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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着中國內地
經濟的快速發展，愈來愈

多的學生選擇來到香港讀書和發展。這一
現象不僅為香港的教育和社會帶來了新鮮
的活力，也為內地學生提供了機會和豐富
資源。這種文化現象的影響、未來的博覽
優勢、吸引內地學生的策略，以及如何為
港漂提供優質學習環境的機會，均值得
探討。4月尾我參與一個來香港讀書的博覽
會製作，就是為了推廣香港讀書文化。以
下是現代香港教育分析的文化。
1.文化現象的影響︰港漂現象的興起，
首先反映了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的獨特魅
力。香港的高等教育體系在全球範圍內享
有盛譽，眾多大學在國際排名中名列前
茅。香港不僅有高質量的教育資源，還有
豐富多元的文化環境，內地學生在這裏可
以接觸到多元的思想和文化，這對他們的
個人成長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香港作為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擁有眾多行業的實習
機會。內地學生在香港學習期間能夠獲得
較為廣泛的實習和就業機會，幫助他們積
累經驗，提升職業競爭力。同時，內地學
生和國際學生的交流，也促進了文化互
融，為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
2.未來博覽的優勢︰香港的高校和教育
機構可以利用這些博覽平台，展示自身的
特式課程、教學質量和全球網絡，吸引有
志於國際化發展的學生。此外，教育博覽
會可以提供豐富的信息，幫助學生更好地
了解各自專業的就業前景和發展方向。同
時，香港還可以借助文化交流活動，增強

內地學生對香港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通過
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例如藝術展
覽、音樂會和社會實踐，使內地學生能夠
體會到香港的獨特魅力，也可以促進與本
地學生的互動交流，增進友誼。
3.吸引內地學生的策略︰首先，可以通
過降低學費和提供獎學金等經濟激勵措
施，鼓勵內地學生選擇香港的高校。同
時，針對內地家庭的需求，可以推出一系
列個性化的招生宣傳，強調香港教育的優
勢和多樣性。其次，教育機構應加大與內
地高中及職業學校的合作，建立緊密的聯
繫，定期舉辦招生說明會，讓學生和家長
更直觀地了解香港的教育機會。這種互動
不僅能夠提高內地學生的認知度，也能增
強他們的信心和嚮往。
4.提供優質學習環境的機會︰在教育質
量上，香港的高校應進一步提升課程的
多樣性和全球化。加強與國際院校的合
作，設置更多的雙學位項目，使內地學生
可以在香港接受國際化的教育。學校還應
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和適應能力，提供心
理諮詢服務、學業輔導和生活關懷，通過
建立健全的支持體系，幫助港漂學生更好
地融入香港的生活。也可以定期組織各種
交流活動，幫助學生緩解壓力，增強社交
能力。
此外，提升校園設施的現代化程度，如
建立高效的學習空間、提供良好的實驗條
件和資源，也是吸引學生的重要因素。開
放圖書館、電子資源等設施，可鼓勵學生
自主學習，滿足他們對知識的渴求。

增強香港升學就業優勢

香港再有一位華資藍
籌企業家殞落。人稱

「四叔」的恒基兆業地產創辦人李兆基
博士，於3月17日上星期一離世，享年
97歲，可謂福壽全歸。
恒基兆業地產由四叔於1976年所創
立，在1981年上市，編號12；而系內上
市公司頗多，除恒基地產外，尚有恒基
發展、煤氣、港華智慧能源、香港小輪
及美麗華酒店等。恒基兆業作為集團旗
艦，一向致力發展住宅及商業項目，具
代表性之建築包括香港最高—層高逾百
的環球貿易廣場（ICC），以及位於中環
的國際金融中心（IFC）、The Hender-
son與北京的環球金融中心等城市地標，
亦有多個豪宅與私人屋苑項目。最近落
成的The Henderson，直接用恒基的英文
品牌為名，為集團近年的旗艦項目，可

惜四叔未能親眼見證其開幕典禮。
四叔是廣東順德人，早年來港經商致
富。他給人的印象，是謙謙君子，平易
近人，而且宅心仁厚，又樂於與股民分
享投資心得，雖非屢講屢中，甚至有時
誤看生錯，但其真性情在鏡頭前躍然而
出，也為大小投資者帶來不少茶餘飯後
的話題，因此頗受財經記者歡迎。
文公子對四叔的宅心仁厚，印象非常深
刻。記得在2008年4月，恒基在西九龍豪
宅星匯居地盤發生工業意外，一塊重達
半噸的混凝土板在吊運期間突然鬆脫墜
下，擊中一名工人，該工人救出送院後
不治。死者老父驚聞噩耗，疑不堪刺激當
場暈倒，頭撞枱角，送院返魂無術。父子
在短短1小時內先後離世，遺下一家四口
孤寡，令人同情。四叔在記者會承諾捐贈
100萬元予遇事工人一家應急；於事發翌

日晚上，即由其長子李家傑代表，帶備大
袋禮物到死者何文田公屋住所，親自將四
叔承諾的100萬元支票，交到工人遺孀手
中。此事件為本地危機管理的經典案例
之一。發生工業意外，本來對公司形象必
有損害，但恒基能即時以負責任、具誠
意的態度處理，並由集團主席親自擔任
發言人，四叔亦一直以具有同理心的態
度，承諾盡力協助家屬面對悲劇，就為
公司挽回不少正面的分數，甚至有傳媒
報道時指此「盡顯人間有情」。
四叔與香港中文大學亦頗有淵源，他
既擔任了聯合書院校董多年，亦於2018
年捐款1億1千萬元支持中大教研發展。
中大將一座在大學本部的教學樓，命名為
「李兆基樓」，就在「馮景禧樓」旁。馳
名商界的「新鴻基三劍俠」中的兩位，自
此在中大成為鄰居，亦曾是一時佳話。

宅心仁厚的四叔

春三味
春風輕拂，生機勃勃的韻律在無
聲中瀰漫開來，正是大地披上翠綠
新裝的時候。在這和煦的春光裏，
北國遼闊的田野上，新一波麥苗已
青翠欲滴，眾多植物在其中謙遜地
鋪展，彷彿甘願匿跡於塵世的隱
士，卻又總在不經意間被人發現，
麥蒿便是那隱秘其中的植物之一。
麥蒿，學名播娘蒿，隸屬於十字
花科播娘蒿屬，是一年生草本植
物。其株型低矮，葉似羽毛般細
膩，色澤碧綠而清新。麥蒿不僅是
野外的一道風景，更是烹飪的好材
料，若烹調得當，能夠做出營養豐
富、味道鮮美的食物，我們常把它
當作春日野菜的「三鮮」之一。
「春風送暖麥蒿香，金不換的美味

餚」，春回大地之時，麥蒿製成的美
食登上餐桌，常引得食客如此讚嘆。
採摘到的麥蒿，在成為美食之前，需
經過一番細緻的處理：剔除雜質，
洗淨後投入沸水中稍焯，取出來以冷
水浸泡，這樣便去掉了泥土的腥氣。
經過這番工序後，無論是涼拌還是
熱炒，鮮嫩的麥蒿與其他食材巧妙
搭配，都能變幻出無窮的美味。
我獨愛餡料豐盈的包餡捲。將處
理好的麥蒿切成末，再將泡軟的粉
條切碎，在鐵鍋中加油將雞蛋煎成
雞蛋餅，冷卻後也細細切碎置於盆
中，加入葱薑、五香粉、適量的
鹽，淋上醬油攪拌均勻，餡料便製
成了。和麵要分兩半，一半沸水燙
麵，一半冷水拌和，最後混在一起
揉搓，這樣和成的麵吃着筋道。麵
無須發酵，和好後稍作靜置，輕揉
數次即可使用。將麵擀成一掌大小
的皮兒，餡置於中央，緩緩捲起，

塑成圓筒狀，再捏緊兩端，確保菜
餡不外洩為止。最後用蒸鍋加水，
煮沸，上鍋蒸10分鐘，一道美味
的菜捲便新鮮出爐。
這道美食，外皮可口，菜餡香氣
撲鼻，既節省時間，又營養均衡。
明代散曲家、醫家王磐曾在《野菜
譜》中寫到「抱娘蒿」，歌謠曰
「抱娘蒿，結得牢，解不散，如漆
膠。君不見昨朝兒賣客船上，兒抱
娘哭不放。」這裏的「抱娘蒿」就
是播娘蒿。之所以被稱為「抱娘
蒿」，是因它抱根叢生，宛如孩童
依戀母親的情景。
在春意盎然的「三鮮」行列中，
另一鮮就是薺菜了。它不急於爭
春，待到暖意融融的時候才舒展風
采，宛若隱於草野間的貴族。薺
菜，也確實是野菜中的貴族，它在
春日裏獨樹一幟，與無處不在的麥
蒿截然不同。麥蒿一旦生長，便肆
無忌憚地佔領着每一寸土地，而薺
菜卻專挑那些難以尋覓的角落，若
非有心人仔細尋找，幾乎發現不了
它的蹤跡。
作為春日裏的時令佳餚，薺菜富
含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和蛋
白質等，能滿足人體營養的各種需
求。兒時，母親親手傳授烹飪之
道，以防她的兒女成年後生活自理
能力缺失。北方的野菜，幾乎全部
融入了我們的食譜。薺菜烹飪方法
多樣，或與菠菜、豆腐搭配，包成
鮮美的水餃，或切碎與雞蛋共炒。
母親說，野菜是大地的恩賜，懂得
珍惜它們，未來的日子便多了幾分
依靠。如今，每到春天，我就踏青
郊外，一旦發現薺菜，便如故友重

逢，不論大小一律收入囊中。薺菜
喜歡隱匿生長，採挖時難覓蹤影，
然而暮春一到，它那細小的花朵遍
布田野，讓人看了惋惜不已，總覺
得被它戲弄了一番。
春日野菜中的第三佳品，非苦菜
莫屬。對我來說，苦菜是春日不可
或缺的存在，其養生功效更勝薺菜
一籌。苦菜雖苦，卻是涼血佳品，
肝火旺者飲一杯苦菜茶，便能身心
舒暢。每年春天，我都和朋友相
約，前往山野挖苦菜，田坎邊緣，
苦菜密布。手持小鏟，清晨出發，
片片鮮嫩的苦菜盡可採挖，於春風
之中其樂融融。未經耕作的山野，
苦菜更是鮮嫩肥美；人跡罕至之
處，苦菜生長得更加茂盛。苦菜最
經典的吃法是做小豆沫。新鮮的苦
菜焯水後，冷水浸泡一夜，次日切
碎後繼續淘洗，以便除去苦味。切碎
後的苦菜放入炒鍋，加水沒過菜麵，
撒上鹽、豆麵小火共煮，等豆麵微熟
後加以翻炒，收乾水分，美味沂蒙小
豆沫便大功告成。在我們這裏，它不
僅是家常餐桌上的美味，還是各大飯
店的必備菜品。無論檔次高低，菜單
上總少不了它的名字。
在每一個時代，那些被稱作「野

草」的事物，都令人難以忘懷。當
人類遭遇饑荒與貧窮時，它們匍匐
在大地上，將自己化作充飢的食
糧，為轆轆飢腸送去溫暖的慰藉。
這些被風雨鐫刻的草木，總在人類
陷入困境時蔓延成救贖的階梯，將
自己轉化為生存的希望。正是這些
頑強的綠意，在歷史的斷裂處續寫
着生命的篇章，為人類的延續與發
展注入不竭的力量。

若
荷

在嗇色園設立於新蒲崗
的「文藝苑」內，可以學

習到中華四藝「琴棋書畫」，前文曾提及
古琴，而圍棋也是中華四藝之一，古時候
稱為「弈」，是世上最古老的棋類遊戲之
一。圍棋起源於中國，擁有二千多年歷
史，古人很早便認識到圍棋有教育及啟發
智力的功用，圍棋蘊含着中華文化的豐富
內涵，可以增強記憶和思維能力，提高綜
合素質、培養大局觀，目前在中國、日
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仍然非常流行。
書法是中國漢字特有的一種傳統藝術，被
譽為無言的詩、無聲的樂，可以頤養性情。
書法是一種文字美的藝術表現，雖然現今在
文書上，已進入電腦化時代，但所謂「字如
其人」，能夠寫得一手好字，在學習、工作
和生活中，仍然佔有很大的優勢。
記得小時候，每逢假期，父親總要我每
天練習書法——大字、小字都要練習，他
說字乃人的「衣冠」，一定要好好練習。
時至今日，我真的非常感恩父親，當年要
我練習書法。寫書法既可陶冶性情，更為
養生之道——首先落筆時，我們的手指、
手腕都要保持力道的平衡，如果站起來寫
字，自然要提氣，提氣時會運用到手臂和
腰背支撐，除了訓練全身的穩定性外，還
可以活化大腦，因為寫字時，我們需要在

空白的紙張上布局空間，同時運用到大
腦、眼睛和手部的互相協調。
所謂書畫同源，兩者間有不少共通點，
例如皆講究用筆，但實際上仍有分別。國畫
的題材可分為山水畫、花鳥畫和人物畫，而
技術上就分為「工筆畫」和「寫意畫」。當
日拍攝《園繫香江百載情》電視特輯時，國
畫老師剛巧在教授學員們「工筆畫」，她
告知我們先從勾線入手，然後學習怎樣掌握
用墨用色，最後帶領大家完成一幅完整的作
品。「工筆」和「寫意」是中國畫裏的兩種
不同表現形式，「工筆畫」與「寫意畫」既
有區別，又存在着一定的聯繫。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成為偉大的藝術
家，而是通過學習課程，使我們學懂欣賞
不同畫家的作品，提升自己的鑒賞力和審
美眼光——能夠對生活充滿熱愛，這就是
潤物細無聲的藝術教育，也是藝術教育的
最大意義。

傳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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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詞聖手盧國沾
1977年的夏天，天熱得駭人，周末，
躲在又一村出版社的編輯部裏，雖有空

調，仍然悶熱。老闆俞志剛提議出去溜溜，眾人舉手贊
成，於是駕着積架跑上五台山TVB，找的就是文壇大美
人林燕妮。
俞志剛引着黃俊東、翁靈文和我闖進了林燕妮的辦公

室，門一開，一陣香水味撲鼻而來，牆櫃底下滿是瓶花，
玫瑰、康乃馨、百合、薔薇……插個遍，美人愛花，花憐
美人。林燕妮當時是推廣主任，主管推廣部門，公務繁
忙，責任重大。我們坐下不久，就有一個戴着眼鏡，帶點
書卷氣的中年人，匆匆撞了進來，手上捧着一疊文件，等
待林燕妮審視。林燕妮介紹說︰「盧國沾，我的同事。」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盧國沾。在此之前，也曾經在一些學生
報刊上看過他所寫的詩詞，很有點文采，也就留了意，萬
萬想不到會在這樣的場合中晤面。
1978年，五台山掀起大風暴，梁淑怡率領劉天賜、葉

潔馨等跳槽香港佳藝電視（佳視），便是「六君子」事
件，盧國沾榜上有名，是明珠，到處都會發光，盧國沾一
過佳視，立即闖出名堂來，名氣隨之大響。一來他主管了
推廣部，有機會同大眾媒介接觸；二則是佳視厲兵秣馬，
走勢洶湧，水漲船高，盧國沾遂高人一等矣！
不過真正令盧國沾成名的，還是他的歌詞，僅一首《小

李飛刀》，唱紅了羅文，同時也捧紅了盧國沾。「難得一
身好本領/情關始終闖不過/闖不過柔情蜜意/亂揮刀劍無
結果……」真的，人世間又有多少人能闖過情關呢？至
少，沈西城闖不過，終為情傷。1978年，我也進了佳視
創作組，跟盧國沾做了同事，劉天賜是我的上司。一天早
上，我在辦公室裏接到盧國沾電話，「沈西城，我有一個
同事叫王學文，很有興趣寫劇本，我特意推薦給你，好
嗎？」我能說不好嗎？未幾，有個年輕人闖進了我的房
間，30歲左右，濃眉大眼，英挺不凡，我讓他給寫推理
劇場的《繩結》劇本。不久，佳視倒閉，同事星散，卻無
損我跟王學文的友誼，迄今仍有來往。
1990年，盧國沾在浴室暈厥，撞傷眉角，鮮血一地，

撿回生命，殘了左手，行動不便，要坐輪椅，自此，退出
電視圈、音樂界，詞壇少一人，只剩黃霑、鄭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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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捐贈者十五載
星期日舉行的「第
15 屆器官受贈者感

恩大會」主題：「感恩捐贈者十五
載、受贈者銘記情永在」，感恩過往
15年有1,112個偉大的器官捐贈者，
救活了2,163個生命；過往兩年54名
遺體捐贈者亦成功挽救了138人的生
命。據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透露，
目前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上接近40
萬人，創下歷史新高，但全港每100
萬人只有3.6個捐贈者，為全球器官
捐贈率最低之地，大有進步空間。感
恩大會請來了多位受贈者分享他們絕
處逢生的故事……
曾兩度換心的馮愛蓮，天生心漏，3
歲做了補心手術，20歲時病發要接受
電擊救治，入了一次鬼門關。2002年
成功換心，可惜多年後出現缺血情
況，幸運地在2019年第二次換心，她
發覺這個心臟好強勁，她可以旅遊，
甚至登上峨眉山。她感謝先後兩位捐
贈者無私地奉獻給她重生的生命。
賴瑞蘭接受了肺移植，因感染惡菌
使肺組織受破壞，一直靠抗生素治
療，20多年來痰多而呼吸困難，病發
時就像頭部被膠袋蓋着非常辛苦。
2023年終於可以換肺，她感激丈夫之
前每晚為她拍痰，不離不棄，愛護有
加。現在她重投職場，開心自在，她
祝福捐贈者的家庭。
吳沅瑩23歲患上急性腎衰竭，
一直要洗肚，因身體虛弱想過放
棄，等了接近7年，去年3月終於
得到了移植機會，發覺胃口轉了
喜歡吃海南雞。因捐贈者同時捐
出一對腎，她們二人成為好朋

友，感到有如中了六合彩一樣。
活體肝移植的兄妹殷國強和殷敏兒
的故事，由去年4月哥哥發現小便變茶
色開始，翌日他失去了知覺，原來肝
炎引發腎衰竭，情況危急……醒過來
時，見妹妹坐着輪椅來探望才知道自己
接受了妹妹活體肝臟移植，力言一定
反對妹妹的做法，但妹妹認為不可能
見哥哥死而不救。敏兒事發後有感忽
略了身邊男朋友的感受，她多謝他的
支持，決定今年7月結婚，好美滿啊！
15年前曾出席第一屆感恩大會的金
碧再度到台上分享，當年28歲腎衰
竭，妹妹捐腎可惜有排斥，她洗腎20
年，醫生指不能再換腎，因為體內累
積了太多的抗體。2009年她幸運地接
受第二次換腎，捐贈者的腎是萬中無
一地適合她。她兩年前退休了，過着
開心悠閒的生活。
捐贈者家人吳小姐2021年在極悲
痛下決定讓突然離世的父親遺愛人
間，捐了兩個腎和一個肝，父親生前
並沒有告知意願，內心有些忐忑，但
相信父親知道器官依然活在世上會感
到欣慰，所以她希望大家都將捐贈器
官的意願告知家人。
請支持器官捐贈，讓香港現時

2,600名器官衰竭的病人，可以有機
會重新擁抱生命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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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偏僻農村有
的坐落在山溝裏，

有的坐落在山的南坡上。房子的窗
戶都是用麻紙糊的，沒有玻璃。白
天太陽出來的時候把窗戶支開來通
風，晚上關起來保暖。沒有電
燈，照明用的是油燈，吃晚飯時大
家一起圍坐在油燈四邊，映得房屋
四牆全是人影，我到現在還記得那
些影影綽綽的畫面，特別有畫面
感，我在這裏體驗到了好多在城裏
體驗不到的生活真知。
一轉眼我在這裏已經生活了將近
兩年，1978年我12歲，臨近春節的
時候，我到在不同村莊居住的外公、
姑姑、大爺、舅舅家裏為他們的窗戶
上畫窗花。窗花有牡丹、喜鵲、蝴蝶
和八哥，特別喜慶，有過年的年
味。一傳十十傳百，各個村裏親戚
的鄰居都要請我畫窗花，我走村串
戶，足足畫了一個星期，村裏的爺
爺奶奶、叔叔阿姨們還會給我一些
零花錢作報酬。也有些村裏的小朋
友想和我學畫畫，我成了方圓幾十
里各個村莊家喻戶曉的小畫家，這
對我熱愛學習藝術是一個非常大的
鼓舞。
大表哥是生產隊的會計，他特別
照顧我，生產隊有一個大黑板，我
每次來的時候大表哥都要給我安排
任務讓我幫他出黑板報，要畫一個
大的報頭，要把報紙上的重要文章
抄寫在黑板上，還要畫一些插圖、
漫畫和花邊……一般來說，五一勞
動節、六一兒童節、國慶節等一些
重大的節日都要出新的黑板報，我

記得我畫過天安門城樓閃金光的報
頭，畫過向雷鋒學習的報頭，也畫
過批林批孔的漫畫，還有粉碎四人
幫的漫畫，這些對我來說無疑是一
種很好的鍛煉，為日後回城裏上中
學打下了良好的藝術基礎。
1979年12月的一天，我和二堂兄

一起回到大伯家，看到火炕上坐着
大伯父、二伯父、還有幾位堂叔，
其中一位不認識，大伯父招手讓我
過來說，孩子你好好看看這是誰，
我愣愣地站在那裏，看着既親切又
感到非常陌生。大伯父說︰「傻孩
子，他是你爸爸，他來接你回家……
你爸爸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原職
了！」父親抱住我，很緊，有淚掉在
我的臉上，我望着父親那消瘦滄桑的
臉，既欣喜而又傷感。之後，我隨
父親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察哈爾草原
察右後旗白音察干鎮，1980年插班
白音察干一中復讀初中，重新回到
追求藝術的光明之路上。

充滿畫面感的農村生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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