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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線

成功的定義
最近見一些新的招

募對象，發生了一些
笑話，和大家分享。

很多人在自己的平凡生活中感到
無聊，然後覺得自己要往外跑，找
自己的一片天。
由於我的市場推廣做得比較好，

很多人第一時間就會想起我，然後
想和我聊聊，看看自己是否適合。
我發現經常有個基本的問題，他
們都搞錯了。他們經常喜歡要我來
說服他們，自己為什麼要轉換跑
道。
這是本末倒置的。應該是他們想
清楚了自己要什麼，然後問我可以
怎麼做才去做到。
當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加入、要離

開他們的舒適圈的時候，我真的是
笑到不行。
愛因斯坦在被宣布獲得諾貝爾物
理獎的時候，人在日本，剛剛完成
講座。他離開酒店的時候，想給酒
店人員一點打賞小費，卻發現自己
沒有什麼現金在身上。
於是他突發奇想，在一張小紙上
寫了一段文字，送給了那位員工，
並和那位員工說：「希望這張紙將
來值錢吧。」
大家知道他寫了什麼嗎？
他寫到：「比起每天忙忙碌碌在

追求着什麼的人，可能平平凡凡沒
什麼追求的人，活得更幸福快
樂。」
這真的是真知灼見。我100%同

意。一個在7-Eleven便利店工作的

小伙子，如果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
意快樂，享受自己每天固定的、簡
單的生活，能夠每個月僅僅用自己
打工得來的薪水過活，而且滿意這
樣的生活方式的話，是很幸福的。
估計當時的愛因斯坦應該度過了
幾天不愉快的日本之旅。大概是自
己都心煩意亂。甚至是對獲得諾貝
爾獎後接踵而來的生活感到悲哀。
但在他寫這段字的一刻，我肯定感
受是很真摯的。
好了，我會認為，這是每個在想
着自己創業、不滿意收入的人、不
喜歡打工的人必須面對的問題——
你有多不開心？
如果在你目前的事業裏面感到還
行的話，我會認為你要尋求改變的
動機不大。所以你還要別人去開解
你。其實或許你距離滿意你目前的
狀況還更近。也就是說如果我去嘗
試讓你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你目
前情況也不錯，你可能會很快覺
得：「倒也是。」
那就得了！你根本應該繼續目前
平淡平凡的生活。因為真正會走出
來的，是非精彩人生不可的人。是
寧願失敗，都要追求成功，不願平
凡的人。
有些自以為是的人會說：「你的

成功，不就是代表錢而已嗎？」
我會說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不
同，也沒有誰對誰錯。我只有一個
看法：如果我和你比較誰成功，然
後做個社會調查，我想，99%的人
會說我比你成功吧。

香港救援隊在土耳
其完成救援任務回到
香港，看着他們一個
接着一個接受特首握

手迎接，歡迎英雄歸來，真是由
衷感動。在機場，他們與家人團
聚，孩子抱住爸爸，妻子攬住丈
夫，白髮人抱住兒子，一個十個月
大的嬰兒竟然認出爸爸，露出萌萌
笑容，雖然僅僅9天，確是一場生
死離別。
地震是最突然的災難，瞬間的坍

塌比火災、水災任何災難都來得
快，地震從來沒有預警，根本沒辦
法逃生。兩秒鐘，地動山搖天翻地
覆。我沒有經歷過地震，但採訪過
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生還者。
接受我訪問的是幾位年輕人，汶
川地震的時候還是孩子，在讀小學
三四年級班。汶川大地震是下午2
時28分，他們正在課室上課，突然
教室晃動起來，地震了！孩子們都
傻了、呆了，正在上課的老師，第
一個跑到課室門口，不是逃跑，而
是用身體撐住已經歪斜的門楣，讓
學生們逃生。
塌陷只是瞬間，5層樓壓下來，
原本樓上的教室變成了地下室，漆
黑一片，一點光線都沒有，到處是
鋼筋、鐵皮、石塊石板，被埋的很
多當場離世，倖免的已經渾身是
傷，不能動，也不敢動，動一下就
可能再引起周圍塌陷。沒有光線，
完全紊亂，分不清白天黑夜。時間

過得特別慢，一天的感覺像過了四
五天，兩條腿和腳被石板壓住，伸
展不得，頭被卡住，四肢能活動的
只剩下手。嘗試了把腳上的石塊挪
開，但每動一下，周身都是一陣劇
痛，只能保持一個姿態。灰土和流
出來的血液混合，傷口更加疼痛，
聽到的是周邊倖存者在喊救命。
我訪問的幾個年輕人是同一班學
生，他們被埋在了一起，但都不能
動，初時還可以說話，簡單地溝通
互動，已經是極大鼓舞。隨之而來
的是餓和渴，但他們最盼望的不僅
是水和食物，而是聲音。開始還有
同學在叫喊，漸漸地，聲音小了、
弱了，沒有了，後來被救出來的
說，眼見同學一個一個死在面前，
而下一個可能就是自己，這種打擊
和絕望，只有當事人才能說得清是
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昏沉中過了不
知多久，聽到有聲音了，是救援隊
來了，救星來了，開始挖掘了！他
們被發現了，有了生的希望了！
比起汶川地震時過多年，科學

進步，香港救援隊使用先進儀器
尋找生命跡象，之後盡量不用大
機械，要用手和小工具挖掘，他們
先後救出4個人，兩男兩女……這
生與死的9天，有多少感人淚下的
故事。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說的
是救他人一命，遠勝為寺廟建造7
層佛塔，香港救援隊的英雄們功德
無量！

有書法家旅居海
外，在社交網上載一
作品「友天下士 讀古
今書」，十分感慨，

想知如今仍有人在讀古今書嗎？看
到一些內地城市有很漂亮的書店，
證明有市場需要，而台灣的閱讀氛
圍也不錯，香港似乎靠有規模的誠
品撐門面，公共圖書館是保底。無
人買書自然少人出書，無名氣的作
家要自資出書花近十萬元滿足作家
夢，千幾本書也賣不掉，要送人，
否則存貨無地方放。許多作者不輕
言出書，所以文字工作者不值錢。
香港出版業在慘淡經營。使用AI創
作文章除了教科書和工具書，許多
學生已經沒有課外閱讀習慣了，見
到有人捧一本厚厚的書就很佩服，
雖然沒飽覽群書，但肯定比起那些
連看一份報紙都嫌字多的人好，喜
歡睇書只恨太忙。你可能說沒時間
是藉口，事實是書放床頭，翻幾頁
就眼睏沒法享受讀書樂。
閱讀是擴展思維，吸收前人從作
品散發出來的文化養分，修煉自
己，所以有時聽到不少成年人責怪
年輕一輩做事不思考，沒分析力，
「冇腦㗎！」年輕的確存在沒耐
性，不能吃苦這問題，而且非常普
遍。大家似乎沒有反省那是誰的責
任？家長和社會應負起最大的責
任。目前社會上人人都在追求方便
快捷省時省力，快餐文化速成文化
的巨輪碾碎許多傳統習性，不管影
響是好與壞，已經沒法煞停，將來
的事今天不理。
在學校老師仍然會教導學生多閱
讀多看書，有學習成語故事，讀古
文，學習不同類型的寫作方法，可

惜出到來社會完全沒有人理會，特
別是近年圖片影像短訊充斥了整個
社會，只寫幾百字還講什麼體裁和
風格，慢慢寫作技巧常識規範全還
給老師了，以前是文科生畢業後數
學的知識全還給老師了，理科生將
中文歷史還給老師。現在相信沒分
別，肯讀書的人除了做研究工作和職
業需要的人外，沒有幾個去圖書館，
大家發現補習老師那麼吃香就明
白，家長點解要另外花筆金錢，以
前讀書靠自己現在靠補習，孩子的依
賴性很重，獨立能力愈來愈低，父母
沒刻意糾正，孩子難以自食其力。
終於敢講富不過三是家長造成
的。總是聽一些人說超過2千字的文
章太長，沒人看，年輕人不睇文
字，只愛睇圖像的了，不會買報
紙，不會買書，大家就放之任之。
只求短文章滿足年輕一群，媒體人
在迷失，因為競爭問題，為了點擊
流量隨波逐流。那就不要怪我們的下
一代沒思想，沒文化，沒內涵，只要
求短文章滿足年輕一群，一個不愛閱
讀的人你認為500字的文章可以寫出
幾精彩的措詞表達呢？文字功力有幾
強呢？寫出來的是骨架沒血沒肉，何
來感人之處！能寫有內涵長文章是需
要「腦有料」，料是日積月累的，平
日一篇萬字的文章不會看，如何寫得
好十萬八萬字的論文？難怪經常聽
到論文抄襲事件。
當今最流行的ChatGPT，用AI寫

作的玩意，若成為風氣，人人都做鍵
盤戰士，坐在家「搞二次創作」，那
誰去前線將最新消息免費供應給你，
令生態失衡。科技是人類使用的工
具，可以替你做事，不要做人類的替
代品，否則等於自我淘汰。

人類在自我淘汰

最近有幾個更年期
的女士，發現月經不
規則就診，有一位55

歲的女士停經大半年，然後出血幾
天，她覺得奇怪，經過檢查之後
發現她子宮內膜有一粒小的腫
瘤，邊緣不規則，雖然很小，但一
定要取出化驗。結果證實是子宮內
膜癌。
另一位48歲的女士，發現自己斷

斷續續流血一個多月，一開始她因
為疫情怕去見醫生，一直拖到有必
要看醫生了才出現，結果發現她的
面色很蒼白有明顯的貧血，檢查子
宮卵巢，發現子宮內膜很厚，要抽
取子宮內膜化驗，病理報告是子宮
內膜腺癌。
另一位62歲的女士，收經很多年

了，發現內褲有少許血，開始她以
為是痔瘡，輕描淡寫地說最近因為
過年吃太多煎炸東西，太過熱氣而
引致痔瘡出血，經過檢查時，卵巢
有一惡性腫瘤，而引致陰道出血，
但她完全沒有覺得腹部腫脹等等，
正常的卵巢只有一粒欖核大小，停
經後更加小，即使生腫瘤，要等到
她覺得自己不舒服，肚子痛或脹已
經是很大甚至是晚期，幸好這位女
士有出血，令她去看醫生能夠及早
發現，實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更年期的女性在事業上要打拚，
在家中要照顧一家大小包括老人
家，總是沒有時間關注自己的健
康，有不舒服或者異常，都是盡量
拖延而耽誤了時間，所以無論是任
何年紀的女士，如果經期出現異常
或者不規律一定要小心，也許這些
是警號，提醒你要注意。
年輕女性經期不準受很多因素影
響，包括情緒、食物、疫情、外界
或內在的荷爾蒙水平的影響，要小
心懷孕的併發症例如小產、宮外孕
等等。有些人沒有記錄自己月經的
習慣，沒有來經期也不覺得有什麼
問題，有了BB都不知道。我有一
位好朋友第一次懷孕是我幫她做例
行檢查時發現的。隔了兩三年後第
二胎居然仍是我發現，簡直烏龍到
極點。
對於40歲以上的女性，如果月經
以前很準，現在不規則，更加要記
錄來經的日子、持續的日數，有沒
有腹痛或者一塊塊凝固的血塊？這
些詳情是給醫生參考的很重要的資
料。醫生會根據具體情況做出適切
的檢查治療。這樣才能夠及早發現
問題，病向淺中醫。
三八婦女節和母親節就快到了，
做一個身體檢查，是送給自己和父
母最好的禮物。

更年期月經不規則

這兩三個月，香港舞台上演不
少香港藝術節的演出，這個一年
一度呈獻中外數十項表演的藝術

節不知不覺間已經走到第51年。去年9月，藝
術節慶祝成立50周年，出版了一本名叫《風采
五十——香港藝術節薈藝國際》的誌慶特刊。
我一直在忙，無暇翻閱這本特刊。最近想起
今年的藝術節又再來臨，便拿起桌上的《風》
書，欲重溫藝術節過去50年的軌跡。全書250
多頁，十二開度，中英對照，附上多年來與藝
術節有關的珍貴圖片。我只是飛快地翻了一些
章節，已經感受到編寫者為此刊物所花的心血
和時間。為什麼我這麼快便有此結論？因為我
曾經多次為藝術團體編撰周年誌慶刊物，自然
一看便知道產品是一本認真的製作，還是拼湊
了事的工作。
我好奇地在工作人員名單中查看誰是《風》
書的編撰者，原來是黃月妙（Kitty）。我一來
基於同行的好奇，想了解Kitty應付這項艱巨工
作的過程和心得；二來也想向她表達我對其作
品的欣賞，便索性約她談談她編撰此書的辛酸
史。

Kitty首先告訴我這名知音人她接受邀請編輯
《風》書的來龍去脈。2020年7月，藝術節代表
問她會否有興趣編撰在翌年藝術節踏進50周年
時出版的誌慶特刊。原來Kitty大學畢業後，第
一份工作的服務機構正是香港藝術節。30多載
轉瞬即逝，近年她已經從繁忙的職場上退下
來。她不諱言當她收到邀請時，曾經猶豫了一
會，因為她的專長是製作管理和統籌，所以當
她知道要同時兼顧編採和寫作，便預料到這個
任務絕不簡單。可是她最終還是願意接下這份
既有意義又富挑戰性的工作，感覺上就像返回
自己最初踏足職場的源頭。
那年8月，她開始籌備工作。當時疫症非常嚴

重，所以她有時間閱讀藝術節過去半個世紀的
資料，從而研究藝術節歷年來在國際藝術界的
定位和對亞洲藝壇的影響。當時藝術節行政總
監何嘉坤告訴她出版《風》書的主要目的是向
歷年的參與者、贊助商和觀眾等人致謝。當
然，她們知道沒可能向所有有關人士一一訪問
和致謝，只能採訪部分貢獻者。除此之外，確
立和探索定位、使命，以及展望未來的挑戰也
是出版的重要目的。

這本特刊的出版時間是2022年2月，Kitty預
計她有一年半的時間籌備和工作，覺得時間寬
鬆，以為還多預出三四個月的時間。我聽到她
說她當時這樣想，禁不住「哎呀」，因為我很
了解這類任務的殺傷力。記得多年前我在趕製
一本特刊的「死線」那個星期，每晚在辦公室
工作至乘最後一班港鐵返家，以為到了「死
線」那天已經沒什麼需要再趕。沒想到我竟然
在「死線」當天創下在設計師辦公室連續36小
時不眠不休的工作紀錄！團隊很多人受不了，
在半夜或天亮離開，我卻繼續死拚至翌晚10
時。我離開時，看到設計師因為太累而雙目呆
滯，面色蒼白。那真是一段難忘的編寫經驗。
由於疫情關係，Kitty與委員會在首兩三個月
以Zoom開會。Kitty念社會科學，慣以社會學和
宏觀的角度看歷史，但何嘉坤建議不要寫太多
歷史，以防流於沉悶。儘管如此，回顧仍是不
能缺少的一環。Kitty花了個多月閱讀和寫筆
記，尤其欣賞當年的工作人員將藝術節首15年
的資料保存得非常清楚齊全，令她很容易由藝
術節的誕生，逐步認識這項歷半個世紀的香港
藝術界盛事，覺得很有意義。

《風采五十》之一

從大棠荔枝山莊到大棠有機生態園的過程相當漫
長，從旁觀之，開始階段猶若摸着石頭過河……
直至主管農務的兄弟、發仔（梁新發）介紹，以純

淨水源發出各式菇菌、綠豆、黃豆，甚至後來既特別
又廣受歡迎的花生芽菜；感覺成熟時間到了，漸次加入的家族第二
代梯階與時俱進，配合環保新趨勢推出的產品漸成巿場新寵，聽聞
生態園每日單單提供芽菜類予巿場，以噸計！
舊時來荔枝山莊，喜歡捧個有機大木瓜回家煲我至愛木瓜雜果仁
素湯，今天各式水果包括舶來矜貴品種，隨季節轉移供應巿場或讓
粉絲顧客入場自摘，更有各類精進蔬果瓜類；尤其番茄與粟米，成
了嘴饞鬼的筆者既有益又美味的「零食」。
過去害怕到一般茶餐廳進食，打開餐牌，琳琅滿目幾百種餸菜提
供；廚房出品怎可能優秀？能做到入口合格已難能可貴，單單準備
食材已是極大考驗，保持新鮮幾乎天方夜譚。當然，閣下或會反
駁：才幾廿蚊一個套餐（也已超過五六十，甚至更高，不再便
宜），想食咗人哋隻車咩？
同意！
所以吃個蘋果，或者簡單麵包、飯團是我經常趕路的便餐。
筆者的理念：承先啟後，創新立碑，精而簡約，何用跟風？
曾經營小Cafe，惜跟合夥人出現理念分歧，導致一度廣受歡迎的
幾樣小吃菜式被湮沒，最終放棄。
漫山遍野建立有機果園及菜地，跑馬場以外，山腳位置靠近大棠
村，梁氏家族曾經開過酒樓，現仍經營，價錢公道，是方便附近倉
地、工廠、司機員工的食堂；火候夠，味道好，受歡迎程度吸引了
工友們的老闆都駕車前來幫襯。名正言順，最近開設設計乾淨利
落，更有露天茶座，新建「棠人街」食
府；清炒大棠有機菜蔬美味，梅菜鯇魚
腩碟頭飯正，乾炒牛河及星洲炒米火候
控制得宜，都是極佳選擇，然而從過去
燒鵝轉至今天專人主理，以偌大荔枝園
收集的荔枝柴，30分鐘燒烤不滿2斤走
地雞……嘩！色、香、味不單止佳，絕
對優秀100滿分！
去年夏天初吃被深深吸引，再吃不
用斬以手撕開一人吃半隻，再下來獨
食一隻；百分百肯定，這隻大棠荔枝
柴燒雞，將會成為贏盡口碑的招牌菜
式。才半年，去年聖誕節想吃，已經必
須預訂！

從荔枝到荔枝柴燒雞

想與一個甲子前的父親說說話
有一幅影像，我看到它心頭升騰起

五味雜陳不是滋味。忍不住想與影像
來一個擁抱、一番言語。
這是一張黑白小學畢業集體合影照

片，拍攝於1962年，照片底下通欄署
名「永定縣田地小學廿二屆畢業全體

師生攝影」，迄今已經整整一個甲子。
我第一次見是農曆壬寅年春節。大年初二
與二哥岳父偶然相逢在二哥家。他老人家掏
出手機，讓我看一張照片，用手指點點點
道：「這是我，這是你父親，這是……」緬
懷激動之情溢於言表。因為，他們既是同
學，又是姻翁。
這是我見過的父親最早的影像，雖然只是
我匆匆一瞥，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
幾個月後的端午節，我再次在二哥家碰到

郭老丈人，於是急切地叫其轉發給我。
果斷收藏，迅疾轉發，睹物沉思，不免長
長的吁嘆，歷史的滄桑、歲月的無情、命運
的天定、時運的多變和不同人生的際遇。
照片近處背景為一層白牆黛瓦土木結構平

房，呈L形，左邊一間顯明突兀，右邊正中
開個門，穿過此門可以隱約看見10米開外的
2層土木結構房教學樓。近景平房正面牆壁
上塗寫着一些仿宋大字，分辨許久才大致看
出一二，左邊寫的是「按時到校，按時回
家，不遲到，不早退，不隨意缺課」，右邊
上面一行因為光線晦暗已經難以讀出，下一
行寫的是「誤時間，避免發……」年代久
遠，萬物風化，難免殘缺。當然，殘缺的東
西總是讓人產生修復的念頭和無限的猜想。
幾經周折，從原田地小學校長張鎮權先生

處找到同樣影像。兩相對比，方分辨出背景
牆上右邊的標語是「莫誤時間，避免發生危
險」。古詩言：「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

兒讀書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悲」、「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
遲」、「燈前目力雖非昔，猶課蠅頭二萬
言」……這是學校的標語式標識。
影像上共有24人，師生各佔一半，12名
教師中有一位女教師，與學生同排坐居最
左。11名教師站位後排，清一色着白襯衫，
髮留三七開，個個精神抖擻、朝氣蓬勃，儘
管衣着質樸，卻洋溢着青春朝氣。唯一的女
教師（後來才知道她是永定區培豐鎮久負盛
名的文化名士張斌開老師的家母，名叫張璠
如），約20來歲，圓臉、眉清目秀、高挑、
髮黑齊脖，上衣右扣腋式，十分有上個世紀
中葉的年代感。最特別的是，她居然沒有穿
鞋。光着腳照相，是否有辱師顏、有損師
德？顯然不會，3年困難時期，要什麼沒什
麼，而且那時的人節儉意識根深蒂固，此其
一，其二在勤工儉學的教學體制下，半工半
學是常態，下了講台出了教室就下地耕種是
十分尋常的。也許，她剛剛從田裏勞作洗淨
腳就來照相了呢？
再看12名學生們，個個正襟危坐，雙手置
放於兩腿之上，衣着並不陳舊，神情十分認
真，胸前的紅領巾顯得十分醒目。當中有5
位學生把腳縮起架於課堂式凳子下的橫槓
上。7位學生的雙腳着地，其中有4位學生
也是光腳。而這4位赤腳學生中就有一位我
的親生父親。
定睛聚焦，14歲的父親正值豆蔻，坐姿端

正筆直，雙眼對鏡平視，個小、削瘦、白
淨，一身黑色粗卡機布衣，整齊乾淨，一雙
赤腳十分扎眼，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拍照，雖
然不會衣衫襤褸，破舊不堪，雖然不會骨瘦
如柴，如豆芽菜或爐柴棒，卻是一幅「赤腳
大仙」的模樣，好可憐呀！

我的心海泛起陣陣的酸楚，漫過胸腔，漫
過脖子，直上腦海，直衝髮梢，眼眶裏的淚
水在打轉，眼鏡一片模糊……面對赤腳父
親，我多想穿越一番，想與一個甲子之前的
14歲的父親說︰「14歲的老爸，你覺得苦
嗎？」正值舉國上下人人饑饉，草根樹皮都
被搶得精光的3年困難時期，剛好是長身體
的關鍵時候，你光腳的日子有多長？光着腳
板走路疼嗎？是否常常被尖銳的石頭或玻璃
或荊棘割破血流不止？你餓肚子的記憶有多
深？咀樹根嚼草皮的滋味是什麼樣的？
14歲的老爸，你那套衣服一定是過年的時

候才捨得穿吧？平時的穿着怎麼樣？要知
道，現在的孩子一雙鞋子少則幾十元，多則
七八百上千元，衣服同樣如此，不僅樣式新
穎，色澤鮮艷，材質講究，盡顯身形，而且
3天一過已然棄之如敝屣，根本穿不舊穿不
破，捐獻出去也少有人要。對比之下，你是
否覺得公平？你是否會悲嘆自己生不逢時命
不如人？
14歲的老爸，當你捧着高陂中學的錄取通

知書，你高興嗎？當你聽聞年邁的爺爺奶奶
一百個堅決不讓讀初中的決定時你是否號啕
大哭？據你的同學講，在12個學生中，你的
成績還不錯呀！你在健在時，能夠唱出雄渾
高亢的美聲四鄰皆驚，我在省城讀書時你給
我寫信時的優美文辭，你教誨孫輩的「能吃
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等，60多歲學笛子
學得有模有樣，這些無不說明你的天資與聰
慧。可這些話，你已經聽不到，2015年你就
已經長眠，我只能惆悵、悲痛、神傷。倘若
有輪迴，無論你投胎於何處，我真誠地希望
你也能夠看到當今新時代之盛世、當今復興偉
業之繁華，更加真誠地希望你安居無虞、生活
無憂，有人愛有人疼、穿戴不愁、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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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柴燒雞，從雞皮
到雞肉再到雞骨都燒出
陣陣清香。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