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山五嶽 蒼松岩壁間端坐關帝爺（中）

巍巍南嶽，開放豁達，儒佛道共尊共
榮，成為和諧文化之名山，真好。蔣先生主政中國的22年間，曾先後6次

到南嶽。第一次是1932年11月初，蔣先生
偕夫人宋美齡，在湖南省主席何鍵陪同下

來到南嶽，遊覽了南台寺、上封寺、祝融
峰等處。1937年5月，蔣介石先生第二次
來南嶽，再次來到上封寺，在大雄寶殿禮
佛完畢，蔣先生隨手抽了個籤，其籤文
曰：世上傑出偉人才，榮華富貴天安排，
目前凶吉只能避，飄洋過海免難災。附籤
曰：「七十二計，走為上計。」寺院師傅
連忙解釋說：「委員長這籤不錯，第一可
免 災 ， 第 二 寶 座 可 保 ， 第 三 安 全 可 放
心！」無論法師如何辯解，蔣介石先生還
是心有餘悸。

南嶽山門外的祝聖寺，是衡山的龍頭所
在。登山前，我們赴祝聖寺禮拜。進入寺
廟山門，幾棵參天大樹，覆蓋着中軸線正
中的天王殿。輕輕步入殿內，正中供奉
的，並不是其他寺院常見的彌勒佛，而是
一尊威武的關帝爺，兩邊的四大天王，簇
擁着關帝，都那麼栩栩傳神。關帝背後，
是韋陀菩薩。這是衡山佛家的一大創造。
有了關帝，有了忠義，有了誠信，還擔心
沒有笑眯眯的心情嗎？

春節期間的南嶽山巔，樹掛冰清玉潔，
讓我們激動了好一陣子。此時的峰頂能見
度，也只有百米左右，給我們留下了朦朧
中的神秘。徒步上山，沿途的寺院，如果
沒有供奉關帝爺，也擺放關帝財神爺供信
眾請奉。登山步道兩邊的商家，也擺放着
各種姿態的關公，還有各式青龍偃月刀。
山上山下，處處有關老爺的威嚴。

第二天，我們從南天門出發，徒步登
山。在山巔附近的上封寺，我把隨身攜帶
的《世界關帝聖像》枱曆，恭恭敬敬地贈
送給寺院的傳覺師傅，讓世界各地的關老
爺，永久駐駕在南嶽衡山之巔。

南嶽儒佛道共尊關公，最典型的要數山
下的南嶽大廟。佔地98500平米的南嶽大
廟，中軸線左邊，是西八寺，全是佛教寺
院。中軸線右邊，是東八觀，全是道教宮
觀。中軸線上，則是儒生們精心管理的御
書樓。儒佛道在同一片院落共尊共榮，在

海 峽 兩 岸 罕
見 ， 在 世 界 各
地也是罕見！  

東八觀的人流，似乎比西邊的寺院明顯
少很多，信眾最多的，還是北後門右側的
財神殿，雖然大殿正中供奉着財神趙公

明，而在大殿一側的商品櫃，金光燦燦的
關老爺，成為人們的首選。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中國攝影家 朱正明

從江城武漢出發，乘高鐵向南，直達衡
山西站。再乘坐10多分鐘的越野，來到衡
山腳下。

寺院師傅介紹，1937年5月，蔣介石先
生赴南嶽拜佛，在上封寺獲得一籤，籤文
曰：「……漂洋過海免難災。」細細想
來，這籤文，也是夠靈驗的。

11年之後的1949年1月23日，蔣先生下野
回到老家溪口，又在他家門口的武山廟燒
香問蔔，得到一個關帝警示的籤。聯想到
1937年南嶽衡山的籤文，也許蔣介石先生
堅定了出走台灣的決心。

細 細 觀 察 ，
西 八 寺 香 火 最
盛 的 ， 要 數 關
聖 殿 ， 正 是 春
節 ， 這 裏 敬 香
者 甚 多 ， 且 不
分 男 女 老 幼 ，
一 個 個 虔 誠 滿
滿 ， 喜 悅 滿
滿 。 在 關 聖 殿
拍 攝 圖 片 之
後 ， 我 們 把 隨
身 攜 帶 的 另 一
份 《 世 界 關 帝
聖 像 》 枱 曆 ，
贈送給了傳德師傅，向他介紹了世界各地
的關帝文化風情。傳德師傅告訴我，整個
南嶽大廟，文革時神像都遭毀壞，唯獨關
帝像倖存下來。文革期間，進駐大廟的解
放軍叔叔也喜愛關公，把關帝像存放到駐
軍彈藥庫，躲過了「破四舊」這場災難。
偌大的南嶽大廟，數百尊神像都是上個世
紀八十年代重塑，唯獨關聖殿的關老爺，
是清代珍品。真是萬幸！

當天下午，我們乘考斯特，沿着蜿蜒的
山路盤旋向上。車到南天門，濃霧瀰漫，
濃得連浩蕩的天風也化不開，什麼都看不
見。我們只有住在南天門財神殿賓館，守
候第二天的晴日。

細細想來，儒佛道三教在根基上並不相
違。佛教主張向善，福報因果；儒家講究
仁愛，勿以善小而不為；道家主張上善若
水，厚德載物。無論是儒道佛，還是大眾
民俗文化，終究都是引導民眾蒼生向善向
真向美。

大年初五，在南嶽衡山大廟關聖殿敬香的民眾。（朱正明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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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研調入境檢疫安排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

道：本港疫情持續回落，昨日新增
5594宗確診個案，包括5459宗本地
個案及135宗輸入個案。行政長官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正面看待疫情走勢，會在控制疫情下，有序恢復經
濟活動，減少入境人士之不便，保持本港競爭力。他說，明白公眾希望社
會盡快復常，強調會有序推進開放，保持措施一致性，不走回頭路。

兩地教育融合互補 為學生拓展未來

民建聯促早落實
「逆向隔離」安排

有序推進盡快復常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張麗娟報道：國家教
育部昨日舉行 「教育這十年」 「1+1」系列發布會，
介紹十八大以來，內地與港澳台地區教育合作交流情
況，並邀請港澳主管教育的官員線上出席。教育部港
澳台辦主任劉錦介紹，十年來，內地（大陸）高校累
計招收港澳台學生7.9萬名。在內地（大陸）就讀的
港澳台學生人數穩步增長，2021學年，內地（大陸）
高校共有港澳台在校生3.82萬名，較2012年的2.53萬
增長了51%。內地已連續多年成為港澳學生赴港澳以
外地區升學首選，也有越來越多台灣學生選擇到大陸
就讀。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及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近日接受
本報訪問，談及近10年本港教育工作的發展。蔡若蓮
強調，回歸以來，教育一直是特區政府施政重點，以
及開支最大的範疇之一。政府一直積極推展內地與本
港教育交流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強青年人對
國家認識與國民身份認同，培養他們成為有識見、負
責任、德才兼備、愛國愛港的人才，能為香港與國家
繁榮穩定作出貢獻。過去10年，特區政府在教育工作
上進行多項改革，取得積極成效。

高校結盟凝聚教研資源
她又指，香港與內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逐步形成優

勢互補、協同發展的良好局面。在國家教育部支持與
各相關教育主管部門協調推動下，香港的高校與多個
省市的高校結盟，有效凝聚優質教研資源及完善合作
機制。其中，香港浸會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於珠海合
辦聯合國際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大學合辦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等，城大、都大、理大及港大也正
積極推動合作辦學項目。

蔡若蓮續稱，隨國家 「十四
五」規劃及大灣區建設的發
展，國家教育部支持香港辦學
團體在大灣區開辦香港課程學
校，為港人子女提供一條龍中
小學教育服務。由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牽頭創辦的廣州南
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亦於本月
開學。蔡若蓮表示，除民心學
校外，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
等開辦香港教育課程的學校均
已正式開學，為居住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港人子女提供一條
龍中小學教育，同時亦促進大
灣區人才流動。

頻繁交流助破偏見
香港與內地教育專業互動和

文化交流多年來不斷發展。蔡若蓮表示，2004 年至
今，已有約 780 所香港學校與內地學校締結成超過
2100對 「姊妹學校」，在學校管理、教師、學生及家
長多個層面，進行互訪及多元化的活動。 「學生內地
交流計劃」亦每年提供10萬個交流名額，讓所有中小
學生到內地不同省市交流，深化課堂所學；學生參加
人次由2012/13學年的兩萬多人次逐步遞增至2018/19
學年的七萬多。

作為教育工作的參與者，黃晶榕指出，仍有學生及
家長對到內地升學存在偏見，他憶述在五、六年前，
他曾親自帶學生及家長到廣州暨南大學考察，當時有
家長稱只是因為有津貼才帶小朋友參加這次考察，直

言 「當是旅行」，更表明不會讓子女到內地升學，在
他詢問下才知道， 「在該家長的印象中，內地學生都
是在吸毒和打架，然而經過數日參觀、旁聽，該家長
態度發生180度轉變，更主動問及入讀要求。」

多措助跨境生疫下學習
此外，在疫情下，不少跨境學生未能往返香港上

課，蔡若蓮指教育局已採取多項措施確保跨境學生能
正常上課，包括線上線下混合模式上課，讓身在內地
的學生可網上實時上課；北區有較多跨境學生的學
校，甚至會派教師到內地與學生上課。至於內地，亦
容許港人子女以當地生身份入讀公辦學校。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教育局局長蔡
若蓮明確點出，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的
「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一

直以來，國民教育是香港學校課程的重要元素，涵
蓋國史、國情、中華文化、國家地理，以及與憲制
秩序相關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等範疇。局方一直以
「多重進路、互相配合」的方式培養學生對國家的

歸屬感以及增強國民身份認同，例如通過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豐富歷史文化的學習，增加趣味，提
升學生學習國情的動機和興趣。

蔡若蓮指，從2018/19年起，教育局把初中中國歷
史科列為獨立必修科；又加強憲法、基本法及國家
安全教育；並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加
強學生的知識基礎及慎思明辨能力，正確理解國家
發展、香港定位以及世界大勢。

助「黑暴」青年重返校園
早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大部分因參與 「黑

暴」而被判囚的青年都深感懊悔，政府希望幫助他們
重返校園。蔡若蓮表示，懲教署與香港都會大學已簽
訂合作協議，都會大學將接受本身為大學生的在囚人
士出獄後升讀，並承認其原先修讀的學分，相關青年
仍可以在都會大學完成其學位課程。甚至未年滿18
歲的青少年，如果他們未完成中學，甚至小學課程，
局方亦會轉介他們到各中小學，完成相關課程。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表示，自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教育界已撥亂反正，教育局又向中小學發出香
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學校不單通過不同學科
提高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還以不同形式，包括升
國旗、唱國歌等，進行愛國教育。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
將於下月19日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民建聯昨日
會見李家超，提交新一份以 「團結拓新局 開放建繁
榮」為主題的 「2022年施政報告期望」，當中提出三
大重點範疇、25項重點建議，以及超過130項相關建
議。他們促請政府盡快實施 「0+7」安排，同時積極與
內地商討，逐步縮短進入內地的檢疫日數，並盡快落
實 「逆向隔離」安排，推動社會復常。

民建聯主席李慧會後表示，未來一年政府施政必
須聚焦三大重點範疇，包括推動社會從疫情中復常、
招商引資吸引人才，以及提升東盟地區的戰略發展地
位。其中，政府必須全面推進社會復常，努力推高疫
苗接種率，尤其需要特別針對長者和兒童兩個群組，
並盡快實施 「0+7」安排，及最終達至零障礙通關；同
時積極與內地商討，逐步縮短進入內地的檢疫日數和
增加每日從香港入境內地的名額，並盡快落實 「逆向
隔離」安排。

民建聯提到，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為更好應對
新形勢下的機遇和挑戰，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招商引
資，吸引人才，包括透過批地及財政等政策，更積極
有為地引進國際和內地的龍頭企業、創科企業以及創
投基金，加快香港與其他國家地區簽訂避免雙重徵稅
安排，和為來港落戶的企業提供各類涉及政府部門事
務的 「一站式」申請與跟進服務。

吸引東盟成員來港發展
另外，民建聯指，東盟是最大發展潛力的新興經濟

體，已成為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故政府應提升東盟
地區的戰略發展地位，包括成立高層次委員會，重組
香港推動經貿發展的駐外機構，吸引東盟企業來港融
資及上市，吸引東盟地區利用香港專業服務，協助中
小企開拓東盟市場，透過數字經濟加強區內合作，加
強推廣香港文化產業，和便利香港成為東盟地區的人
才培訓中心。

多重進路方式
培養愛國情操

蔡若蓮(右)與黃晶榕講述近10年本港教育工作的發展。 記者 馮瀚文攝

政策以減少旅客不便優先
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特區政府會視乎

確診數字考慮放寬入境檢疫安排，盡快作出決定並公
布，目標是在管控疫情下，提供最大空間，讓香港聯
通世界。對於早前有聲音建議入境檢疫放寬至 「0+
7」，以及要求旅客安裝追蹤程式，李家超回應說，
會積極考慮不同意見，但強調需確保政策的一致性，
避免混亂，正朝減少旅客不便的方向進發。

李家超強調，香港仍須提高疫苗接種率，確保 「一
老一幼」生命安全。對於外界憂慮防疫措施會削弱香
港競爭力，李家超表示，明白公眾希望社會盡快復
常，特區政府會有序推進開放，以保持措施的一致
性，不走回頭路。

他又說，香港經歷多年風雨，可見是有韌力的城
市，而且勞動力優越，制度有競爭性。他希望市民對
香港有信心，能克服眼前困難，開展另一個台階的發
展。

專家促入境檢疫改用快測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良表示，若本

港實施入境檢疫 「0+7」方案，除了會有更多外地旅
客來港，市民亦可外出旅行 「放疫監」，屆時每日或
有數萬人入境。他認為本港應汲取外國機場經驗，以
免機場出現採樣人龍，建議旅客在機場可自行做快速
檢測代替接受核酸檢測。

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緯遜亦認為，目前的
社交距離措施有放寬空間，特別是針對食肆的防疫限
制。他亦認同實施 「0+7」或更進取方案，例如縮短
入境人士持 「黃碼」的日子，或放寬 「黃碼」期間的
限制。

廠商會倡「0+7」可先行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指，防疫與經濟發展之間要取得

平衡，但本地經濟已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全面 「開
關」刻不容緩。隨政府紓困措施陸續屆滿，他擔心

會有愈來愈多中小企結業，加上對外貿易表現欠佳，
若本港與海外和內地之間不盡快 「復關」，香港經濟
復蘇將失去動力。他建議先把入境檢疫要求放寬至
「0+7」，並以此為基礎，制訂透明和清晰的 「復

常」路線圖，讓活動主辦單位和業界及早能做好部
署。

另外，香港田徑總會早前宣布取消今年的香港馬拉
松比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李家超早上回應時表
示，特區政府積極支持在港舉辦的大型活動，盡量提
供便利。他希望雙方共同努力，舉辦市民期待的活
動，為香港創造價值。

渣馬計劃明年2月舉行
香港田徑總會下午時宣布，由於獲政府全力支持，

正積極計劃於明年2月12日舉行第25屆香港馬拉松，
將繼續與相關部門保持溝通，並就疫情最新發展作出
相應準備，讓公眾、跑手及工作人員得以在健康和安
全的情況下，參加這項盛事。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表
示，隨防疫措施有望逐步放寬，相信屆時可吸引更
多海外跑手及旅客來港，成為香港疫後復蘇中一項標
誌性的盛事。

本地疫情方面，昨日新增 5594 宗確診個案，包括
5459宗本地個案及135宗輸入個案，另有七宗死亡個
案，年齡介乎43至92歲。此外，有六間安老院舍及四
間殘疾人士院舍、共12名院友感染；至於學校方面，
共呈報1007宗陽性個案，分別來自589間學校。衛生
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疫情正逐
漸回落，因此有空間調整入境或社交距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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