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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平沼 簡漢生喝咖啡
向來喜歡與人生經驗
豐富的朋友聊天，因為

從愜意的談天說地中，不僅了解現代社會
歷史變遷，並可獲悉他們的成功秘笈。
春節前返台，與簡漢生理事長一起拜
訪張平沼總裁。照例張總裁熱情招待我
們喝東方美人茶和麝香貓咖啡，在座的
還有林守仁先生。
我們從張總裁的祖籍福建漳州府說
起，1990年當他與福建省長王兆國會面
時，得知祖籍在清代乾隆前稱漳州金浦
縣，之後改為漳州漳浦縣，有族人在乾
隆時期移民到台灣高雄前鎮，這就是張
平沼的祖先。王兆國問：「是否還有親
戚在？」張平沼答︰「無親可探，有根
可尋。」他適時提出一個樹有根、水有
源的血脈相連的倫理依據。
張氏家族落籍高雄前鎮，開枝散葉，
興建張氏祠堂，從此落地生根；與他們
同時移民到高雄前鎮的，還有朱氏家
族，朱氏家族比張氏家族經濟富裕；張
平沼說︰「中學時曾經到過朱家大宅，
他們的院子很大，石板砌成的地，中間
有噴水池，客廳擺列成行的翻譯書籍，
這令他羨慕不已。他曾經為了買《梵谷
傳》上下兩冊，導致不夠錢，沒辦法坐
公車，只好用雙腳走路回家。」自此以
後張平沼常去朱家借書，即席坐在院中
樹下閱讀多種書籍。
張平沼話鋒一轉，說到國民黨從大陸

帶了3件寶物到台灣：人才、錢財、故
宮文物；提到故宮文物，簡漢生說︰
「故宮文物能順利到台灣，要感謝杭立
武先生，是他負責押送古文物到台灣，
一個都沒少、一個都沒破損。」
簡漢生從杭立武談到《富春山居
圖》是元代畫家黃公望晚年（80歲以

後）於 1347 年到 1350 年代之間的作
品，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所畫的山水畫
長卷，橫軸總長690公分，2011年分別
由大陸浙江省博物館收藏的三分之一圖
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分之二圖，
兩部分山水合璧，第一次在台北故宮博
物院合體展出，是兩岸文化藝術交流的
一大盛事，傳為一時佳話。
簡漢生說，此事早在數年之前，即當

時浙江省台辦主任，後任浙江省文化廳
廳長楊建新向簡漢生數度提及並請託，
希望共同推動玉成合展。簡漢生謙虛地
說︰「我也算是為兩岸和平發展略盡了
綿薄之力。」
方文山先生在展覽現場以現代詞作
《山水合璧》一文記其盛，簡漢生將其
原文略改寫成《富春滄桑》詩一首：

落筆從容起山巒，
百轉峰迴卻委婉；
富春結廬隱山嵐，
炊煙竟也悵闌珊；
六百年來分合事，
江山多嬌運多舛；
畫猶如此人何堪，
滄桑歷盡歸泰然。

那次展出，對於懷有民族情、家國愛
的中國人來說，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

養育的意義
身邊不少朋友已
經結婚生子，大家

常在一起討論子女養育的問題。 養
育二字，既要養，又要育，身體要養
好，德育和教育也要跟上，似乎是一
個很大的工程。
內地的朋友經常抱怨現在養孩子很
「卷」，尤其體現在教育上。近年
來，不少內地精英通過「高才通」政
策來港定居，有聲音說，他們把孩子
也「卷」到了香港。有朋友說，自己
的女兒本來在一間名校的學習成績名
列前茅，結果來了一批「高才通」子
女後，她很快被趕超，於是每天感到
頂着巨大的壓力去上學。
一日，我和一個三孩媽咪喝咖啡，
她和老公本身已經很成功，在香港運
營自己的公司，平時給我的感覺像個
女超人。我本以為，這樣成功的媽
咪，一定會千方百計地使出全身招數
去培養子女， 然而令我驚訝的是，
她竟和我一樣，秉持「佛系」帶娃，
不「雞」娃，也不逼娃。她說，她的
3個孩子都就讀一般類型的國際學
校，她會按照孩子的興趣和性格特點
安排孩子的生活學習，而她和老公每
天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晚上回家和周
末時集中陪娃，不給孩子壓力的同時
也會讓孩子感受家人的高質量陪伴。
看着我的一對子女，我也常常想，

我應該怎樣養育他們呢？兒子出生
時，我也曾焦慮，希望能幫他設定好
未來的發展路線，但一路走來，我還
是放棄了原本打算的「雞娃」策略，
尊重他的愛好去引導他學習和生活。
現在，兒子的自我學習能力是相當不
錯的，最重要的是，他對知識抱有探
索的熱情，就像人餓了一定去找吃的
一樣，不需要外界去逼着做。
但養育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很多
時候又不能夠輕易放手，女兒雖是我
領養來，但我對她的養育，看得更加
重要。因為小孩子未來人生路很長，
一步走錯，可能步步皆錯。她初來時
不願意看書，因為不懂字，對書本沒
什麼興趣。我便想方設法找到她喜愛
的故事繪本，每晚堅持讀給她聽，讀
完再跟她一起探討故事的意義，一起
說說笑笑，她漸漸感知到一個好故事
給她心靈帶來的愉悅，更能感知媽媽
與她一起分享故事的快樂，變得再也
放不下書本。
有時候，聽到兄妹兩人打鬧的笑

聲，再想想他們貼着我的樣子，我總
會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做怪獸媽咪，
遵循他們的天性，給他們足夠的信心
和支持，讓他們在家人的愛和陪伴
下，慢慢長大。忘記焦慮，孩子快樂
健康明媚，才是父母最希望他們長成
的樣子。

T叔旅遊內地回港
大談電影《哪吒之

魔童鬧海》（《哪吒2》），說他是第
二次看動畫《哪吒》了，第一次是小
學時在澳門看《哪吒大鬧天宮》，當
時澳門還處於困苦年代，不是人人都
有閒錢看戲，怎有票房百多億元的神
奇數字，大鬧天宮那哪吒挺可愛，不
是「魔童降世」那麼殺氣，不過今日
全球老千騙徒多，哪吒以魔懲魔給觀
眾吐一口悶氣也好。最後他忽然無厘
頭說了一句：「哈哈，看哪吒，也是
為了捧我契爺的場呀！」
看我們聽他說到契爺時睜大眼睛，
就笑着解開他的「契爺」謎底：他說
自小在澳門長大，六七歲時不時肚子
痛，他母親每次帶他看醫生都說他沒
有病，鄰居多仔婆對他母親說︰「小
兒經常生病或是頑皮不聽話讀書不用
心，到哪吒廟給孩子作個福，孩子就
平安無事了。」
他母親看到多仔婆幾個孩子那麼健
康就信了她，到廟燒過香認了哪吒契
爺，小孩子哪吒怎會是契爺，T叔說
長春不老的契爺神嘛，「契爺」這心
理治療師也真管用，此後他一直到老
都沒肚痛過。

我們噓他一定是蠱惑仔，不過有事
扭計詐媽嬌假意說肚痛。
T叔也笑笑承認了。說他小學那年
代，不少在香港打工的父親，因為澳
門生活水平低，為了節省家費在澳門
安置妻兒，每逢節日假期才回澳門與
家人團聚三二天，所以那「半單親」
家庭的母親，對孩子的照顧特別着
緊，就是這樣為了兒子而信奉哪吒。
契仔多了（未聽過契女），香火旺
盛，小小澳門哪吒廟就有兩座，一在
大三巴，另一在杮山。
T叔曾經說過，大三巴那座哪吒
廟，四百年前照另一廟宇原址而建
立，之前那座廟宇拆前也超過幾百
年，廟名未見有人考證過，但是湯顯
祖《牡丹亭》中提及杜娘還魂那廟
宇，位於「香山澳」大三巴旁邊，說
的正是這地點，由此證明湯顯祖一定
到過澳門之後，看中這座孤立小廟有
仙氣，才借用來作他戲曲的場景。

孩子的保護神─哪吒

大熊貓龍鳳胎與公眾見面，有孩家庭
都為此按捺不住了，小朋友說，熊貓寶

寶長得快，若長成一般大熊貓模樣，就錯過了牠們最可愛
階段了，所以看熊貓要趁早。
港產龍鳳胎帶來香港「熊貓熱」，更期望帶來「熊貓經

濟」，此刻東北黑龍江哈爾濱「冰雪熱」，發展「冰雪經
濟」的同時，也帶出了「老虎熱」。香港的旅遊業界考察
哈爾濱後，提倡香港可以借鑒「東北虎林園」的互動體驗
模式，讓觀眾可以更進一步親近大熊貓。
在亞冬會之前，家人到哈爾濱市旅遊，當然沒有錯過

「東北虎林園」餵老虎項目，在觀光車上，5歲的小孫
子，小拳頭跟餵虎的肉條差不多大，把肉條鉗進餵飼小
洞，等待虎口張撲，至今興奮難忘；在20多年前，孫子
的爺爺也曾在這「東北虎林園」餵老虎，當時設備不如今
天現代化，觀光車簡陋，遊客只隔着鐵絲網餵飼，野獸氣
息濃郁撲鼻，人與老虎貼網親近，刺激度更勝一籌，老虎
也有階級之分，一群老虎正在享受遊客餵食時，虎王走
近，眾虎立即退避三舍，讓出有利位置，所謂「王者之
風」，就在這裏得到體現。
哈爾濱東北虎林園，是為挽救保護世界瀕危物種東北虎

而建，從1996年開始對外開放。虎園是全球最大的東北虎
人工飼養和繁育基地，每年繁殖約二三十頭，至今繁殖了近
千頭純種東北虎。東北虎又名西伯利亞虎，主要集中在俄羅
斯西伯利亞地區、朝鮮和中國的東北；在保護級別上，東
北虎在國際享有最高級別的保護。哈爾濱「東北虎林園」
去年接待了遊客逾百萬人次，旅遊發展了「老虎經濟」。
香港發展「熊貓經濟」，很難與「老虎經濟」相提並
論，國寶熊貓在港只不過那麼幾隻，又是那麼柔弱和矜
貴，遊客親近餵食幾乎不可能。倒是海洋公園透露，考慮
讓遊客參與製作熊貓食物；看着熊貓吞下印有你名字的食
物，「讓牠吃了我」，算不算互動呢？另外，香港致力發
展創新科技，旅遊園區使用智能科技配合互動場景，也是
可以借鑒的。
各地發展旅遊，都是利用自家地方特點和物種，互相配

合帶動經濟；香港的先天資源不足，龍鳳胎熊貓熱也不可
能歷久不退，要達至大家期待的「熊貓經濟」，還需要挖
掘其他項目配合。

「熊貓熱」與「老虎熱」
從事傳媒工作
超過 40 年，筆

者感到非常幸運，因為所從事的
工作正是自己所喜愛的。職業生
涯始於報紙的文字和攝影記者，
隨後在第二年進入了人們所稱的
「公仔箱」，也就是電視台的電
子傳媒，主要工作是負責體育節
目，至今已經接近40年。雖然從
事這份工作四十載，但時至今天
筆者仍然渴望這種體育傳媒的生
活，彷彿流淌着體育傳媒的血液
一般。在過去的30多年裏，經常
與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交流，分
享在電視台的經驗，鼓勵他們進
入這個行業，只因我認為這個領
域非常適合年輕人參與，因為傳
媒行業靈活且具有挑戰性，能夠
增強組織能力，即使未來未必從
事體育傳媒行業，面對各種工作
時也能更加容易應對；但就事實
而言，相比香港經濟蓬勃發展、
電視傳媒和印刷媒體也處於黃金
時期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在
傳媒、電視和報紙正在面臨下滑
的趨勢，發展空間變得狹窄，幾
乎被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所佔據，
這可能令有志想入行的年輕人卻
步，但同時又不禁讓人思考，電
視和報紙是否可以利用互聯網和
社交媒體重生？
筆者最近參加了由香港賽馬會
主辦的「青少年體育記者計
劃」，這個計劃已經進入第12
年，旨在讓對體育記者這一職業
感興趣的年輕人參與。今年經過
篩選後，有60多名學員參加，計

劃內容包括寫作採訪技巧、體育
知識、體育攝影和賽事評述等，
部分學員還有機會隨球隊到外地
比賽進行採訪並在本地媒體平台
實習，而筆者則負責向他們介紹
奧運轉播的工作流程，以及如何
處理大型綜合運動會的報道工
作。過去的11屆中，已有超過
70位學員進入電視台、電台、報
紙和網站等平台從事媒體工作，
由此可見，縱然時代變遷，但每
個時期均有不同的機遇和挑戰，
有志入行之士仍會爭取機會在行
業中找到適合他們的角色。
目前，隨着香港運動員的成績
亮眼，各方對體育的重視程度也
在提高。作為體育傳媒工作者，
面臨的機會也隨之增多，尤其是
今年香港首次承辦全運會，更是
為大家提供了許多機會。希望所
有學員能夠努力積極參與，未來
一定會有出路。始終相信，從事
任何工作只要用心，絕對不會是
過客，必會有所收穫。將體育傳
媒作為踏腳石，進一步進入體育
其他產業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全運會將於11月9日舉行，期待
新一班青年體育記者能夠在這個
舞台上展現所長，江湖再見。

體育傳媒之路

我的女友們大多是文靜嫺
雅的，蓮子與她們兩樣。

21年前的初春，我正處於人生和事業的低
谷，彼時情緒低落，偶爾會在網上與陌生人
聊天，因此在網站聊天室與蓮子相識，很快
我們就從網友「奔現」成了真正的朋友。
蓮子全名謝荷蓮，名字極雅致，人卻是和
名字不同。與《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一樣，
蓮子亦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一聽她「哈
哈哈」的爽朗的大笑，便能令人不由自主地
高興起來。與蓮子第一次見面，是蓮子從佛
山到深圳探我，她請我在我家附近吃肯德
基，只我們兩人吃飯，卻點了一個巨大的
「全家桶」，在我訝異的注視下，那個全家
桶被蓮子消滅得乾乾淨淨。
我亦禮尚往來，到佛山去探蓮子。蓮子那
時剛辭去工作，與幾個舊同事一起創業，開
了一家做紡織品的小公司，我去探她時她正
馬不停蹄地忙着，我陪她給客戶送貨，和新
客戶談合同，路上抽空閒聊，蓮子說自己創
業之前很拚命地跑業務，曾不辭辛勞一層層
地爬樓，一家家公司地去推銷產品，我才第
一次知道在銷售行當裏有「掃樓」這個詞。
那次蓮子帶着我，一天之內開着車跑遍珠三

角的4個城市，累到晚上到了家倒頭就睡。
後來我向朋友介紹蓮子時會簡單地說這是個
「能吃、能睡、能幹」的女孩。她的「能
吃、能睡、能幹」的能量給了我積極的影
響，讓我很快從當時的頹廢中走了出來。
這個「能吃、能睡、能幹」的女孩也極有
藝術天賦，她生在廣東雲浮的郁南山區，父
親早年做過小學老師，她的父親和叔伯們人
人都能吹拉彈唱，每到農閒或是節慶，家裏
大人都要來一場文藝匯演，孩子們從小便跟
着唱唱跳跳。蓮子的樂感很好，嗓音乾淨輕
靈，家裏人感覺驕傲，學校老師也將她當作
重點對象培養，後來不負眾望考上了星海音
樂學院。然而因為母親患了腎病、幾個弟弟
年紀幼小等原因，蓮子最終還是選擇讀了幼
師，一畢業就離開郁南到佛山去打工掙錢為
家裏減輕負擔。
因為「能吃、能睡、能幹」，蓮子在佛山
很快地打拚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一面為自
己的事業奮鬥，一面供弟弟們上了大學，在
弟弟們大學畢業後，又一一幫着他們成功創
業。她一面對弟弟們熱心幫扶，另一面對自
己的成長也毫不吝嗇，手頭有點餘錢便給自
己買鋼琴、買單反，雖然沒有讀成星海音樂

學院，但她對音樂的熱愛一直沒有放棄，她
每年都會安排充裕的時間到處旅行，用單反
記錄她走過的所有風景，她還玩潛水，玩衝
浪，玩滑翔機……從內地玩到國外，足跡踏
遍全球60多個國家。
蓮子在遊玩的過程中認識了她的丈夫，來

自羅馬尼亞的哲學博士Mares，那一年弟弟
們的事業都很穩定了，她放下肩上的家庭重
擔，嫁給了Mares，從此又和Mares一起，
開始為中羅文化的交流到處奔走。40歲那
年，蓮子生下了一個可愛的混血兒寶寶拉
里，她又順着時代的脈搏在各個平台創立了
自己的視頻號，成了流量頗高的旅遊博主。
前兩日蓮子從佛山飛回羅馬尼亞，飛機落

地的時候在下
雪，蓮子拍了視
頻分享過來，屋
外雪花漫天飛
舞，屋內蓮子着
一件鮮艷的恤
衫，滿面笑容，
滿眼朝氣，如21
年前我與她初見
時一般。

從網友到摯友的蓮子

真心想回家，從不嫌路遠。
孩子6歲那年，我帶他回老家過中秋
節。下午2點，到達村頭三岔路口，母
親早已在此等候多時。2小時車程，孩
子一路暈車，昏昏欲睡。他遠遠瞧見奶
奶身影的那一刻，興奮地喊着「奶奶！
奶奶！」手舞足蹈，睡意全消。
見孩子活蹦亂跳，欲奪車門而出，
司機小張趕緊把車停下。母親小跑過
來，臉貼着車窗玻璃，使勁往車裏探
望，不斷叫喚孫子的名字「琪琪、琪
琪」，邊叫邊笑得合不攏嘴，巴不得立
刻把孫子摟在懷裏，捏幾下小臉蛋，
揉一揉小屁股。
「發哥，你老媽真激動啊！」小張笑
嘻嘻地嘆道。是啊，母親大半年未見孫
子了，老人的心，思念的心，激動之情
洋溢在臉上。普天之下，相信每位奶奶
的心情都一樣——孫子，寶貝疙瘩也。
父親、大哥、三哥、大嫂正在堂弟家
吃掃墓酒，他們齊刷刷迎了出來。回
到老家，喝酒自然少不了，家族男丁幾
會喝酒。弟媳龍妹炒菜乃一把好手，菜
餚味道鮮美，禁不住誘惑，狂吃起來。
每年掃墓分清明和中秋兩次，父親和滿
叔商議好，集體出工，輪流辦酒席，晚
輩負責執行。酒足飯飽，大家邊喝茶
邊聊天，天南地北狂侃。從黑龍江聊
到海南島，從台灣海峽聊到北美洲。
聊天是我的專長，大家聽得津津有

味。孩子自有他的玩伴，一會兒工
夫，便和鄰家孩子們打得火熱。幾個
活潑開朗的小姑娘一臉稚嫩，爭先恐
後向兒子問東問西，忙得他不亦樂
乎，猶如小明星榮歸故里一般出彩。
傍晚時分，獨步村外。放眼四望，

小村子群山圍繞，一草一木、一山一
水，熟悉中夾雜着幾許陌生。幾位梓
叔和阿嬸在田地間拾掇忙碌着，他們
身邊的小孩有的和着泥巴，有的追逐
嬉戲，有的手牽小牛犢，彷彿正是年
少時的自己。一群鴨母挺起大肚皮，
昂首闊步，「嘎嘎嘎」，整齊列隊而
過。偶有牛群歸來，彷彿瞬間回到童
年放牧歲月和騎在牛背上的逍遙時
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怡然自得的鄉村勞作畫面躍然而出。
秋夜，微風吹拂，涼意濃濃。一輪明
月，銀盤似的，高高掛在蒼穹；幾顆星
星，零零散散，若隱若現，全村古屋在
月光下顯得尤為靜美。蟲鳴聲聲，狗兒
吠吠，蛐蛐淺唱，似一個天然合唱
團，在彈奏着悅耳的秋夜之歌。村口青
石板上，三五村民閒談着，笑聲朗朗。
富人也許幸福，而平民照樣活得灑脫，
與世無爭，自得其樂。人，並非定居鬧
市才有活路，鄉下亦有一片燦爛天空。
自到老家伊始，兒子興奮無比，纏

着爺爺奶奶東跑西顛。他隨手拈來一條
燒火棍，或是撈起水缸裏的一隻水瓢，

均是嶄新的天然玩具。他每天有午睡習
慣，回到老家，哪顧得上休息，精神勁
強過小野豬。嘴巴更閒不住，一會兒唱
歌、一會兒講故事。說話半洋半土，
發音極不標準。他咬字不清晰，卻又擺
出一本正經的神態，搖頭晃腦，有板有
眼，比畫着途中暈車時的痛苦表情，
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後合。
回到老家，拋開所有煩惱，體味鄉

村自然氣息，享受家人的款待與關
愛，與兒時的夥伴暢談童年之趣，朝
花夕拾，美不勝收。久處喧囂之市，
心裏充滿壓力，時有莫名憂鬱籠罩心
頭。身處老家，放鬆心情，投入大自
然的懷抱，返璞歸真之感油然而生，
歡愉之情淌流心海。小小的村落魅力
無限，古樸的家鄉原來如此美麗。老
家是身心休憩的港灣，不管在外面經
受了多少風浪和挫折，每回家一次，
心靈皆會受到洗滌，醍醐灌頂一般豁
然開朗，煩惱即刻煙消雲散。
若一個人長期漂泊在外，深感精疲

力竭，或鬱鬱寡歡，不妨從哪裏來，
就回到哪裏去，家鄉恰是最好的精神
良方。青山綠水，空氣新鮮，泥土芬
芳，鳥雀嘰喳，雞鳴狗叫。看着、聞
着、聽着，重溫原汁原味的鄉下生活，
舒心愜意，可遇而不可求。
享受回家之樂，品味故里情懷，幸

福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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