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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榮書局的歷史使命
想起早前每年暑
假 即 將 接 近 尾 聲

時，旺角漢榮書局門前都有一條長長
的隊伍，大都是家長們頂着炎炎夏日
排長龍（打蛇餅），為同一目的，就
是購買教科書，隊伍的側邊有一些人
的叫賣聲，望他們一眼，即刻遞來一
張教科書書單，並指着對面的地下室
稱，我們也賣各式各樣的教科書。曾
跟着指引走過去看看，都是二手書，
價錢相對廉宜，但書本的好壞參差不
齊，最後仍然要回到漢榮書局門口繼
續排隊。終於擠進漢榮書局後，我交
出書單，不消幾分鐘收到書本和總價
額，我交出錢立刻帶書走，店員井然
有序，效率極高，場面極其墟冚。這
是我對漢榮書局的印象。
漢榮書局是石景宜先生創辦，始於
1970年，至2022年結業，經營了52
年，從中可觀察出，戰後香港生活從
胼手胝足到經濟起飛，因經濟富裕，
家長不遺餘力栽培子女，肯花錢為子
女買教科書。有些書籍非本港出版，
漢榮書局必須向外國訂購，對上世紀
八十年代的學生幫助不少，遇到緊急
要用的書籍，更不吝以空運來香港。
石景宜的長公子石漢基說︰「商譽
比金錢更重要。」有商譽，自然有生
意，錢沒有了，可以再賺，商譽受損
便無法彌補！至於為什麼會結業？
石漢基說「原因有三」：第一，我們
是家庭式經營，三兄弟都已 70 多
歲；第二，疫情期間，書籍供應極其
困難，尤其是2022年因疫情提前在
年初放部分暑假，而8月的暑假只有
18天，以往40天的工作量要在18天
完成，導致人人精力透支，疲憊不

堪；第三，我們估計疫情不會在2023
年結束，如在暑假期間有顧客或任何
一位員工染疫，必須停止營業兩星
期，可能學生無法依時取到課本，石
漢基最終選擇結業。
石景宜從1980年開始送書到內地
的公共圖書館、大學和科研機構等，
大部分圖書是台灣出版，也將內地出
版的圖書送給台灣各機構，迄今已送
出的書籍約有750萬冊。因送書需要
地方儲存，所以在香港購置了多處物
業作為倉庫，有租金收入足以支持促
進兩岸文化交流和推廣中華藝術的活
動經費。為了傳承石景宜先生遺志，
每隔兩年舉辦一次的「中華翰墨情兩
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比賽」，現已舉
辦了5屆，也舉辦了3屆石景宜博士
盃華夏書畫創作大賽等。石家三兄弟
繼承父親遺志，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孝
道的表現之一，石景宜先生將這個優
良的家風，傳承給下一代。
石漢基回憶，早在1988年他們倆
父子已將兩岸藝術名家的書畫作品在
台北、北京、上海和廣東等地展出，
其後又舉辦了不少兩岸藝術家交流活
動，因而石景宜被稱為「推廣兩岸文
化交流的第一人」，也可以說是為兩
岸和平發展作貢獻的香港人。

向陽綻放
很多適齡婚育的
姐妹們經常跟我探

討，女人這一生究竟要不要結婚生子
的話題。我卻想對她們說︰「這些話
題的格局有點小，女人要思考的，
應是如何過好這一生的問題。尤其
是有了女兒之後，腦袋裏更是經常想
像她未來的路應該怎樣走，長大後
應如何面對這複雜的大千世界。」
首先是教她自愛自重，活得愈大愈
明白一個道理，可能除了父母以外，
這個世界上沒有誰會比你自己更愛自
己。如果在長期缺愛的家庭中長大，
女孩子長大後容易有跟別人比較的心
態，在比較中患得患失，失了生活的
重心，就難以做到自愛。我常常教女
兒，自愛首先就是不要跟外界去比
較，別人有的，我們不一定需要擁
有，但我們牢牢抓住自己有的，珍惜
自己擁有的，才會從心裏感到真正的
坦然和幸福。不必羨慕別人的一切，
集中心智去愛自己身邊的人、事、
物，靈魂自然富足，心境自然開闊。
還要教她做一個身心健康的人，
這是我們稱為更好的人的基礎。大
部分女人天生在生理條件上不如男
士那麼硬朗，社會中總是宣傳男女
平等的原則，現代女性既要照顧家

庭子女，又要顧及工作，很多情況
下，承受的壓力大過男性。我要教女
兒，無論什麼時候，首先要照顧好自
己，飲食、休息要規律，做適合的運
動；還要有自己喜歡的朋友，常常聚
會聊天，紓解心中不悅；做事不要較
真，凡事看淡一些；努力工作，但不
要執着於工作，培養工作以外的健康
的興趣愛好。
我想告訴女兒，人的一生或許只有
數十年，我們無法增加長度，但可以
拉闊生命的闊度，讓每天的生活充實
而美好。記得有一位香港的好姐妹曾
跟我說︰「見喜歡的人，吃喜歡的食
物，做喜歡的事，日子就是這樣的簡
單而美妙。」我們雖有千千萬萬個生
活的大小困難要去克服，但克服之
後，又能夠好好享受這份來之不易的
踏實感，先苦後甜，就像品嘗一杯咖
啡，入口時或許帶有苦澀，但回甘卻
無窮。
我看着女兒天真無邪的面龐，一
雙靈動的眼睛對着我撲閃撲閃，她
雖然淘氣，但心中充滿着對生活的
熱愛，這讓我感到欣慰。每當看到
她在嬉鬧中開懷大笑，我都在默默
祝福她，願她的生命如花兒般向陽
而綻放。

前幾代移民，年
輕時大都為謀生才

遠離父母親人，但是大都不會就此
落地生根，幾十年後還是身在異邦心
在漢，活在資訊並不發達、沒有電腦
手機的年代，每次給家人來信，筆下
總有「人離鄉賤」的感喟，信箋上字
句經常都有似乎被淚水滴過的痕跡，
一旦音訊斷絕，生離即死別了。
事業有成後返回故鄉與家人親友
團聚，當中有榮歸故里光宗耀祖完
成心願，甚至有為故鄉有所建樹
的，也有心願未成而愧對鄉親而自
動失蹤的，這些說不完的移民滄桑
故事的主角，無論在他們心目中是
成是敗，總有不為人知的濃厚故鄉
情懷隱藏心底。
千禧後的新移民大有不同了，為
生活離鄉別井者少，倒是生活富裕
而後希望轉變環境者多，尤其自幼
隨父母移民長大的一代，對出生地印
象模糊，自然難有什麼故鄉感情；
而他們的父母也不如上一輩父母的
鄉土觀念，提到他們自小在異國長
大的孩子，完全沒接觸過中文，也
都不覺有什麼問題，甚至還自得地笑
對人說：「他呀，英文說得比我還流
利！」所以有兒子移民前讀到中文初
中，在那邊大學畢業以後，中文跌到

初小程度，那些父母也全不在意，他
們自己「此心安處是吾鄉」，自己國
家的母語也幾乎忘記，幾十年後回鄉
探親，倒不是像老一輩那麼鄉音無
改，而是比兒子的中文更加退步，連
簡單的句語也得腦海裏從外文翻譯過
才說得出來。
對外國生活深切的投入，也是新一

代已為人父母者移民的普遍現象，旁
人當然不會有什麼意見，可是天下太
平時還好，五顏六色人種四海皆兄
弟，但是國際形勢有變，你入了人
家國籍一廂情願熱愛那個國家，人
家國家愛你嗎？就算法律上已成為這
國家的公民，當地白人的面孔也不完
全和善，碰上兩國貿易關係持續緊
張時，夾心移民必然更不好受，看今
日關稅貿易戰的激烈，移民還會以為
身居樂土嗎？

濃淡鄉土移民情

「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30人祝壽團，專程來港為
吳康民老校長慶祝生日，在北角海逸酒店筵開11席。吳

老校長桃李滿門，海外校友遠道而來，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老校長接受
學生的祝福，笑意吟吟，溫和親切，眼裏寫滿了百年故事。
曾鈺成校監說︰「培僑有過去的成就和今日的發展，是因為有傑出領

袖吳康民老校長的領航，他的凝聚的力量，不單培僑人感受得到，連社
會上也公認的；同時學校的成功，離不開熱愛、支持學校的校友，在香
港以外的校友會，『菲律濱校友會』是最出色的一個。」新時代的培
僑，已有新一代接班人，新校長把每一間學校都辦得非常出色，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愛國教育的發展，培僑機構各單位起了示範和促進的作用，
得到教育界的認同。
率團來港的「菲律濱校友會」創會會長莊金耀，對培僑之情令人動

容，相逢一見太匆匆，校內繁花幾度紅。他致詞說︰「校友在培僑朗園
校舍接受愛國教育，對我們一生發展有着決定性作用，我個人雖在培僑
只讀了3年高中，但這裏就是我一生難忘的樂園，在菲律濱每看到培僑
機構發展的消息，精英人才輩出，身在海外的校友無不深感驕傲，我在
菲律濱生活了64年，心永遠在培僑，我在香港沒有什麼親人，培僑就是
我的親人，培僑就是我的家，是家人以外的另一個家。諄諄如父語，殷
殷似友親，回家為老校長祝壽，一呼百應。」
「培僑菲律濱校友會」有300多人，為何如此壯大？原來早期福建人

下南洋大多去菲律濱，第二代都是經香港去菲律濱和父輩團聚，但過程
中要留在香港等菲律濱政府確認關係。所以第二代分別在培僑、福建、
蘇浙等校上學兩三年，便會過菲律濱生活學習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培僑校友已很少赴菲，「培僑菲律濱校友

會」為延續會務，增設青年部，培僑校友的子孫始終沒有培僑的血脈，
於是，2024年培僑中學組
織了一個學習班，20多
位菲律濱校友的子孫輩，
專程到香港培僑中學上
課，學習培僑歷史，參觀
深圳培僑信義學校，拜訪
特區政府機構和到大灣區
考察。完成課程後獲培僑
中學頒予課程證書，這批
有了培僑校友身份的生力
軍，成為「菲律濱校友會
接班人」。

校友祝壽團
儘管傳統
體育運動的

比賽已經發展了幾百年，但
電子電視拍攝尚未滿一百
年。1936年柏林奧運會首次
以電子方式拍攝，而1960年
羅馬奧運會才開始有比賽直
播，當時僅限於歐洲的18個
國家。1964年東京奧運會則
實現了全球直播，當時只有
一些先進國家或富裕地區能
夠接收衛星信號。
在過去幾十年中，電子媒
體的發展起初比較緩慢，但
隨着技術的進步，現在已經日
新月異，特別是在人工智能
（AI）技術的驅動下，體育賽
事的轉播愈加創新。回顧上
世紀八十年代入行時，我們
在製作體育節目時使用的是
兩吋錄影帶，直播足球賽時
的慢鏡頭重播是手動控制錄
影帶轉動。當時正常電動操
作是一秒25格畫面，手動控
制則可以調整速度，製作出
慢動作效果；時至今天，現
在拍攝的速度可以達到每秒
1,000 格畫面，並能以正常
的 25格或 50格播放，讓觀
眾在冬季奧運時看到運動員
的動作更清晰，雪花飛舞的
精彩瞬間更生動，就更能讓
觀眾有置身現場的感覺了。
每屆奧運會的電視製作技
術都在不斷進步，除了比賽
本身的激烈性外，製作轉播
的故事也吸引着觀眾。回想

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作為
馬術的主辦城市，需要在
2007年舉行測試賽，測試賽
必須符合奧運的規格要求，
當時，負責製作和直播的團
隊壓力極大，日夜反覆測
試，務求半點不能出錯，為
此，當時北京奧運的製作負
責人Yiannis（現任奧運會製
作 OBS CEO） 來 指 導 我
們，最終我們派出30多名工
作人員參與馬術正賽的轉播
製作，這成為了製作人寶貴
的經驗。而在北京奧運後，
香港的製作團隊也參與了
2009年第五屆東亞運動會，
令香港一眾體育製作人獲得
許多寶貴的實戰經驗。
今年第十五屆全運會由廣
東、香港和澳門共同承辦，
香港負責8個賽事項目，我們
當然希望運動員能利用主場
之利多奪獎牌，而對製作人
而言，除了密切觀察我們的
運動員外，承辦賽事也是香
港的重點工作之一，8個賽事
項目的轉播製作任務也不容
小覷，目標不僅是避免失
誤，更是追求卓越。
過去香港的足球轉播手法
受英國影響，而如今的體育
節目轉播應以OBS（奧運廣
播服務）的製作水準為目
標，力求在質量上達到更高
的標準。希望未來的賽事轉
播能繼續提升，為觀眾帶來
更精彩的體育盛宴。

香港能做好體育賽事轉播嗎？

在朋友圈看到朋友晒吃
食，晒的是正當季的槐花

炒雞蛋，頓時口水直淌，可惜粵地好像並無
槐花，只能隔着屏幕望花興嘆。
恰巧另一朋友發來信息說自己正在河南鄭
州出差，我眼前又出現了一道曙光：鄭州亦
是槐花的產地呀。於是先熱心地建議朋友不
要錯過美食，趕快去吃槐花，然後迫不及待
地露出狐狸的尾巴，馬上拜託朋友替我買一
點新鮮槐花寄來解饞。
我生長在南方，但少年時期曾在鄭州親戚
家住過一些日子。去的時候正好是春天，
親戚家在鄭州郊區，到了地方，連眼前的房
屋和樹木都還未看清，便嗅到一陣陣撲鼻的
清香，隨後就看到掛在細碎的樹葉間的一串
一串細碎的雪白的槐花，清新脫俗，美得彷
彿冬天飄落的雪花未來得及落地，便被時
間凍結在槐樹上，等到春暖時又突然綻開了
一般。
從小就在南方吃過了各種鮮花的我，在鄭
州吃的第一頓飯，便是槐花包子和蒸槐花。
槐花包子是親戚家先前蒸好的，包子裏放了
肉和一些調味料，吃起來除了小麥麵的鬆軟
和肉香，花朵本身的味道並沒有讓我感到驚

艷。蒸槐花的花兒卻是我親手從樹上採下來
的，再將半開的花苞一朵一朵地摘下，清洗
乾淨，晾乾後拌上花生油，將花苞均勻地裹
上麵粉放進鍋裏蒸熟，起鍋後用僅放一點芝
麻油的蒜汁鹽水蘸着吃，槐花原有的淡淡的
苦味猶存，苦味的餘韻後還有帶着花香味的
清甜，伴着蒜香和芝麻香，咀嚼聲中，一朵
朵小精靈似的白色花朵就在口中唱起一台春
天的大戲。
自那個春天開始，我愛上了槐花，愛上了
吃槐花。
愛上槐花，也開始讀槐花詩，我最喜歡的
一句是唐人楊凝的「明朝騎馬搖鞭去，秋雨
槐花子午關。」唐人寫槐花的頗多，張籍寫
「街北槐花傍馬垂，病身相送出門遲。與君
別後秋風夜，作得新詩說向誰。」姚合寫
「往年六月蟬應到，每到聞時骨欲驚。今日
槐花還似發，卻愁聽盡更無聲。」宋人楊萬
里也寫過「只今此事冷如漿，來年八月槐花
黃。」又寫「小風慢落鵝黃雪，看到槐花一
寸深。」……讀着讀着，便覺得不對勁了。
我吃的槐花是白色，在春天；古人筆下的槐
花卻盡是黃色，且都在秋季。
再繼續讀書，又問人，才知道我在春天吃

的白色槐花是洋槐花，古人詩中寫的黃色槐
花是古老的中國槐花。因為懶惰，對於槐
花，只剩下吃，我再沒花時間去研究過它的
歷史了。
那時候除了吃洋槐花，村裏河邊生長的水
芹菜也是我一吃就愛上的。
親戚家的房子在一個小土坡上，土坡上

有一條種滿洋槐花的彎彎的小路，直通到
村裏的小河邊，穿過一路花香走到小河
邊，便可以脫了鞋子挽起褲腳下水，河水
很淺，也很清，踩在水裏，河底的鵝卵石
和小魚小蝦一眼可見。摘了水芹菜，還可
以順便摸半桶躲在水芹菜根部傻乎乎地不
會逃跑的小螃蟹，回了家，水芹菜清炒，
小螃蟹油炸，再加上蒸槐花，春天的味道
豐盈而乾淨。
許多年後再到親戚家去，我曾經採過水
芹菜的小河因為當地造紙廠的排放污染變
得烏黑乾涸，那個曾經飄滿洋槐花香的村
莊，也因為周圍的小煤礦過度開採而塌陷
了，乾淨的春天的味道只存在遙遠的記憶
裏了。
如今又過了許多年，不知朋友即將寄給我

的洋槐花是否還有曾經的味道。

遙遠的洋槐花

溫風拂動路邊的醋醬草翠綠的葉子
粉紅的花，也拂起我記憶深處的畫
面：兩個孩子各拿一根醋醬草柄，把
葉片一甩，兩人醋醬草的葉片便纏繞
在一起了，然後各自往回拽，葉柄扯
斷的就輸了，贏的歡呼跳躍。這便是
小時候玩的鬥草，只要有童心，就不
缺童趣，能鬥的草可多啦。
清明過後，木薯冒出地皮了，再等它
壯實些，我們便摘下木薯葉，揪掉巴掌
樣的葉片，只在連着葉柄的基部留一指
長，基部有對稱的兩片托葉，伸出一
個指頭，從托葉處扣起葉柄，快速轉
動手指，帶動葉柄，愈轉愈快，直到看
不清葉柄，眼前出現紅色的暈圈。比誰
轉的時間長不掉落，比每一個手指都能
轉，可以比到秋天木薯葉落。我摘了許
多木薯葉，在家裏苦練，阿婆說木薯結
得小，都是因為葉子被我摘光了。
用藜箕（鐵芒箕）鬥牛，是不需要
練習的。比的不是功夫，而是武器。
一根藜箕，主管有幾回對稱的分叉，
分叉的葉柄都斜着向上。挑分叉主管
都結實的，從分叉底部拗斷，再把對
生的葉柄拗得留一指長，抓住上部主
管，便像倒抓着戟。這就是鬥牛的時
候，雙方藜箕的葉柄交叉勾着，各自
抓着自己的藜箕主管，用力往回拉，
斷掉的就輸了。戰鬥力爆棚的便是大
騷牯（公牛），我倉庫裏二流的騷牯
都所向無敵，因為我有兩個姑姑，她

們到深山裏幹活時見到結實的藜箕就
會拗回來給我，而小夥伴們不敢到遠
山，只在樓前屋後找。我的騷牯也流
失了不少，主要是換小人書看。為了
看阿松滿的《鳳儀亭》，我割肉了三
根大騷牯。土樓外牆的走廊，一般都
是各家的柴火堆藜箕垛，孩子們便在
那翻找。大人罵：「藜箕翻得亂七八
糟，盡幹沒名堂的事。」
大人千萬不要小看孩子們的小把戲

哦，這可是寫詩的素材。范成大寫賽後
場地「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童鬥
草來」，可想鬥草的雀躍鼓噪激烈歡
快。寫鬥草的詩可多啦，李清照、蘇東
坡都寫過，最膾炙人口的應是晏殊的
《破陣子》：「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
後清明。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鸝一
兩聲。日長飛絮輕。巧笑東鄰女伴，
採桑徑裏逢迎。疑怪昨宵春夢好，元
是今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
晏殊是北方人，要是把「採桑徑

裏」換成番薯園木薯園，寫的就是我
們高頭孩子啊。清明後，山氣濕潤，
草木瘋長，蛙鳴鳥叫，孩子們扯木薯
葉鬥藜箕，忙得不可開交，睡着了手
指還在轉動，講夢話都喊「騷牯」！
我想能寫出這樣鮮活傳神詩句的詩人
小時候必定鬥過樂過。
其實，鬥草在古代曾風行一時。南

朝梁宗懍的《荊楚歲時記》說：「五
月五日，謂之浴蘭節，荊楚人並踏百

草，又有鬥草之戲。」瞧，鬥草還是
端午節傳統習俗。時間並不限於端
午，玩法分武鬥文鬥，「草莖相交
結，兩人各持己端向後拉扯，以斷者
為負」，這是武鬥，我們鄉野孩子玩
的是武鬥。文鬥，就是對花草名，採
來百草，以對仗的形式互報草名，誰
採的草種多，對仗的水準高，堅持到
最後，誰便贏。《紅樓夢》六十二回
大觀園裏一群女孩玩的便是文鬥：這
個說我有觀音柳，那個說我有羅漢
松。這個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
花，那個說我有《琵琶記》裏的枇杷
果。鬥得有來有回不分勝負，直到豆
官說，我有姐妹花，這下可把大家難
住了。香菱說，我有夫妻蕙。豆官見
香菱答上了，不服氣地說：「從沒聽
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
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上下結花者
為兄弟蕙，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我
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香菱完
勝。伶牙俐齒的豆官反擊道：「薛蟠
剛外出半年，你心裏想他，把花兒草
兒拉扯成夫妻蕙了，真不害臊！」香
菱惱羞地撲向豆官，兩人扭滾在草地
上，這下由文鬥變成武鬥了。
鬥草習俗延續到《紅樓夢》時代，

至少有千年的歷史，不知什麼時候起
漸漸式微了。客家鄉野孩子居然還玩
着這古老的遊戲，莫非客家文化真是
古代中原文化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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