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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四老丰采

一念之轉
男拔生失蹤被尋回
後，竟然演變成網絡
欺 凌 （Cyberbully-

ing）。網民覺得他這樣在山中捱
過黑雨和九號颱風實在太不合理，
又不滿他的媽媽過於冷靜，覺得別
有內情；又認為動用太多資源，令
紀律部隊大費周章浪費資源。輿論
風向由同情變了譴責，實屬不幸。
內情如何，又或者是否真有內

情，實在難以判斷。但依據不知者
不應該有太多意見的道理，其實網
民也深知網絡暴力的影響，為何大
家還不收斂？現在收結是兒子沒有
喪命，那就好了，是意料之外的美
好結局，其他人為何還這麼多意
見？至於紀律部隊，那是他們的工
作，我相信沒有紀律部隊成員會覺
得救人是麻煩的，否則消防員是否
要罵忘了熄火的太太？社會難道不
再可以接受不小心、不開心的疏
忽？
記得早前有一失蹤長者因為自己
去行山，結果迷路失蹤，最後只能
尋得屍首。網民又大聲聲討一個人
去行山的人。其實一個人行山，只

要跟路徑，裝備足，問題不大。難
道上家樂徑也要成群結隊嗎？記得
以前跟攀山的朋友談過，他說其實
並不特別喜歡這種運動，反而是喜
歡一個人面對大自然的快感。一人
行山者大概也有此感覺嗎？獨個兒
想遠離人群，靜一下，享受大自
然。我覺得罵人的網民都應該不是
行山人士。現在郊野成風，準備不
足的易生意外，其實與人數多寡沒
有直接關係；大部分人獨自行山其
實沒有問題，不用全成罪犯吧？紀
律部隊受過專業訓練，面對不如意
的天氣，也不會不理形勢，不顧同
袍安危，而盲目出動救人。如果要
罵每一個求救的人，這樣不是更不
健康嗎？
近年來，網絡欺凌問題更加嚴重
和普遍化，尤其對青少年產生了嚴
重影響。這位中學生年紀還小，外
貌曝了光。雖然網民興致是短暫
的，但對他的評論卻永遠留在網
上。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受害者可
能遭受心理創傷、抑鬱、焦慮等負
面後果，為何因為要自我表達，而
危及一家人的心理健康呢？

上世紀六十年代
末，我偶爾去濠江鏡
湖醫院檢查身體，也
一併認識了院長饒不

辱先生（現任《澳門日報》社長陸
波兄的岳父），饒院長宅心仁厚，
醫德醫術在濠江堪稱首屈一指，每
次問診均鉅細靡遺，細心貼心，令
病者有一種回家的親切。此後加上
彼埠的閩南老鄉、書法家、《書
譜》雜誌創辦人梁老梁披雲先生，
因緣際會，經常往來相聚。
後來，筆者在黃德鴻兄主編的

《澳門日報．新園地》撰稿，與濠
江關係更密邇一些。
此後我進入香港三聯書店，上司

蕭滋先生及上上司藍真先生，也是
兩李的好友，這樣彼此之間走動更
勤。
兩李都是誨人不倦、學問知識廣

博兼有恂恂的長者之風，謙和兼風
趣，言談之間，掌故、逸事、趣聞
俯拾即是，每次晤敘，煮酒論英
雄，妙語如珠，與會者如沐春風。
值得一提的是李鵬翥專著《澳門

古今》（由李成俊作序），最先是
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其中的編
務、書信來往，都是由筆者跟進
的，因了這本書，使我對澳門從理
論（文字）到實踐（實地遊）都有
全面的認識。
因為兩李的關係，我除了因公赴

濠江，也常帶家眷到澳門訪友遊
玩。
每次與兩李通電話，他們便欣然

接待。偶爾有作家經香港想過澳門
玩玩，我只要一個電話通知兩李一
聲，他們從來沒有托手踭（拒絕）。
某天，大李打電話給我，說《澳

門日報》參與新建的一家四星酒店
落成，讓我攜夫人過去度假。
其間倒是發生過一樁尷尬的事。
若干年前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審
委員馬悅然教授與夫人陳文芬伉儷
來港，曾向我表示，很想過大海去
開開眼界。
我便自動請纓，給二李打了長途

電話，二李表示歡迎。但因是旅遊
旺季兼有賽事，酒店非常短缺，惟
他們表示會盡量想辦法云云。不用
多久功夫，回覆酒店已安排妥當。
我們好整以暇，翌日聯袂到了中

港碼頭，購了船票，準備過關的時
候，才發現馬夫人的護照有些問
題。
我只好硬着頭皮向兩李如實報
告。都怪事前沒了解清楚，害得兩
李之前所有周致安排付之東流。
對此事筆者迄今仍耿耿於懷，覺

得辜負了兩李的好意。
兩李無疑是濠江標誌性的人物，
是濠江文化天空兩顆閃爍的星宿，
現在兩李之一─李鵬翥這顆文化
之星的隕落，深感扼腕！
李鵬翥有一個詩意的筆名：梅萼

華。
爾今，梅萼凋謝，化作春泥更護

花，他幽遠的芳馨，將長留文化界
朋友的心間！

（《澳門情書》，之二）

中秋佳節良朋共聚，樂事一樁！席間友人們
除了向居住在外國的親人說：「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有着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情懷
外，話鋒很快集中在中國杭州舉辦的「亞運

會」上：「得獎與否，我們都應該向各國健兒的努力表示欣
賞及佩服他們的毅力，有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運動員的修養素質不是比一般人更高嗎？何況參加比賽

勝敗乃兵家常事，運動員的情緒更應『穩定』，輸了就應首
先在自我身上找原因，過於『自我為是』，過於『輕敵』，
這都是參賽者常有的心態，可是過於自信心爆棚的，已是
『敗』的前奏！有運動員『敗』了指是因現場觀眾為他的對
手『吶喊助威』，嘩！這是什麼理由？簡直『貽笑大方』！
亦有運動員敗下陣來時『情緒失控』，將手上的球拍拍爛洩
憤……都是什麼的運動員！？言行舉止不單止令其國家蒙羞，
這些運動員的素質如何？大家亦一目了然。什麼原因也好，
往後的鍛煉就要加倍努力，『賴』這『賴』那，不是一位運
動員應有的修養素質，舉止失常也會令人『看不起』！」友
人又指一位已年屆48歲但仍參賽、揮灑汗水的運動員那份體
育精神，十分敬佩！也為她的表現拍爛手掌，她，才是值得
被人尊敬。
另一位朋輩則表示，令他驚呆的是「亞運會」的「火炬

傳遞手」中有他的偶像「跳水皇后」郭晶晶，看到網上上
傳的視頻裏，在郭晶晶捧着火炬跑時，沿途有不少杭州的
民眾為她歡呼吶喊：「如果我在人群裏也會為郭晶晶吶喊
歡呼，她在跳水項目中的確為中國獲得過很多獎牌，是值
得民眾視她為偶像！有香港運動員曾經說過，參賽誰不想
獲得獎牌？每次參賽他都將所學的『全力以赴』，因為知
道每次比賽賽果是沒有Take Two，所以不會輕視每位參賽
者的競爭力，這亦是對自己及參賽者們的尊重，更要求自
己有雄心壯志的鬥志。教練經常都對學員說，不管到哪個
國家地方參賽也要拚盡全力，輸了亦要有『體育精神』，
就算評判團中有人有『私心』而失公允，運動員亦不要以
任何藉口有『諉過於人』的言行，是絕不可取！要相信大
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位運動員的『真功夫』及臨場表
現，『公道自在人心』就是最客觀的評價。」

運動員的修養素質
最近我受邀參加了

大灣區學校的開校典
禮演出，今年9月開
校的深圳前海哈羅港

人子弟學校和2020年開校的深圳前
海哈羅國際學校，聯合舉行開校暨
哈羅授章典禮。從校名中可以看
到，已經有450多年歷史的英國哈
羅公學正是學校提倡「全人教育」
的傳統依託。
哈羅公學創建於1572年，招收13

至18歲的男生，是英國最負盛名的
私立學校之一。著名校友包括英國
前首相邱吉爾、詩人拜倫、印度前總
理尼赫魯等。這幾年，哈羅在大灣
區的布局，讓我們看到大灣區教育
國際合作的潛力，更看到音樂教育在
「全人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通過
國際交流愈來愈受到大家的重視。
什麼是「全人教育」？就是指在
健全的人格基礎上，促進學生的全
面發展。目的不光是教授學生知
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品德能
力，和諧協作、持續發展。不少學
校都把「勇氣、榮譽、謙和、互
助」等理念作為全人教育的核心。
很顯然，這些不僅僅依靠知識的傳
授，更重要的還是品格的歷練，心
智的健全，以及使命的傳承。這和
我多年來所倡導的關愛基層孩子的
音樂能量計劃，推動香港青年音樂
領航者的願景都是英雄所見略同。
音樂教育在全人教育中尤為重

要，全人教育的核心離不開以人為
本，用音樂對於美育情感的挖掘和

思考正是啟發人性的重要一環。必
須承認的是，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都有自己獨特的興趣。有一句名言
「每個人都是天才，但若你以爬樹
能力來論斷一條魚，牠終此一生將
自視為笨蛋」，因此通過音樂引導
每個人發現自己的興趣和內心，是
最貼近人類本性的。音樂演出往往
需要鍛煉勇氣、謙和互助，才能奏
出和諧樂章，因此也最能幫助人釋
放情緒，發展團隊協作能力，更能
建立自信心和樂觀態度，培養創意
思維。音樂教育也是通過對於全人
的品格塑造，傳承和影響社會的價
值觀，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在我看來，全人教育還有兩點尤為

重要。第一就是文化之根。首先全人
教育不是西方特有的理念，早在千年
前，中國先賢孔子就已經提出。國
學家錢穆曾說「中國教育特所注
重，乃一種全人教育。……故孔子雖
以六藝教，而曰：『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游於藝。』其教人終以
道德為重，才藝為輕」。全人教育離
不開培養責任感，規劃大目標，因
此也就離不開文化和身份的認同，
因此我始終把堅守中華文化之根作
為教育的核心理念。第二就是耐挫
力和意志力。「人間正道是滄桑」，
正確的事正確的選擇每個人都知道，
往往正確的東西是最難的，成功需
要不斷面對挫折、重新出發，需要
負重前行、行而不輟。特別是面對當
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人也就更離
不開公道人心，成全他人。

全人教育

最近有位多年未見
的香港電視圈的開山
祖師從外地回來，他

是我們的老友，一位充滿活力、充
滿童趣、智慧十足的兄弟吳承歡！
我和吳承歡是兩代相交，他與先

父是老友記，他們志趣相投，喜歡
文化藝術，喜歡畫畫，他的畫作是
充滿童趣且幽默的。他很早便去澳
洲生活學習，回港參加電視工作，
退休後便返回澳洲。不過今日資訊發
達，我們天天在臉書見面，所以就是
多年不見，卻仍然似天天見面。他每
天在臉書匯報，早午晚一次也不會
遺漏，讓我們知道他今天去了哪裏、
見過什麼人、吃過什麼東西都一一描
述，並配上圖片，這樣有心，是不
是就像跟他每天共聚一樣。
這次他是中秋前夕和太太回港，
事前等他安排日子改了又改，大家
都希望和這位老朋友聚會，而卻因
為只回來十天，單是和家人親戚相
聚，便分去很多時間。
等呀等呀等！終於等到他回來，

等到我們約好的日子，我們約在有
幾十年歷史的老牌酒樓，尖沙咀頂
好酒樓，一個有不少人都認得的地
點相聚，見面了！大家高興相擁，
互相問候，老朋友包括章國明導演
一家三口、袁浩泉導演、凌文海、

鍾叮噹、鄭新和負責聚會的吹哨人
林司聰。吳承歡和他的外籍太太出
席，一堆人見了面說不停，說說當
年在電視台的趣事，從幕後說到幕
前；又跳過去鍾叮噹小時候在荔園
表演的舊事！十幾人每人都有說不
完的過去，還有他們交往的往事穿
插其中。主角當然最多故仔，難得
太太完全不知我們說什麼，卻仍很
安靜地坐在旁邊輪流地望着每個
人，非常難得，也很尊重老公和他
的老朋友。
大家邊吃邊談，章國明又用他的

新「玩具」，一個可把控用來拍視
頻的玩意，可以用它拍360度環迴
視頻，全枱人無一甩漏，非常之好
玩，他很開心地說現在內地設計的
產品太精彩了，又平又有新意，令
他這位攝影癡可以玩個不亦樂乎，
也令在場的朋友大開眼界！
宴會尾聲，吳承歡的外籍太太表
示想出去附近逛逛，吳承歡十分放
心讓她去到處逛，他則繼續他說不
完的往事，還回帶由他16歲第一
次見到電視機開始講起！
豐富的人生經歷，的確有太多可
以和大家分享的事情，他亦已在臉
書寫了很多往事，朋友們可以到他
的臉書看看，了解這位第一代電視
人的故事！

第一代電視人

這兩日，特首率領高規格代
表團上京出席第三屆「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不覺

間，「一帶一路」倡議也推進落實了整整十年。
文件上的藍圖勾勒，字裏行間的細節描摹，於
普通民眾而言，遠不如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來
得更為直接和實惠。本月初，連接印度尼西亞
雅加達和萬隆的高速鐵路「雅萬高鐵」，正式
開始商業化運營。多年前曾到訪雅加達，對這座
城市公共交通的雜亂擁堵，印象頗深。幾年時
間過去了，不成想中國高鐵也開始服務當地民
眾了。作為東南亞的首條高速鐵路，雅萬高鐵
不僅將兩座城市之間的通行時間，從超過3小
時縮短至40多分鐘，更重要的是，這條完全採
用中國標準和中國技術的高鐵，在就業機會和
生活空間上，也給當地帶來顯著改變。
交通設施的改善，只是「一帶一路」倡議
帶給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改變之一，更多晝夜

不息穿梭的中歐班列，則把各種生活必需品
和工業必需品，物美價廉地送到了普通人生
活的角角落落。上次回西安，我就發現，街
道上不止多了眉眼濃烈的中亞美女，餐桌上
還多了產自哈薩克斯坦的啤酒和蜂蜜。
回西安，聽起來遠沒有回長安那般豪邁。長
安近年來頻頻登上熱搜，上半年的電影《長安
三萬里》，讓詩意長安再度勾起了無數人對
錦繡漢唐的嚮往。詩歌在，長安就在。剛剛過
去的中秋國慶黃金周，將西安圍得水洩不通的遊
客，在大唐不夜城的燈火璀璨裏，努力尋找盛
唐的萬千氣息，在古樸莊嚴的大雁塔下，觸摸
曾經的盛世輝煌，在厚重方正的巍峨城牆
上，感知歷史的溝壑章節。
我常常幻想，當年張騫風塵僕僕回到日思夜
想的長安時，他的眼底到底是一片怎樣的浩瀚
廣宇。司馬遷用「鑿空」一詞形容張騫溝通西
域的重大貢獻，史家的眼光總是深邃廣袤。張

騫不單是為中西方世界商業繁榮開啟了無與倫
比的機遇，也飽含着對漢王朝統治者自此開拓
視野擴大襟懷的期盼。我也常常幻想，30歲的
李太白初登天子門時，他的胸中又該是一幅怎
樣的燦爛錦繡。詩家的語言總是浪漫而富有激
情，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長安
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長安陌上無窮
樹，唯有垂楊管別離；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
聲……每一句都凝練豐富，每一幀都情緒飽
滿。每一次回西安，看到紅日西垂鐘樓角，看
到新月如鈎城牆頭，看到灞柳依依天色暮，看
到朱雀大街國槐蒼翠，看到興慶宮湖上泛舟，
早年間誦讀過的詩三百，便如曲江池水一般，
看似碧水微瀾，心下早已澎湃奔騰。
從昔日絲綢之路上的起點漢長安，到如今
「一帶一路」倡議重要節點城市的西安，歷史
正在用一種更開闊的視野和格局，讓這座積澱
豐厚連接古今的城市，再次尋找新的方位。

從長安到西安

那是一個怎樣的冷僻之地？小鎮
峽灣，天空陰霾，風大，雨多，人
稀。一年365天中有300天下雨，
日照時間短，深秋和冬季的下午三
四點就天黑，直到第二天上午10點

才天亮。沒錯，那就是2023年諾貝爾文學
獎獲得者、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的家
鄉——挪威西海岸卑爾根的海于格松市。
深秋的夜晚，眺望卑爾根，那裏或許小
雨零星，窗戶上霧氣繚繞，福瑟開車回
家，鄉間的小路上落下一層白霜，恍若靈
魂的銀白。我第一次閱讀了他的兩本戲劇
選《有人將至》、《秋之夢》，主題都是愛
情。不得不說，他的戲劇很「卑爾根」，不
同的場景設置，相同的「冷酷仙境」。抑或
說，他的戲劇裏都有個「卑爾根之問」。峽
灣、秋天、大海、雨、風、窗、屋、照片、
長凳或沙發，男女主人公飽受孤獨的困擾，
同時又被他人所打擾。契科夫說過︰「簡練
是才能的姐妹。」福瑟把簡潔發揮到極
致，他的詩歌和散文也是戲劇。
《有人將至》開頭即是小散文：「一所

老舊，幾乎有點兒搖搖欲墜的房子前的
花園。房子的油漆剝落，有些窗玻璃已經
碎了。它面朝大海，寂寥淒涼地坐落在陡
峭懸崖一塊突出的岩石上。儘管如此，這
所房子卻依然有着自己獨特的飽經風霜的
美。一男一女自房子的右手轉角走進花
園。」一男一女在峽灣買下一幢坐落在陡
峭懸崖上的老房子，他們遠離城市的喧
囂，準備過無人打擾的生活。來到這裏後卻
發現老房子有人來過，兩人獨守的夢想被打
碎，老房子的四面牆，卻無力幫助他們抵抗
挫敗和幻滅的到來。屋外傳來不斷的敲門
聲，她要去開門，他無力阻擋，面壁躺在
沙發上；起居室牆上掛的原來女主人的畫

像以及她和丈夫的結婚照，原房子主人的
闖入打破了兩人世界的安寧，他們執着地
逃離，兩個人融為一體，倒頭來不過是一
場夢。「他人即地獄」，沙發、照片以及
背後蔚藍的大海，都參與了他們的情感世
界，他們彼此享受，卻無法抵抗他者的入
侵，一如無法抵抗風雨、海浪的侵蝕。這樣
一來，道具不再是道具，而是有靈魂的人，
以此構成情感的張力和複雜的心境。而舞
台劇中，迂迴重複的對白、水意蕩漾的世
界，本身也是主人公內心世界的投射，他們
讓我們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深海和暴雨，他
們的困境何嘗不是我們的困境呢？
卑爾根，讓我們在「世界盡頭」遇見未
知的自己，看到人生的無限可能。他的長
篇小說《憂鬱症》，故事圍繞青年藝術家
拉斯．赫特維格的創作心路和悲劇人生。
在《憂鬱症II》中，他又虛構了赫特維格
的姐姐歐蘭，圍繞畫家剛去世不久，歐蘭
對弟弟往昔記憶的回顧和審視，現實與夢
幻交織，為他此後的舞台戲劇奠定基礎。
縱觀約恩．福瑟的小說創作，主人公大
都是孤獨的、徘徊的、寂寞的，甚至有暗
疾的普通人，與其戲劇相同之處在於字裏
行間的詩意暗湧。儼然，這明顯帶有自傳
式的烙印：他7歲獨自乘船外出，12歲開
始寫作，24歲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紅，
黑》，後來嘗試過搖滾和繪畫。31歲那
年，他因一場破產事件而「跳進文學」，
跨界轉向劇本創作。他曾說過︰「在小說
裏，你只能運用詞語，而在戲劇裏，你可
以使用停頓、空白和沉默：那些沒有被說
出口的東西，一種啟示。」以戲劇《秋之
夢》為例，出場人物共5人，講述男人女
人在長椅上調情，此前因為男人的婚姻兩
人關係被迫中斷，後來舊情復燃。開頭同

樣是詩化的唯美場景：「廣大的教堂墓園
中的一隅。晚秋。雨才住。黑色的樹們。
有些葉子還殘留在樹上，有些已經落了。
一條礫石小徑。一條油漆已剝落的，飽經
風霜的長凳。」簡單幾句就涵納完整的舞
台布景，而在劇中他依然延續迂迴重複和
意識流，那些常人眼中反覆重複的台詞、
靜場和簡單到不能簡單的對白，卻極具節
奏感和音樂性，本質上暗合着生命的無
奈、脆弱、鄙陋和苦難。
福瑟的作品中，幾乎全是海浪般的低
音、晚秋的憂鬱、房內的隔閡、落葉的響
動、雨水的靜謐，用小的、弱的、低的，
靜的反襯精神世界噬骨般的孤獨感，從而
「為不可言喻的事物發出聲音」，這使我
重新感受到文學的力量：文學乃是人學，
它關照和悲憫的從來都是「微塵眾」，是
被遺忘和被忽略的普通人的困境。卑爾根
的，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在人類困
境和生死面前，我們殊途同歸。
在我看來，諾貝爾文學獎「爆冷門」並
非什麼壞事，不啻於一種文化的有益補充
和「美美與共」。很多時候，我們需要
「陌生」來抵抗庸俗和日常，繼而欣賞到
世界的複雜和多元。特別是歷經全球疫情
的3年淬煉，我們應該是時候回歸了——
回歸文學的本來面目，關切生存的疾苦與
冷暖，看見內心的孤獨與迷惘。
當然，福瑟還讓我看到文學創作的多樣
性和共通性，看到向上生長的詩意蔓延心
頭。正如福瑟首部詩集《含淚的天使》中
所寫道︰「秋天的時候，冬天的時候。感
覺/舌尖在嘴裏。那樣的年輕，紫色/還有
路燈，和雪。」眺望卑爾根，我看到路燈
和雪，看到罅隙裏拚命搖曳的微光，還有
一個開車慢行可愛的福瑟老頭。

約恩．福瑟的「卑爾根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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