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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角度去詮釋六經

畫家胡明德
我的朋友李裾人是
本港著名室內設計
師，早前，他在西貢

一餐廳午膳時見一畫家寫生，出於
好奇，便上前搭訕，閒談間知這位
來自廣州的畫家叫胡明德，他與我
在美國做畫展時相知相識。朋友回來
告知，我們旋即相約見面。過了不到
兩周，我和李裾人一起上廣州番禺拜
訪他，並參觀了他的工作室。
胡明德在廣州有間 8千呎工作
室，所藏作品無數，當中很多是寫
生創作畫。原來近這幾年，胡明德
致力於現代城市山水畫創作的新嘗
試，其足跡遍布美國、日本、馬來
西亞等地。最近這段時間，胡明德
用大量的時間在香港進行寫生創
作，準備明年在香港舉辦以香港為
題材的《世界巡迴展—香港站》大
展，就在上周，他還跑到我在中環
德輔道中的工作室樓頂寫生。
胡明德曾參與中
國畫學會主持的220
米 長 《 黄 河 萬 里
圖》的創作，此畫
由中國 30多位頂尖
藝術家合作，歷時2
年多，被眾多中國
藝術評論家稱為中
國新「國寶」，胡
明 德 作 為 主 筆 之
一，從頭至尾參與
創作。城市題材的

中國畫創作，在傳統中國畫裏是全
新的命題，具有很大的挑戰性，這
種畫既要保留中國傳統筆墨精神，
又要突出現代傳統的當代性，胡明
德採用古今融合，中西合璧的創作
手法，作品體現了當代中國藝術家
的精神面貌和中華文化的自信。
胡明德對寫生創作有着獨特的見

解，他把創作搬至大自然，每一幅
寫生都具有強烈的創作意味，源於
自然高於自然，有着強烈的個人審
美意識和個人獨特風格。
胡明德除自己努力創作，多年來

在文化部中國畫創作研究院名家
工作室和中國人民大學畫院工作
室任導師，致力於教育，培養眾
多畫家。鑒於胡明德在藝術上的成
就和造詣，香港東方書畫院聘請他
當書畫院榮譽顧問，希望他助力發
展香港文化藝術事業，並為將香港
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出一

分力。
是日，胡明德來訪，
我剛好邀請了嶺南派畫
家盧清遠、梁錫源、何
洵瑤、葉金城、葉永
潤、陳勉良等合作一幅8
尺花鳥大畫，此作為香
港保良局成立145周年賀
禮，我邀他參與，他二
話不說，即時提筆揮毫
潑墨，這位畫家熱心公
益慈善事業可見一斑。

詩、書、易、禮、
樂、春秋被稱為「六
經」，初見於《莊子
．天運》。前香港浸

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周國正教授在
接受電視特輯《世說論語》訪問的
時候說：「宋朝陸九淵曾經說過，
六經皆我註腳。他的意思是六經並
不是高高在上、要我們崇拜的典
籍。傳統典籍所說的，其實都是我
們內心根本已有的事情，只不過這
些典籍把道理說出來了而已。註腳
就是把已知的知識條列出來、微細
化，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六經在儒家出現前已存在，只不
過儒家或其他家，也會把六經作為
共同的文化財產。當儒家用上六經
時，當然也從儒家角度去詮釋六
經。因此周教授提及陸九淵的「六
經皆我註腳」，應該是從這角度去
理解。「如果《論語》高高在上，
離我們很遠，或是一般人不能企及
的話，那麼它對我們的關切性便很
低了。其實《論語》的最大價值，
就是能觸及我們每一個人
的內心。」他說。
周教授認為孔子經常提
倡「仁」，用現代語來說
就是「同理心」——對別
人的苦樂有一種出自內心
的自然關切。他又提到孟
子有一例子說得很好：

「假如我們見到一個小孩快掉下
井，人人皆會嚇一跳。其實小孩的
死活跟我們一點利害關係也沒有，
但是我們自然而然地不想小孩受到
傷害，這就是人與人之間自然的關
切。整個儒家思想，它的道德倫理
都是從同理心處出發的。」
一向精通漢語語法、訓詁學、文

字學、儒家思想及語文研究的周教
授，在母校浸大任教時，擔任多項
公職，包括課程發展議會委員、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高級補充考試中國
語文及文化委員會主席等。從事教
育工作多年的他，跟我們分享了
《論語》名句：「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如果一個人不享受學習過程，

他不會學得好。尤其對小孩的學習
而言，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要他學
到什麼具體的事，而是培養他學習
新事物的興趣。如果逼迫太甚的
話，使小孩害怕學習，我想是對學
習最大的傷害。」這是周教授多年
教學的經驗之談。

十年前由麻省
理工、哈佛大學
學成歸港，土生
土長的「氣候科

學家」戴沛權教授一直強調極端
天氣將會更頻繁，人類不可讓它
惡化下去，政府、商界、每一個
人都要攜手愛護地球。「其實當
科學家是我的志願，我自小喜歡
自然生態，喜歡看《變變變生命
力》。我讀書名列前茅，大家都
說我應該選修醫科。爸爸開膠花
廠，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廠房倒閉
了，家裏生活很困難，甚至要申
請公援……父親從來沒有什麼指
引，常常來一句︰讀咁多書做乜
嘢？結果我會考8A，父親就來一
句︰我一早知道你得！這是我人
生第一次聽到父親對我的肯定，
原來他一直用激將法！」
「我在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讀

高中，課程牽涉到生態和環境一
切都好神奇，我想到要出一分力
透過科學去解決環境的問題，我
開始追夢……認知這個世界有很
多病痛都與環境污染有關，醫好
一個人重要，但如果這個世界越
來越污染有多人
生病，醫病是治
標，將環境改善
是治本……變相
我也在醫人！」
戴教授得到獎學

金，在麻省理工修
讀環境工程科學，
及後成為哈佛大學
環境科學及工程

學博士，「我喜歡科學，但在那些
未知領域中探究的確有過迷失，我
遇到不少困難和失敗，我一度想過
放棄……自問喜歡解決環境問
題，我大可以去聯合國或者世界
銀行的一些組織，去到發展中國
家幫忙解決當地環境的問題，這樣
是否更實際？於是我求問上帝，祂
透過一位神學家所寫的一句說話提
醒了我，也成為了我的座右銘︰
『你的人生目標就是你最大熱情的
事情與這個世界最大的需要的那個
相交點，就是你人生的目標了！』
而我其中一位老師的話也是我的重
要的指標，科學家的重要職責做好
研究只是一半，另外一半就是怎樣
將研究的成果與人分享，寫好文章
做好解說，與學生、業界和政府溝
通，將資訊傳遞，這樣才完成科學
家另外一半的職責。」
戴教授是中大地球與環境科學

課程教授，曾獲中大理學院模範
教學獎，以及校長模範教學獎，
教授間中也懷疑自己做得是否足
夠，多出幾份研究論文、多取一
些研究資金……「但我回想上帝
給我的生命呼召，自己做的是否

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對人類社會有益處？如
果大眾因此多一分的感
動，對環境多一分的關
注，我已達到目標！」
多謝戴沛權教授、

科學家團隊、每一位
愛地球人士的盡心努
力，地球少污染，人類
更健康！

「氣候科學家」戴沛權教授
周前香港澳門都有不少文藝體育盛事。其中

一個矚目的文藝盛事，就是華裔大提琴家馬友
友訪港演出兩場；包括於 11月 6日晚舉行的
「馬友友與嘉芙蓮．史托大提琴及鋼琴演奏

會」，以及11月8日晚香港中文大學為慶祝60周年而呈獻的
「馬友友與港樂」，由馬友友與香港管弦樂團聯乘演出；兩
場盛事均一票難求。
「馬友友與港樂」當晚，由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梵志登

擔任指揮，上半場先為觀眾帶來貝多芬的《蕾奧諾拉》第三
序曲及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隨想曲》，展現出樂團演出
成熟、音色和諧圓潤悅耳的水準。下半場馬友友登場，與
樂團一同演出德伏扎克的大提琴協奏曲，令全場均沉醉於
如泣如訴的大提琴樂韻聲中。馬友友更有謝幕獨奏演出，
令全場觀眾喜出望外。
自從中大公布呈獻馬友友演奏會後，文公子就收到不少購

票查詢，但由於場地及場次所限，只有少量門票公開發售，對
於查詢只能表示愛莫能助。而當晚會場內不少來賓，都是校方
特邀的大學持份者及社會賢達，大家難得聚首一堂，可謂星光
熠熠耀中大；當晚也宣布成立「藝術人才培育基金」。
邀請大師級的華裔藝術家來港，絕對是一條好橋，既可有

助中大形象，亦可鞏固香港作為盛事之都的定位。
澳門在上周末開始舉辦一年一度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今年適逢第70屆，會連續兩個周末作賽，上星期以地區賽事
為主，而本星期則舉辦國際賽事。其中，香港車手歐陽若曦
就在周日舉辦的大灣區GT盃中奪冠。賽車盛事每年都為澳門
帶來不少旅遊收益，今年加入大灣區元素，相信可吸引更多
內地遊客訪澳。
香港在上周末亦舉辦了兩項體育盛事。先有在中環海濱舉行

的世界場地越野車錦標賽中國香港站年終賽，賽車手在玻璃
幕場大樓林立的都市環境下進行越野賽，畫面的確別開生
面。而維港渡海泳亦已於星期日舉行，由灣仔游往尖東海旁，
今屆名額有所增加，並首次開放大灣區泳手參加，反應熱烈。
盛事加入大灣區元素，當然是能增旅遊收入的好橋。然

而，在港澳同時舉行賽車，卻令人費解。雖云賽事不同，
但何不事前多作協調？先港後澳或先澳後港，令來觀賽車
的遊客無須有魚與熊掌的選擇困難？兩地亦能同蒙同利，
何樂而不為？

體藝活動好橋不斷

黃宗澤和周秀娜主
演的《叠影狙擊》網
民形容演員豪華，陣

容包括型男黃浩然、演酷爆殺手的
胡卓希、久違凍齡的文頌嫻、飾演
反派的張慧儀、最近舞台劇大賣的
方力申、飾演女保鏢的盧慧敏、鄭
融也客串了幾場戲、少有拍劇的關
禮傑、戲份不少的朱鑑然，其他角
色也粒粒皆星，網民大讚百分百港
劇味道。
前陣子偶遇周秀娜，身形本來高

挑苗條的她，比以前消瘦了兩個
圈，跟她說她太瘦了，她非常開
心，原來她的心願
是：瘦，所以之前她
派福利，晒三點式泳
衣照，外界都覺得太
瘦，引起很多揣測，
其實不用替她擔心。
劇中周秀娜飾演
兩個角色，一正一
邪，一剛一柔，一
文 一 武 ， 大 考 演
技。她演的女特警
一角，穿上制服，

揸槍與匪徒槍戰，型格十足，更有
甚多動作戲，不少難度極高，有些
更是一鏡過，例如有場戲，她要將
手袋掟向債主，再緊接高難度凌空
踢出穿心腿，全套動作一氣呵成，
還要看到她的樣子，沒可能用替
身，一副正牌打女身手，甚為搶
鏡，型爆。雖說有鏡頭遷就和武指
幫忙，她本身亦應已練得好身手才
應付得來。周秀娜以𡃁 模出道，給
人花瓶感覺，幸她進取，經她努力
接拍具挑戰性的角色，《叠影狙
擊》猶如為她度身訂做，她拚命表
現令她成為真正的演員。

黃宗澤飾精明幹探，跟周
秀娜的感情疑幻似真，陷入
迷惘，叫粉絲痛心。
劇情懸疑，節奏俐落，涉
及人口販賣、收地、洗黑錢
活動、名門望族明爭暗鬥、
兄弟爭產、股票財技、錯綜
複雜的男女關係、醫學知識、
心理學、黑幫買兇殺人、飛
車、爆炸、打鬥……應有盡
有，人物性格鮮明，故事交代
清晰，是值得煲的劇集。

《叠影狙擊》周秀娜脫胎換骨

也許是因為生命有限，我們
總是常常喜歡回憶，而在過程
中有人會沉浸在當初的美好當

中，也有人會悔恨過去的時光，但不管怎麼
樣在回憶過去時，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想要
時光倒流，因為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們將
會獲得更多嘗試的機會，也能獲得更多成功
的可能。
但是時間不會回頭，人生沒有如果，大家

可能也曾有過這樣的想法：「如果當初做了
那件事就好了」、「如果選了那條路就好
了」……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想一想，
人生有如果的話 ，這就好像電子遊戲一樣，
那麼每一局都是不被珍惜的，也會像機器人
一樣失去了情感體驗的價值。
人生難免會碰上高低起跌，我們往往會想

到很多「如果」，不斷回想當初做了另一個

選擇，如今的生活是否會更好，但一直沉
浸在過往的遺憾卻沒有任何作用，時間已
經過去就永遠回不來了，這樣做不僅無法
挽回已經錯過的，還會失去本來就該得到
的機會。
雖然人生沒有如果但有未來 ，我們腳下的

每一步與時間一樣都是往前走，不要花太多
時間留給遺憾，勇敢告別過去才能輕鬆走向
美好的未來，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只是
把能量留在了過去，那麼我們又如何騰出足
夠的力量奔向未來？
把握好當下，才是對過往的最好答覆，一

切過去的都已經是過去而未來還沒到來，只
有眼前看得見的時光才是最珍貴的當下，特
別是創業的年輕朋友們，現在的年代瞬息萬
變，我們要保持一種核心力量，就是那一股
勇往直前的果敢，和創業一樣，常常會在人

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不斷思量究竟該選
哪條路，有時其實可以跳出這樣的選擇，要
知道每條路上都會有坎坷和坦途，它不可能
是完全壞透的，也不可能是十分完美的，但
我們最幸運的就是能夠主宰自己的生命，把
握自己的人生。
人生路上所遇到的風景有千千萬萬，不必

要羨慕別人的風光，更不需要悔恨自己沒有
創造出一番事業來，很多事情也許不在我們
意料之中，但可做到每天都過得有意義腳踏
實地走好當下的路。
願你們勇往直前，去過更廣闊更精彩的人

生，美好的人生藍圖需要一筆一畫去描繪，
只有把握好當下，才能為生活交一份滿意的
答案。忘記曾經失去的，珍惜此刻擁有，未
來的你會是怎樣，全在於今天的努力，盡自
己所能成功總會來到你身邊。

願你勇往直前

桂花樹下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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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明 德 在 香 港 寫
生。 作者供圖

◆前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周國正教
授接受《世說論語》訪問。 作者供圖

◆周秀娜走打女
路線。 作者供圖

◆戴教授呼籲大家攜手
愛護地球。 作者供圖

幾度秋意濃，最是桂花香。
重陽時節，陽光柔弱了許多，

秋風裏夾着涼意，走在林間小
道，不經意間陣陣桂香縈繞，一
抬眼路邊的桂花樹上黃色的花蕊

已星星點點開在枝頭，每到這深秋桂花
幽香時，總會憶起老家院子裏那棵桂花
樹。老家的院子不大，但卻被喜愛花草
的祖父祖母裝點得頗有意境，樹花錯
落，四季花開。那棵桂花樹是祖父知青
下鄉時從山裏移植回院子裏的，祖父特
別珍愛，修剪施肥，鬆土除草，桂花樹
長得很茂盛，樹冠整齊圓潤，像一把綠
色的樹傘立在院子裏。祖父總是帶着幾
分驕傲的仰望着它，對我們說，這樹就
像他一手栽培的孩子。
每當秋涼後，桂花樹就會開出金黃的

花朵，散發出甜甜的馨香，整個院子都
是濃淡相宜的桂香。每次放學回家，一
推開院門，一陣陣花香迎面而來，讓我
們覺得這就是家的味道。這時，祖父就
會將他的搖椅搬到桂花樹下，一邊躺着
聽戲，一邊看着孫兒們在滿院桂香裏追
逐嬉鬧，臉上露出慈祥滿足的微笑。
花期將盡時，祖母和姑嬸們可就忙開

了，她們拿塊乾淨的大布鋪在樹下，邊
搖邊接落下的桂花，然後篩出雜質，挑
出葉子。新鮮的桂花洗淨加糖做成糖醃
桂花，甜中帶着濃濃的花香，是兒時最
美的零食。晾乾後，製成桂花蜜，釀成
桂花酒，蒸上桂花糕。月圓的夜，祖父
便召集大家圍坐樹下，品桂花酒，吃桂
花糕。大人們談論國事家事，孩子們邊
吃着桂花糕邊在院子裏捉迷藏，常常到

深夜，酒盡人歡才不捨的回房休息。有
時，還會舉辦桂花詩會，孩子們自選一
首喜愛的桂花詩，在桂花樹下朗誦，祖
父早已拿出他的零錢銅罐子候着準備獎
勵我們。那時讀初中的我特別喜歡李清
照的詞，那首《鷓鴣天．桂花》早已熟
記於心，「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
只香留。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
一流。梅定妒，菊應羞，畫闌開處冠中
秋。騷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不見
收。」 一口氣就背下來了，大家拍手
叫好，祖父當即從零錢罐裏拿了一元錢
塞在我手裏，並對我說：「背得很流
利，但感情還不夠，詞人的詞意要好好
理解啊！這桂花，不畏凜寒，品格高潔
堅貞，精神堅強不屈，我們做人就要像
桂花一樣！」我似懂非懂的點點頭。
記得有一年暑假，有個花販子到村子裏

收集花木，得知有這麼棵桂花樹，便欣然
要買下桂花樹。他繞着桂花樹看了幾圈，
連連稱讚。他瞇着小眼兒笑着拿出一張
百元大鈔給祖父，說道：「這棵桂花樹
種得好，我買下了。」祖父低頭拔草並不
理會，他見狀急忙又掏出100元，祖父還
是一聲不吭，他瞪了祖父一眼，一咬牙
說：「一口價300元，這價錢你老滿意了
吧？」祖母有些心動了，用手蹭了蹭祖父
的衣角，要知道300元在九十年代初可是
一大家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啊，鄰居們也三
言兩語的勸說：「七公啊，這好價錢，
300元夠買頭豬啦！」但祖父卻堅定地對花
販子說：「這棵桂花樹養了十幾年，再高
的價我們也不賣！」花販子十分不解的搖
了搖頭走了。祖父把大家叫到桂花樹下，

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家雖然不富裕，
但這棵樹在我們家這麼多年，300元能
買頭豬，還能買得回一家人在這樹下的
歡樂嗎？人窮志不能短啊！」我似乎明
白了祖父當年對我的教導，做人就要有如
桂花般高潔的品格，不要為三斗米而折
腰。桂花樹就這樣年年花開、年年飄香，
見證着院子裏的家長裏短，歡聲笑語。
過了些年，叔叔們都搬出去老屋蓋了

新房，院子漸漸寂寥起來，祖父年事已
高，但桂花樹他還是親自修剪施肥從不馬
虎了事。每次回去探望祖父，陪他坐在桂
花樹下，喝着桂花蜜水，聽祖父祖母的養
花心得，讓我從嘴裏甜到心裏。那年4月，
祖父彌留之際，還想再看看桂花樹，大家
攙扶他到躺椅上，他氣息微弱的囑咐我
們：「我等不到今年的桂花開了，等花開
時記得捎一枝到我墳頭上，這棵樹你們
好好幫我管着……」我們的眼淚奪眶而
出不停的點頭讓他安心。夕陽餘暉，靜
靜的桂花樹下祖父安詳的走了。
又到桂花最香的時節。每每回到院子
裏，站在桂花樹下，望着滿樹黃花，祖父
的音容笑貌浮現眼前，當年樹下賞月的情
景歷歷在目，此時此刻的我只有無盡的思
念！桂花，開在中秋月圓之夜，重陽敬老
之時，而常常月圓人卻不圓，子欲養而親
不待！在這淡淡的桂香之中，有多少人不
能相見，又有多少人只能通過這月亮這花
香來傳遞着對先人的思念。月還在，花正
香，可一起賞月的人卻漸少了，只有寄情
於那如水的月光和如絲的花香。
款款深秋，桂香縈繞，撚一席馨香，掬
一抹思念，就讓那悠悠往事永駐心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