處那個時代所無法迴避
的。這幾點，是連載當中最物質性的部
分。但連載最不同之處在於它的細緻性，
在增補的過程當中，它緩慢前進，處處都
是高潮。它或許不及一氣呵成的小說那樣
完整和錯落有致，但卻更細緻，而且處處
都在發亮。因為每一天的內容都是全新
的，都是一個新的開始，卻又在新的開始
當中呼應過往。

連載小說

西湖畔的童年記憶
我，雖在香港出生，但我的祖籍卻

是福建泉州。這份對祖籍的認同感，
源自家族深厚的歷史淵源。祖父生於
泉州，後來因行醫被派往杭州浙一醫
院，家父便在那座美麗的城市杭州出
生。父親後來來到香港，投身於工業
領域，卻也時常回到杭州，那份對家
鄉的眷戀從未減退。因此，我的童年
便在這兩座城市間穿梭，而杭州，那
個充滿詩意與故事的地方，成為了我
心中最溫柔的記憶。
小時候，每到節慶之日，我最期盼的

便是回到杭州，那個充滿古典韻味與現
代氣息交織的城市。家父是杭州手錶廠
的一位股東，而我們的手錶廠就坐落在
風景如畫的西湖區。那時的杭州，尚未
經歷如今的飛速發展，夜晚的西湖，六
七點時分便已沉入一片漆黑，但那份原
始的自然風光，卻讓人沉醉不已。晚上，
我祖父會播放鄧麗君的唱片；我一邊聽
着「甜蜜蜜」；一邊享受西湖美景的鳥
語花香；寫意地在家鄉享受我的童年假
期。
西湖的四季，各有千秋，如同一幅

幅流動的畫卷，深深烙印在我的心
中。春天，西湖畔的柳樹抽出嫩綠的
新芽，桃花、櫻花競相綻放，粉白相
間，宛如仙境。我常與祖父漫步於蘇
堤，感受着春風拂面，花香襲人，那
份愜意，至今仍讓我懷念。夏日，西
湖的荷花盛開，一片片荷葉如傘蓋般
鋪展開來，荷花亭亭玉立，宛如羞澀
的少女。傍晚時分，我們划着小船，
穿梭在荷葉間，摘一朵荷花，嗅其清
香，那份清涼，是夏日裏最美好的慰
藉。

秋天，西湖的楓葉漸染紅霜，層

林盡染，美不勝收。我與祖父會登上
寶石山，俯瞰整個西湖，那滿眼的紅
葉，如火焰般絢爛，讓人思潮澎湃。
冬日，西湖則披上一層銀裝，雪花輕
輕飄落，覆蓋了湖面，也覆蓋了我的
心房。我們會在湖邊堆雪人，打雪
仗，那份純真的快樂，是童年最寶貴
的財富。
除了西湖，杭州還有許多令人流連忘

返的景點。虎豹泉，那是一處清澈的泉
水，傳說曾有虎豹在此飲水，故得此名。
泉水清澈甘甜，喝一口，彷彿能洗淨心
靈的塵埃。岳王廟，那是為了紀念南宋
抗金名將岳飛而建的廟宇。走進廟宇，
看着岳飛的塑像，聽着導遊講述他盡忠
報國的故事，我的心中充滿了對英雄的
敬仰與對祖國的熱愛。
那時的我，不僅沉醉於杭州的自然

風光與人文景觀，更對手錶廠裏的工
匠精神充滿了敬畏。每次回到杭州，
我都會跑到手錶廠裏，與那些鐘錶師
傅聊天。他們手持細小的工具，將如
微塵般細小的零件裝配在機芯齒輪
上，那份專注與精湛，讓我深深震
撼。當我看到「西湖牌」機械錶在他
們的手中精準地運轉起來時，我的心
中充滿了對手工藝的敬
畏與對未來的憧憬。
那時的杭州手錶廠，

不僅是我童年的樂園，
更是我夢想的起點。我
常常在廠裏玩耍，看着
師傅們工作，心中逐漸
萌生了對手錶製作的濃
厚興趣。那些精密的機
械結構、那些精緻的錶
盤設計，都深深地吸引

着我。
如今，隨着杭州的飛速發展，我們的

手錶廠也離開了西湖區，搬到了臨平區
繼續發展。但我那份對西湖的眷戀、對
杭州的熱愛、對藝術工匠的熱情，卻從
未減退。每當我想起童年時在西湖區度
假的點點滴滴，心中都充滿了溫暖與感
動。那些美好的回憶，如同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杭州的發展，讓我看到了祖國的繁

榮與強大。我為家鄉的進步感到無比
自豪！也為能夠生活在這個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時代而感到幸福。如今的
我，也受到兒時長大的熏陶，長大後
創立了中國香港陀飛輪品牌「萬希
泉」。每當我看到民族品牌在國際市
場上一步一步受到認可時，心中都充
滿了滿足與欣慰。
我知道，這一切的起點，都離不開

童年時在杭州度過的那些美好時光。
是西湖的四季之美、是杭州的人文景
觀、是手錶廠裏的工匠精神，塑造了
今天的自己。我將永遠珍惜這份記
憶，也將永遠熱愛這片土地。因為，
這裏是我的家鄉，是我夢想的起點，
也是我心靈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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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慧林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浙江省政協委員

●梅窩銀礦灣的
冬草，給人以溫
暖的慰藉。

作者供圖 ●活動現場。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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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慧林結婚時影婚紗照片特意回到西湖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