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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論語》的好處

黃永玉的重彩荷花
我喜歡荷，也愛畫
荷。最初學水墨畫，
就畫荷，那時喜歡臨

摹王雪濤的荷，因為王雪濤的小寫
意荷花總是給人不染紅塵，清麗脫
俗的感覺。欣賞王雪濤的荷花，我
們能體會到他說的畫理、畫情、畫
趣。由於構思精巧，又富有筆墨情
趣，所以我認為王雪濤的荷花有人
情味。
偶然間，我接觸到黃永玉的大寫
意荷花，覺得他的荷花又是別樹一
幟。他濃墨重彩的大寫意荷花，非
常出彩，而且寫法完全不受傳統約
束，簡直天馬行空。
黃永玉畫的荷花，遠觀近看，都
感覺有一種高雅的氣質，這緣於荷
花鮮的色塊在濃重而粗獷的墨色襯
托下，顯得明快而響亮，加上豐富
變化的線條，畫面更顯絢麗奪目。
他的荷花像是從天外飛來，集天地
靈氣而生，聚日月精華而長，使賞
花人有如入仙鄉的感覺。
被稱為「荷癡」的黃永玉與荷花

結緣於十年動亂期間。他
湘西鳳凰家鄉的荷花高潔
清逸，仙骨神韻給他絕妙
的美感享受，「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
益清，亭亭淨植」，荷花
這種氣節和品格，使逆境

中的黃永玉獲得心靈安慰和精神支
撐。黃永玉一有閒暇就去荷塘賞荷
畫荷，待10年平反回城整理衣物
時，他才發現自己畫荷花的速寫竟
然多達8,000多幅。
如同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黃

胄的驢，李苦禪的鷹，關山月的梅一
樣，荷是黃永玉的「標誌」性畫作。
由於黃永玉的畫大多數是濃墨重
彩的，所以也曾經有人說他的國畫
不正宗。據說，對於這類評論，他
懶得回應，反而說，誰再說我畫的
是中國畫，我就告他。真幽默！
我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一個水墨畫
大展中看過黃永玉一幅巨型荷花水
墨畫，可謂氣象恢宏。而他為榮寶
齋畫的「九荷圖」更非同一般。畫高
5米，寬6米，據說他整整畫了40
天，每天10多個小時。整幅畫沒有草
圖，黃永玉真正做到了「胸有成
荷」。每一點一畫，都恰到好處。荷
葉或舒或捲，菡萏或綻或斂，飄飄乎
若清風，朗朗乎若明月。這幅畫華貴
雍容，氣度平和，可稱曠世之作。

自幼熟讀《論語》
的香港浸會大學榮休
校長陳新滋教授跟我
們分享了《論語》一

些經典名句：「我想起周恩來。他
是一位莊重的君子，使我想起《論
語》有一句『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我們必須要
莊重，無論是言談、禮貌都需要莊
重，表達出來都是不怒而威的，周
恩來便是這樣。」
「學則不固」，很多人以為是指

學習不夠穩固，其實另一說法也許
較合理，就是多學習，人便不會頑
固，不會固步自封。
「主忠信」，很多人以為是指忠

君，其實「忠」是可以指忠於國
家。朱熹對孔子思想的解說是「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
忠，推己及人之謂恕，盡自己力量
做到最好已是忠的了。
「無友不如己者」別誤解以為是
與不如己的人做朋友，「不如」的意
思是指不與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
做朋友，要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為
共同理想努力，這樣力量便會大。
「過，則勿憚改」是指一個人犯
了錯是不要緊的，承認錯誤，然後
改好它，那樣便是君子了。
聽陳教授娓娓道來，不難發覺他

身上亦傳承周恩來那一代「讀書
人」一派謙謙君子的儒雅風範，舉
止莊重，不怒而威，忠於國家，推
己及人。
一生致力追求創新科研的世界著
名有機化學家陳教授認為，在現今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論語》不但
沒有古舊過時，更為我們帶來深刻
的啟示。《論語》有20篇，內容涵
蓋很多方面，是孔子多年與學生對
話的摘錄，是最精彩的。經過兩
千多年，流傳到今天，已經是經
典了，能幫助我們思考人生的哲
理。所以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讀
《論語》。
朱熹當時把學、庸、論、孟即4本
重要經典列為「四書」，陳教授認為
我們現在也要一樣——學、庸、論、
孟，人人都應該要讀。《論語》特
別容易讀，因為內裏的語句都是很
短的，如果大家能夠深刻地讀、清
楚地讀，對人生的幫助會很大。

父親節當天「可愛小天
后」炎明熹（GiGi）直言除
了多謝親生爸爸之外，更要
多謝她的姑丈們，「我有5個

姑媽姑丈，他們都當我女兒一樣地愛錫，我
就好像有6個爸爸一樣幸福爆棚。爸媽在香
港生了我，小時候我曾跟他們回鄉生活，當
年我見四姑丈姑媽拖行李喼要離開汕尾，
他們說去香港，我就硬要跟去，就是這樣
我來了香港！由幼稚園至初中我都跟四姑丈
居住，後來因為方便學唱歌我就搬去和五姑
丈姑媽一起生活，五姑丈知道我喜歡唱歌，
他甚至先到歌唱學校試堂，滿意了才讓我去
上課，所以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我也
不知道如何報答，只希望自己做得更好，然
後孝順他們。」
GiGi由2021年參加《星夢傳奇》至今引起

不少前輩的讚賞和注意，譚校長更曾稱GiGi
是香港樂壇10多年來難得的歌手。對於被稱
為「樂壇小天后」她有何感受？「我完全沒
有想像過歌唱旅程會走得這麼快，我本來的
心願和媽媽一樣當護士照顧病人，而且以前
我是個無目標的人，目標是家人給我的，我
帶它成為自己的目標，繼續下去使他們放
心讓我前行。現在我對自己要求高了，希望
現階段先將歌唱好，我也明白天外有天，人
外有人的道理，我會盡全力做好自己！」
自從成為《星夢》冠軍，GiGi的機會不
斷，更獲邀參演《聲生不
息》，「當時我最擔心影
響學業，我找家人朋友商
量，我好多謝曾生（曾志
偉）鼓勵我說如果你是我
的囡囡，我一定叫你參
加，因為學到的經驗都是
自己的……那段時間我繼
續早上上網課，下午綵排
和拍攝，多謝學校和好同
學的幫忙，我在網上交功
課也參加考試，我將試卷
印出來，完成後有一個程
式叫Google Classroom可
以在網上交卷，當時是一

個頗特別的體驗。而面對《聲生不息》，我
也接受了各種挑戰，唱不同風格的歌曲，當
時我每天最少練唱1小時，亦會在網上上音
樂課，可惜網絡間中有問題，往往會錯失一
些寶貴的點子。」
相信大家都記得節目最後那一天，GiGi

代表致感謝辭的那一幕，「向Uncle Lam
（林子祥）和Sally姐姐（葉蒨文）致意的演
詞，寫手功不可沒，前一天給我，我也有加
入自己的意思，綵排的時候撰稿老師也在旁
邊指導。現場我要用自己的情感去向兩位前
輩致敬，寄予最真誠祝福，綵排多次我也忍
得住，但那一天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見到了
前輩的事跡，我停頓下來飲泣，工作人員擔
心，但是我真的哭了……是真情的流露。」
「我喜歡梅艷芳前輩，曾生和張文新前輩

也說過我和她有點相似，我好驚喜和榮幸。
我有上網看她的演唱會，特別她的最後演唱
會我也看過兩三次，我是那種動情能力頗強
的人，所以每次都看到眼濕濕，好感動，因
為知道她的遭遇……她唱低音時好有感染
力，我會毛管戙；她唱快歌時的肢體動作，
爆發出小身軀大力量，我好想和她一樣，我
知她一定付出了很多。她的眼神好吸引，我
有時也不太懂聚焦，眼神會飄來飄去。我家
對面有個小山丘上有一棵突出的樹，老師叫
我有時間每天望上5至10分鐘，這樣的眼神
訓練是不可少的。我知道梅姐（梅艷芳）都

很喜歡幫助朋友，我也希望做
到，這種大家姐的性格是發自
內心的，我好想照顧別人，將
最好的和他們分享，有困難也
可以和我商量。」
剛滿18歲的GiGi就是這樣

一位不怕困難、勤奮、孝順、
懂事、懂感恩、正向活潑的女
孩，難怪她獲選為本年度的
「香港傑出少年」，可喜可
賀，她正是現今年輕人學習的
好榜樣。希望GiGi繼續維持
本我，在團隊的努力下，並非
成就出一位吸金小女王，而是
香港樂壇新希望！

「樂壇小天后」傑出少年炎明熹
文公子是現屆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

會的會長，該會除以凝聚校友、回饋母
校為宗旨外，亦是辦學團體，屬下有兩
間中學、一間小學及三間幼稚園。6月

是學校的畢業季，文公子亦收到各屬校邀請，出席其
畢業典禮。作為會長，文公子的確有意全數出席，然
而，最後卻只能無奈缺席其中一間屬校的典禮，因為
與中大60周年一個重點校慶項目的啟動禮撞了期。
該項目為新亞書院校友會與中大校友事務處合辦的

「咫尺之圓．甲子有藝」香港中文大學60周年校友
藝術展，將於6月23日至25日一連3日假西九文化區
舉辦。該展覽陣容鼎盛，將呈獻逾60位校友藝術家
及老師之創作，包括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丁衍庸教
授，以及黃進曦、周俊輝、張子軒、劉彥韜、張小黎
等校友藝術家；而展覽售出之作品收益，於扣除開支
後將捐助「中大60周年大學發展基金」，喜愛藝術
及收藏善品者，不容錯過。
在忙碌的6月份，中大校友會聯會亦剛舉辦了一個
非常有趣的活動，就是在上星期邀得中大校長段崇智
教授，於紀利華木球會主講「再生醫學的前途與挑
戰」。當晚筵開6席，席間70多位來自不同書院的校
友，都認為獲益良多。
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指製作具有功

能與生命性之身體器官組織，用於修復或替換人體內
因為老化、患病、受損所造成之不健康器官與組織；
或以方法刺激體內組織或器官再生之學問。而段教授
就是再生醫學的世界級權威，研究領域是骨骼再生，
特別針對關節炎的再生治療研究。
段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其研究成果及專

利。據段教授的比喻，關節發炎就像馬路出現了一個
窪洞，簡單的做法就是找人重新填進物料，然後封
口，並確認封口的四周，能與原來的馬路結構緊密
黏合起來。而段教授就是能借助再生醫學的方法，
為以往只能替換人造關節的關節炎患者，帶來治療的
新方向。
最後，段教授指出了創新的4個特點，以總結再生
醫學研究的創新所在。該4個特點，包括「創新是一
個產品、過程或服務」「創新是改進（增進或轉
化），不僅是創造新事」「創新是團隊活動，需結合
不同專長」，以及「創新需要對社會有所影響」。
據悉，段教授在出任中大校長以來，依然研究不
斷，共發表了75篇學術論文，可見其真能善用時
間，下次有機會時，應邀請校長分享時間管理之道。

中大校長論創新

這兩個月裏我參演
了一套電視劇，劇名
叫《新聞女王》，女

主角佘詩曼、男主角馬國明，還有
李施嬅、何廣沛、何依婷等等，差
不多有50名藝人共同參與這套劇
集，我好榮幸能夠參與其中。
在劇集裏，有我之前已認識的一
位朋友葉凱恩，有這個老友記相伴
比較好，起初跟什麼人都不認識，
有了這位朋友做中間人介紹絕對是
感恩！這套劇沿用的大多數是無綫
電視訓練班畢業或者是香港小姐入
圍者，他們都是年輕貌美青春壯
志，有一顆夢想的心投入電視
圈，讓我感受到他們的青春氣息，
以及一股毅力。其實拍一部電視劇最
少要3個月的時間，就等同於舞台劇
一般，原本對方跟自己不認識去到最
後不捨得離去，在3個月裏令我們的
友情升溫，感受到每一個人的好！
其中一個令我深刻的便是佘詩
曼，其實我在娛樂圈
30年也沒有機會認識
她，很多人都說作為一
個香港小姐，能夠做到
成功及在內地甚至乎亞
洲區有一定的知名度，
絕對不容易，這當然是
她的才華和努力所得。

起初我還以為她不是
一個容易捉摸的人，不
出一個禮拜她給我的感
覺竟截然不同，她說話

的熱情張力好有趣，甚至乎喜歡吃
喝玩樂的她，就是有一股迷人的吸
引力。我們也知道作為主角的一定
有很多對白，她的記憶力也是不尋
常的好，當然我相信每一個藝人最
基本要訓練對白，如果這樣也不合
格，哪裏可以做到演員呢？但今次
電視劇內容主要是講電視新聞，如
果你有看過新聞報道就知道當中有
很多資料是絕對資訊性的，要背這
一類型的對白並不容易，但是她根
本沒有問題琅琅上口，當然中間也
有一時三刻突然不記得一句半句，
但可以說順利達到99.9%，真的絕
對不容易！
具有專業之外，她仍然是很有童
真的一個女孩，喜歡攀爬傾偈不計
身份，與任何人都能溝通，絕對沒
有擺款，最開心的便是她常常叫我
們一起在休息的時間玩樂打發時
間，可能你會覺得我講得太多她的
好，但是一點都沒有誇張，我只能

說以我的尖酸刻薄性
格，也能看到這位女主
角的好，就算打折扣我
也相信她的吸引力達到
85%，信不信由你。
若果有機會你也去感
受一下，這部電視劇希
望大家不要錯過，並不
是我有份參與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這部劇的每
一位主人翁都是真心拍
攝，希望大家能夠欣
賞。

「新聞女王」佘詩曼的吸引力

曾經有位媽媽訴說了她的愧
疚，因為她動手打了自己的女
兒，雖然只是拍了幾下小腿，但

過後她卻感到非常後悔，剛開始她答應了要帶
女兒去商場玩，後來臨時有事情，實際上這個事
情可以推掉的，但她覺得去商場挺麻煩，所以改
變主意騙了女兒說叫不到車。女兒當然感到傷
心，從媽媽答應帶她去商場，她便滿懷希望的期
待，可是現在卻突然說不去，女兒一下子覺得
非常委屈，不管媽媽怎麼說，她都在哭。
而她看到女兒愈哭愈起勁，慢慢覺得有點生

氣：我就只是改變一下主意而已，怎麼就這樣
哭鬧不停，一點都不會諒解！於是她也發起脾
氣來，對女兒來說就更加委屈了，所以女兒狠
狠地瞪她，還說了兩句壞話，就這樣女兒挨
了媽媽一頓打。

在傾訴的時候，很顯然這位媽媽剛開始還沒
有理清頭緒，只是在說女兒的不懂事，本來並
不捨得打她的，是女兒一步步挑釁而已，可是
歸根到底是什麼原因？是因為媽媽不講信用
啊！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換位思考，如果我
們是那位女兒，這麼滿懷期待，讓步妥協就是
為了能夠實現那個小心願，可最後卻被放鴿子
了，而且還不允許生氣……這樣常人也不能夠
忍受吧。
由此想到生活中，我們習慣於把自己放在道
德的高點，每當發生什麼事情，總是覺得是別
人所導致的，卻沒有想到，其實很多事情的發
展我們是參與其中的，尤其是這樣的衝突，更
想到信守諾言是多麼重要，哪怕我們面對的只
是一個幾歲的小朋友，可是一旦許下諾言，這
個諾言就會有千斤重，當違背了不管別人怎麼

譴責，我們都應該默默忍受，因為這就是最
開始的錯，說到卻沒做到。
而更想帶出的是，不只是要做一位有威信的
父母，在人生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做一個言
而有信的人，就應該珍惜每一次守諾言的機
會。從創業的角度來說，不管是面對重要的客
戶還是下屬，人與人之間要建立信任關係，就
必須要信守諾言，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這也勸告正在創業的年輕朋友們，財富的積
累固然是我們創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但是人格
的修煉卻是相當重要，不難發現，成功的人是
具備很多高尚品質而在職場上打拚的人，乃至
是創業者，最重要的就是講信用。
信守諾言，不要等諾言落空了，別人對我們

投來失望的感情才去懺悔，從某種程度來說，
信用是一種比金錢還要可貴的財富。

信守諾言

苦命蔬菜
那天回老家，小姐妹問，韭菜吃

哇？我答：吃的，姐妹說，我割去。
我就跟在她身後去了菜園。韭菜是分
行種的，一畦泥地上，有六行，東西
向，行與行隔開一虎口的長短。韭菜
長在比泥土稍高的壟上。所有的韭菜

半尺多高，嫩嫩綠綠，清清爽爽，乾挺，
葉豎，微風吹過，偏了偏頭後立馬立正。
姐妹說韭菜是窄葉，不是寬葉，本地韭菜。
我看姐妹拿刀，左手挽過韭葉，右手將鐮
刀貼地，先是從前割到後，再是從外割向
裏，一分鐘，割滿了一籃子。我問：這割掉
的韭菜，多少時間再長出來呀？
澆點水糞，5天；不澆，7天。
走時，看了一下韭菜，割過的韭菜只剩下
根了，根都是藍的，藍裏透白。它們與土
地齊平，它們都安安靜靜。最想說的，韭菜
不疼嗎？它們不計較吃刀子麼？我想到了
「一歲一枯榮」、「春風吹又生」的草，論
重生的時間，它們統統不如眼前的韭菜。我
也想到了人，不少的人不如韭菜，很多的人超
過韭菜。總之，向韭菜學習蠻有意思的。韭菜
有接受死難的豁然與大度，也有學會重生的本
領與技巧，心裏頓生敬意。我對姐妹說，我
來澆糞吧。姐妹說，你澆就澆清水吧。
澆清水？我驀地一驚：清水也可以？姐妹

說，韭菜不在乎的。
剛入夏，土豆就可以吃了。我們家吃的土
豆都是現挖現燒現吃的。土豆是土命，播種
時，就被我們放入地底，蓋上泥土。從那一
刻起，土豆就走入漫漫黑夜，成為真正的隱
士。整整3個月，不見陽光，不見月亮，但
土豆從不因為自己生在泥地裏，無人相顧，
無人相憐而唉聲嘆氣，它們照樣在地下鑽
土，呼吸，長個，一天天，一點點的，讓身
體有個成長的空間，最後長成鵝蛋、雞蛋、

麻雀蛋的模樣，真的是不忘初衷，使命直
達。
燒土豆時，我們先要將土豆的皮刨掉，還

要切成塊，切成條，切成絲。有一次，我偷
懶，洗乾淨後直接燒了，吃時剝皮，發現土
豆比黃金還要閃亮、嫩相，我勸母親今後不
去皮了，母親說，不去皮味道進不去的。土
豆平時不單燒，都是混搭，如土豆燒牛肉、
土豆燉鹹肉、土豆燒豇豆、土豆燉鹹菜湯。
炒土豆絲也是放點青椒、紅椒，土豆被單獨
燒煮的機會少得可憐，土豆無語，一切都隨
意於人的安排。土豆知道：與「人」為伍，
是因為自己有用場，有用場就行。
我覺得比土豆還要苦的是蘿蔔，蘿蔔個子
大，最長的要1尺，比農夫山泉的瓶子還要
粗，在地底下長大，都是靠自己的身體一點
點拱出地方的，很難想像這種拱法的用力是
多少，反正是艱辛，總覺得拱出一個洞，體
力是重要的，耐心是必須的，時間是寶貴
的。蘿蔔還要經歷一個寒冬，溫度零下幾
度，泥土結了冰，蘿蔔要使自己不凍僵，不
凍死，需要自我保護意識與行為，蘿蔔做到
不露身體。我見過不少的蘿蔔，到了冬天，
蘿蔔葉子被風吹得只剩下幾根，光禿禿的，
很是孤寂，但蘿蔔的葉片從不因為寒冷而停
止自己的工作，它擔當輸送營養的任務，
使得泥土裏的蘿蔔照樣生長。在土裏一天，
就要長身體一天，從不停歇自己的生命運動
是蘿蔔一生堅強的寫照。
春上二三月，我們每次回家，都要拿一把
雞毛菜回來，那些雞毛菜稈很長，稈上的葉
片少得可憐，它們都被蟲子咬斷了，留在葉
面上的也都是蟲子的咬痕，有的洞穿了，有
的只留下葉面裏面的筋筋攀攀。雞毛菜的死
敵是隱匿地下的蟲子。這些蟲子，白天裏，
只有清晨你可能有機會在菜葉間看到一二

條，其餘時間是很難見到的，它們都是夜蟊
賊，一到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從土裏爬
出來，趴到雞毛菜的葉片上面，開始撕咬，一
口一嫩葉，口口有狠勁，葉碎了，葉穿了，洞
眼連洞眼，白乎乎一片。但雞毛菜不認輸，
你咬我的葉，我長我的葉。每個晚上，雞毛菜
上，就會演繹一場生長與毀滅的搏殺。我們
每次吃到這樣的雞毛菜，心裏就顯得很不平
靜，都感謝雞毛菜的堅強與奉獻。
現在到了吃玉米的時節，玉米長得如何，
玉米種子是關鍵，管理也有大講究的。當玉
米長成1公尺高的時候，內行的人就開始修
剪玉米樹了。我的二妹告訴我，從下面數上
去第3張葉子開始，所有的葉子都要剪掉三
分之二。為什麼要剪掉，一來減少玉米樹的
承受重力；二是保證玉米樹的風道暢通；三
是減少玉米樹不必要的營養浪費，這樣玉米
會長得更加粗壯。而到了玉米長苞的時候，
就需要將玉米樹頂上的花苞剪掉，一定不要
心疼。說起來都是很淒慘的做法，玉米的生
長過程裏，挨了兩次刀，刀刀都是狠，都是
疼，但這樣做了，確實能夠最大程度上保證
玉米長得更圓潤、更飽滿，今後自然更好
吃。而在整個過程中，玉米，一直面帶一
種愉悅的容儀，向修剪它的主人展示自己愈
發簡練的身體與笑意。
幾乎所有的蔬菜都是無言的植物，但無言
的植物，都在向我們傳遞生命律動的華彩
樂章，比如生存、吃苦、取捨、理解與奉
獻，所以吃蔬菜之前，有菜園的我們，會經
常去田裏走一走，看一看，有時會在嘴上、
心裏表揚一下蔬菜的青綠顏色，挺拔身姿，
以及各異的長相等。我覺得，那個時候你至
少可以獲得一點生活與生命的啟迪。生活
中，你的許多不如意，與蔬菜的經歷比起
來，其實都不是個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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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 明 熹 與 她 的 五 姑 丈
（右）。 作者供圖

◆黃永玉的重彩荷花圖。 作者供圖

◆佘詩曼人緣好。
作者供圖

◆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校長陳新滋教
授認為，讀好《論語》對人生幫助
很大。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