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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一顆仁愛的心

香港新聞報業的一面旗幟
9月9日是香港《文

匯報》創刊75春秋的
日子，在這個值得慶

賀的日子裏，我回憶起兩件與《文
匯報》相關的往事。
2019年，一群反中亂港暴亂分子

在敵對勢力的策動下，採取了極端
手段進行破壞，包括打砸公共設
施、破壞社會秩序，以及對支持修
例的香港人採取人身攻擊的違法手
段。一時之間，香港黑雲壓城城欲
摧。7月14日，在沙田區進行的公
眾集會及遊行中，少數暴徒襲擊警
察，造成多名警察受傷。筆者出於
對警方維護社會秩序的支持，到中
區警署慰問警察並贈送表達心意的
書法作品——《守護家園》，《文
匯報》聞訊即時派記者到現場採
訪。當日，黑暴分子幾番到警署騷
擾，在這種情況下，警方幾度更改
接待時間，但《文匯報》記者仍堅
持到場。7月27日《文匯報》便報
道了筆者撐警察的行動，同時刊登
我贈送作品時與警司的合照。
2022年香港疫情持續蔓延，在抗

擊疫情的關鍵時刻，內地派出一批
醫療隊赴港支援抗疫。當香港疫情
逐步緩解，為表達香港市民對醫療

隊感激之情，我獅子山文藝協會發
動香港書畫家創作書畫贈送給這批
最美的逆行者。當時本港書畫家反
應熱烈，我們收集到了他們送來的
近千幅作品。然而，我們卻不知如
何送達醫療隊手上，為此，我便求
助《文匯報》，《文匯報》的副刊
部主任第一時間答應為我聯繫醫療
隊。經過總編室的趙主任聯絡上，
醫療隊破例接受我們的心意。
在疫情控制住，感染新冠病人數
日益下降的情況下，援港醫療隊終
於答覆接待我們。《文匯報》副刊
部主任馬上帶同記者陪同我們前往
慰問醫療隊，近千幅表達香港市民
心意的作品終於送到醫療隊手上。
當日我們見到醫療隊隊長、副隊長
和國家衞健委的負責人，《文匯
報》同步進行了採訪。
這兩件事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

心目中，《文匯報》就是一家對社會
有擔當、旗幟鮮明地傳播正能量的報
紙，堪稱香港新聞業界的一面旗幟。
在香港《文匯報》創辦75周年之

際，我祝願《文匯報》繼續弘揚愛
國傳統，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繼續作出貢獻。

早於上世紀八十年
代 ， 陳 美 齡 教 授
（Agnes）已遠赴非
洲作慈善探訪，她在

電視特輯《世說論語》回憶說 ：
「我第一次去非洲是1985年，那一
次是跟日本電視台的慈善節目《24
小時》去，那是個籌款節目，我要
做總司儀。那時候的埃塞俄比亞發
生饑荒，死了很多成人和兒童，於
是我要求親身飛過去參與活動。電
視台的人很驚訝，不讓我過去，不
想我有生命危險。但我說我的生命
由我負責，如果我不親身過去，我
不做這節目啦！後來去到非洲，見
到的景況真的很悽慘，那些兒童一
個一個在我眼前或是病死或是餓
死，這些經歷使我的人生觀完全改
變。」
自文明先進的地方，到了一個十
分落後的地方，跟着目睹連串悲慘
事故發生，這確實給Agnes帶來了
極大衝擊和啟發。
Agnes續說：「我們在同一個地
球生活，只是我們沒有選擇在那裏
出生，而他們就要承受和面對這些
苦難！但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即使我很努力為他們籌款，這世上
有很多問題、難題，但是我們就是
解決不了！不過即使如此，我也盡
量做好自己的本分。我漸漸吃不下

飯，因為太多人在捱餓，而我卻在
吃……後來有一位護士跟我說，如
果你不吃東西，病倒了，我就要照
顧你，我已經夠忙了！哪有時間照
顧你？你還是吃飯吧！我告訴她我
真的吃不下，後來她又說，你來這
裏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你幫忙籌
款啊，如果你想救救這裏的兒童，
你得盡你的能力去做，救得一個便
是一個。由那時候開始，我便很熱
心地做義工了。
我們也有一句話：『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但亦可掉轉來說，你
自己有的，也想人家有。我們不能
百分百地給予，也不能創造奇跡，
但可以盡量做，做得幾多得幾多，
所以我一直擔任聯合國親善大
使。」
Agnes多年來身體力行參與公益
慈善活動，正是行「仁」愛人，也
就是《論語》的核心價值——「仁
愛」，我們要愛人。行「仁」不需
要陳義過高，其首要不在能力高
低，而取決於個人意願。換言之，
我們本身要有一顆向「仁」的心，
自強不息，不斷自我完善，再將自
己欲立、欲達的意願推而廣之，幫
助別人也成功，也能達成理想。只
要每個人都能由自身出發，從身邊
小事開始做起，將心比心，推己及
人，便足以有效實踐仁德。

1985年7月1日香港大學
醫科畢業生，現今香港醫務
衞生局盧寵茂局長第一次進
入瑪麗醫院作實習，「第一

水」是內科，他說受訓那半年一生難忘，
一生受用。直至幾年前在瑪麗醫院的電梯
內，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多番抬頭望他，
然後來一句︰你是我在這醫院見到年紀最
大的醫生，他只有哈哈笑不懂回應，但強
調在公營醫院的醫生是可以做到退休的！
他在38年的專業生涯中出現了3條跑

道，到美國學習肝臟移植手術、到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當院長、回港加入熱廚房出任
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他坦言每一次都
受到旁人勸阻，但最終他都堅持，「父親
當年鼓勵我們當醫生就是可以幫到人，一
定不會後悔。我本來6呎1吋，可能站在手
術室時間太長，現在我縮了半吋。最長的
手術26小時，對方是一位重磅病危的大男
人，手術成功一點也不覺得累！」
忙碌的局長有一位非常支持他的太太
Amy，局長夫人是銀行界的高層，公職方面
為改善全球兒童教育及福利方面非常落力！
他們的愛情故事怎樣開始的呢？「哈哈！我
們在大學時認識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
們住在同宿舍聖若翰堂，我讀醫科，她讀文
科，中學時我讀『和尚寺』皇仁（皇仁書
院），直至入大學才認識到異性朋友。我們
第一個機緣就是宿舍舉辦一次迎新營，我和
她被安排拍檔做司儀，就是這樣了。當時並
非一開始就拍拖，但我們很投緣。（家裏是
她理財嗎？）肯定是她，她是家中永遠的老
闆，這樣比較好一點！（夫妻都很忙，如何
維繫夫妻感情？）我相信如果從完全不認識
才開始，那就好難接受了。我記得仔仔小時
候砌了一間屋，他說屋內只有媽媽和我，爸
爸要返工，成日都不在家……所以我好珍惜
任何和太太兒女在一起的時間，仔仔也是醫
生很忙碌，但一定不會後悔。我還記得囡囡
十來歲留學回港度假時，時差問題睡不着，
她會半夜叫醒我，我會車她去食魚蛋粉，又
或者兜去大帽山、大潭等等……人生是一個

過程，過了就沒有了。夫妻之間諒解是非常重
要的，太太知道我的工作，一直都好支持我，
（她有沒有怨言？）她沒有講到出口，但我知
內心一定不好受，所以我好感激太太！」
提及新冠疫情放緩局長是否比較清閒，
他哈哈笑了，「其實現在更忙，過往疫情
天天忙着開會，什麼都做不來，幸好，2
月通關，3月口罩令撤除，慢慢基本復
常，可以到海外招聘，否則連面試也做不
到。目前最大題目是人手問題，醫護是服
務，以人為本，人是最重要的，可惜現在
香港流行投訴文化，開記招，用媒體壓
力，這非好事，有時會令到醫護界採取防
禦性的執業，什麼檢查也做足，以防被
告，他這樣做並非為病人着想，是為了自
我保護。醫患之間最重要的就是個『信』
字，沒有信任好難提供服務……例如活體
肝移植，一家之主病重要做大手術，太太
可能捐肝，一對夫婦同一時間做手術將生
命都交給我們，信任是多麼的大！也希望
同業能夠將信心給予病人，因為醫患之間
同坐一條船！」
我也親身見過一位伯伯在公營醫院狂罵
一位護士，她卻非常有耐性地說︰「我是
服務你的，你為什麼要罵我呢？這樣很不
公平喎！」後來他們就哈哈大笑了，其實
我也希望市民能夠對這班非常用心努力的
醫護多作諒解、欣賞和鼓勵，也可以送上
感謝卡以表謝意，相信團隊一定感受得
到，而且做得更落力，這正是病人之福！

盧寵茂專業生涯中的3條跑道
行政長官在8月20日出席施政報告地區
諮詢會時，現場有多位市民表示關注本港
生育率不足現象，並反映生育成本高，希
望政府能有政策鼓勵生育。行政長官回應

時表示會研究。
香港的生育率原來已成為全球最低。據本年5月初，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表之《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
香港每名婦女平均只生育0.8名子女，而主要競爭對手
新加坡為1.0名子女，至於內地則為1.2名。
生育率減少，首當其衝者自然是教育界。據報道，受

移民潮及適齡學童人數下降等影響，本港已有5間津貼
小學因收生不足，新學年獲派「0班」小一，面臨殺校
危機。
如果觀察人口金字塔，會發現香港已逐漸步進老年社
會。由1945年至1965年出現的嬰兒潮，為現今社會帶
來龐大的退休或即將退休人口。據統計處數據，2023
年中香港60歲以上長者約為229萬人，已佔總人口三
成。如果欠缺年輕人口補充，代表社會將來的生產力補
給日益減少。以現時香港市民普遍長壽而言，社會要供
養這批長者，日後必會愈來愈吃力。
在香港生活成本高昂的現實下，不少家庭都會對生兒
育女深思熟慮，甚至只養寵物相伴一生，就算政府「加
碼」鼓勵市民好好「做人」，相信亦未必效果理想。事
實上，要針對生育率問題，除鼓勵已婚家庭積極生育
外，政府也必須注意香港社會已普遍出現的遲婚及離婚
現象。據統計處指出，香港婦女傾向晚婚，目前初婚年
齡中位數已升至30.6歲，而中年單身女性的比例亦甚
高。據2021年統計，全港30至39歲女性中，有六成屬
從未結婚的單身，可見問題嚴重。而離婚率則由1991年
的千分之1.11升至2021年的千分之2.25，增加逾倍。
文公子認為，提升生育率，不妨考慮提高結婚率並降

低離婚率。新加坡政府早於1984年成立「社交發展
署」，由政府為國內每位大學畢業生配對對象，更會由
政府出錢舉辦聯誼活動，可算是創時代先河。然而，在
私隱權高漲的香港，此舉必大受反對。
近年香港女性教育水平提升，事業有成者眾，自然想

找登對的合適對象。但你選人，人選你，想感情開花結
果還是要講緣分。而觀乎男女離離合合，因素甚多，但
很多時聽到的藉口都是性格不合。文公子建議，政府何
不安排未婚男女自願接受性向測試，以人格心理模式，
算出性格相合者，再鼓勵現代月老業界藉以配對，相信
有機會減少出現怨偶的機會。

提升生育須正視遲婚趨勢

應邀擔任「香港健
美金像獎2023 十大
健美名人」頒獎嘉

賓，「健美金像獎」由中國香港健
美健身總會首度舉辦，以表揚十位
香港演藝名人在健美人生的3大元
素：「健康形象」、「完美體態」
和「豐盛人生」方面的成就。
愛運動的藝人形象健康、充滿

正能量、朝氣勃勃，對他們特別有
好感。
十位得獎者粒粒皆星，頒獎嘉賓
分量不遑多讓，由保安局副局長卓
孝業打頭陣，頒獎予「黑仔」姜皓
文；「修哥」胡楓頒給胡定欣；音
樂人因葵頒予李幸倪；陳圖安頒給
倪晨曦；我則頒給沈震軒；大會贊
助商代表頒給向海嵐和栢天男；DJ
程凱欣頒給趙慧珊；吳保錡和蔡一
傑未能親身出席，拍片致謝。
十位得獎者都身形弗爆，實

至名歸。姜皓文當年是肥仔一
名，銳意減磅後，星運更隆，
參演不少大製作，現在經常跟
周潤發跑步，狀態大勇。
胡定欣穿黑色貼身吊帶露背
裙，體態輕盈，骨肉勻稱，一
分不多，一分不少，她呼籲大
家多做運動，更為她主演並正
在熱播的《破毒強人》大賣告
白，全場大拍手掌，讚她在劇

中的高級行政人員打扮十分有型，
她笑說：「是呀，要營造強大的氣
場。」的確她在劇中的氣場甚勁，
表現搶鏡，晚晚追看。
頒獎禮進行期間，一組一組肌肉
型健美男女健兒分批出場：「比堅
尼小姐」、「男子古典健美」、
「男子型體」、「男子健美」，朱
古力腹肌、麒麟臂、二頭肌、三頭
肌、背肌，線條優美，全是下了不
少苦功、流了不少汗水換來一身令
人羨慕讚嘆的肌肉，可是出場時間
只短短幾分鐘，跟藝人一樣，台下
十年功，台上一分鐘。
大會有專業團隊贊助，為運動員

提供參賽服裝、化妝造型、髮型設
計，令頒獎禮更有氣派，如加點娛
樂性，搬上熒幕，舉行一個健美比
賽，應會吸引到廣告商支持，大受
歡迎。

香港健美金像獎

在這個熱鬧的城市中，其實我
們的生活到處都可以找到快樂和
精彩，只要走出家門，外面都是

一片喧鬧的世界，可以看到別人在做些什麼，
也可以跟着別人的想法去做，但是也正是在這
個喧鬧的環境中，覺得能夠獨處並且能在獨處
中自省才是一種最重要的品質。
有人說：「當一個人獨處時，才能從喧囂中找
回自己，才可以完全成為自己。」獨處不是孤獨
而是沉澱，但是很多人把獨處和孤獨這兩個概
念混淆了，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那麼精彩，當沉
寂下來時，心裏自然而然就覺得自己沒有跟上別
人的腳步，就會有一種落後感，可是跟着大眾
的步伐，隨波逐流就一定是好的嗎？
在這種大環境中，一個人是否能夠成長，關
鍵在於獨處，那麼如何去對待獨處，我們就要
處理好獨處和孤獨這個概念。一個人獨處不是

丟下一切後躲起來，而是學會與自己相處，讓
內心在喧囂中寂靜、在煩躁中沉澱；讓自己從
忙碌中跳出來，好好看清思考自己要走的路。
特別是對於那些創業者的群體來說，我們總
是要保持一種更先進的眼光和敏銳的思考力，
而這些品質都能在獨處中去思考形成，不能看
到別人做什麼便去做什麼，這樣會喪失我們的
核心競爭力，一個人能夠經受得了起和落，能
在茫茫人海思緒混亂之中明白自己所處的位
置，想要到達的方向，能做到這樣的話，這個
人一定是具備了大智慧的。
作為一個創業者，能走到今天經歷了不少，
但並不是說愈多經歷，人生就會愈充實。所有的
經歷，能夠在獨處中思考才會成為我們的精神
財富，大家也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敗和成功，但
如果能憶起最好的狀態，那應是能在喧囂中懂
得適時退卻，找到真實的自己，而這些好的狀態

都是經過自己獨處思考和自省才能得來的。
一直覺得創業和人生其實很相似，或者說創
業也就是一種人生，我們選擇了走上這條路，必
定會經歷很多灰暗的時刻，當學會在獨處中自
省，經歷抽絲剝繭終將完成破繭成蝶的重生。
如你正在經歷失敗或許不用着急，也不用急
於給這一件事情定義為失敗，而應靜下心來想一
想，給自己一段獨處的時間，這是一種治癒自
我的方式，你會在獨處中汲取失敗的教訓，從而
更明白將要去的方向。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經歷或
多或少的痛苦時刻，那段時期別人走不進去，只
能靠自己走出來，獨處便是最好的方法。
而如果正在接受着成功的喜悅，同樣也需要

一段獨處的時間，看清楚成功的光環過後，最
需要的東西是什麼？人生之路起起落落，無論是
處於成功還是失敗，只要還能夠用大腦去思考，
我們就還具有獨處能力，便能把人生過得精彩。

在獨處中自省

一桿旱煙袋
父親在世時，有一桿和他形影不離
的寶貝——旱煙袋，那是從爺爺手裏
傳下來的。父親接過旱煙袋時，原有
的煙荷包已經襤褸不堪。母親用她靈
巧的雙手縫製了一個藍色的綢緞料煙
荷包，為了更加美觀，她拿起繡花針
在荷包上繡了一朵荷花和一片荷葉，

花葉下是一條紅色的鯉魚。這是「百年好
合」和「連年有餘」的有機結合，老百姓相
信心有所期，美好必至，所以才有了種種樸
素的願望。
自從有了新荷包，父親的煙葉末再也沒進
過舊荷包。每次下地幹活，父親總是把長長
的烏木煙桿別在腰裏，再把鼓鼓囊囊的煙荷
包掛在青銅煙鍋上，一路晃悠，別有韻味。
幹活累了，田間地頭裏「吧嗒吧嗒」抽一袋
煙，既能緩解疲勞，又能提神醒腦。父親也
喜歡在飯後抽煙，「飯後一袋煙，賽過活神
仙」。父親從煙荷包裏捏出煙末，摁在煙袋
鍋裏填滿，用拇指頂一頂，再壓一壓，掏出
火柴，「噗」一聲點燃，一股青煙裊裊升
起，父親沉醉在他悠閒的時光裏，逍遙自在。
有一次，哥哥逃學，因為小學離我家很

近，老師找上門來。老師對父親說，你兒子
跑到樹林裏和同伴打撲克，已經好幾次了。
晚上，父親鐵青着臉，一邊抽煙，一邊教訓
哥哥，哥哥不但不聽，還頂嘴，父親很是憤
怒，忘了旱煙袋的煙鍋裏蘊藏火苗，只聽
「啪」的一聲，哥哥的前額犧牲在星星之火
裏。哥哥疼得哇哇直叫，母親過來一看，可
把她疼壞了，她順手抓起一個小馬紮子使勁
摔到父親身上。那一天，父親的腰直不起來
了，哥哥的前額被煙鍋燙成了一個月牙兒。
母親很後悔自己的魯莽行為，她親自去買
了一個躺椅回來，讓父親躺在上面，又去買
來一包上好的煙葉，供父親享用。父親心安
理得在躺椅上吞雲吐霧，整個家裏成了雲山

霧海。父親的腰不幾天就直了起來，走起路
來昂首闊步。哥哥前額的月牙兒卻還在明鏡
高懸，似乎是在提醒着，父親的旱煙袋是罪
魁禍首。有一天，哥哥趁父親不注意，把旱
煙袋偷到了手。哥哥帶着我跑到了附近的桃
園。桃園的主人是本村德高望重的劉老漢，
當他聽說我們要用旱煙袋換兩個桃子吃，他
爽快地答應了。哥哥和我一個人啃着一個大
桃子，在田野裏嬉鬧了許久方回家。回到家
一看，我和哥哥都傻了眼，父親仍舊在躺椅
上吸着旱煙，旱煙袋還是那個旱煙袋。
這次，父親沒有發火，他和藹可親地摸着
哥哥的腦袋，說以後再也不打他。父親說話
算話，果真再也沒打過哥哥一次。哥哥的額
頭抹了幾次燙傷藥之後，漸漸痊癒。這件不
愉快的事情算是過去了。隨着人們生活水平
逐漸提高，父親開始抽盒裝的煙，旱煙袋和
煙荷包失去了實用價值，雙雙下崗。有一
天，村裏來了兩口子，他們喇叭高喊着「高
價回收老舊傢具」。鄰居馬大嬸賣了一個雕
花梨木椅子，人家給了300塊錢。那時候的
300塊錢，可不是個小數目，母親十分眼
熱，也想賣點錢花，於是領着那夫妻倆到了
我家。母親本想賣家裏的八仙桌，人家沒看
上，倒是看中了八仙桌上的旱煙袋。
男的拿起旱煙袋看了好久。母親問，這個

旱煙袋也收嗎？男的說，收，這個值200塊
錢。母親想着這玩意兒留着沒啥用了，乾脆
賣了吧。母親和父親商量時，父親卻堅定地
說，這是老一輩傳下來的，不能賣。
哥哥曾經拿着旱煙袋找他的老師幫忙鑒定
了一下，那老師經常接觸古董，比較識貨，
他說，你家的這個旱煙袋主要是煙嘴值錢，
這是和田玉中的青玉，年代久遠的和田玉煙
嘴，怎麼也得值萬元以上吧！哥哥回到家，
告訴父親這旱煙袋是個古董，留着愈來愈值
錢。父親高興極了，一個農民家庭，居然也

有一件值錢的玩意兒。
父親又去買了些煙末，重新叼起旱煙袋走
上了街頭。這次，父親吸的不僅僅是煙，更
多的是一種良好的感覺。我姐夫聽說旱煙袋
是個古董，也來湊熱鬧，非要用一用，結
果，吸了一口，被嗆得流下了眼淚。姐夫
說，這古董，看來不是一般人能用的。父親
更為得意，乾脆不要新歡，重拾舊愛，盒裝
煙不再是他的菜，旱煙袋又成了掌中寶。母
親又精心縫製了新的煙荷包，新荷包用的布
料是自己親手織的紫色老粗布，繡在上面的
圖案是一隻花喜鵲。
「寧捨一頓飯，不捨一袋煙」，父親和旱

煙袋朝夕相伴若干年。有一段日子父親咳嗽
得很厲害，去看醫生，醫生診斷說是上呼吸
道感染，這是抽煙太多了導致的。兒女們勸
父親別抽了，父親依然故我。一直抽到80歲
那年，他的身體出了狀況。那次夜裏，父親
突發腦溢血，兒女們把他送去醫院救治了半
月有餘，還是落下了殘疾。父親的腿不能直
立行走，這次，他遵照醫囑，徹底放下了旱
煙袋。母親去世5年後，父親撒手人寰。去
世前，他把旱煙袋給了我哥哥。在這件事
上，父親沒有辦法一碗水端平，因為只有一
桿旱煙袋，他有7個兒女。父親把旱煙袋給
了哥哥後，哥哥拿着旱煙袋去估值，據說，
市場價能值3萬元以上。哥哥對父親說，還
是賣了吧，賣了大家都分點錢花。父親說，
不行，這是傳家寶，是要傳給子孫後代的，
賣了它，誰知道我們家曾經有過一件值錢的
寶貝呢？
去年，回老家上墳，兄弟姐妹們聚在一
起，說起了一些瑣事。哥哥也說起了旱煙
袋，他說，我買了紅木盒子，把父親的旱煙
袋和母親縫製的兩個吉祥圖案煙荷包都保存
在盒子裏，既然傳到我這裏，我就得保護
好，父母泉下有知，定然會無比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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