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7 采 風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李吉欣 2023年11月17日（星期五）

體育盛事與嘉年華會

鍾南山分享
已有90年歷史的華
南師範大學，由於師
範院校定位，學生的

出路和發展主要在教育界，因而被
譽為中國教育的南方高地。教育尤
其是老師的教誨在今日高度發展兼
複雜的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舉足輕
重。這在本次校慶主要環節「發展
大會」上，以特邀嘉賓返校出席大
會的鍾南山分享的一段經歷和體悟
可見一斑。
作為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的鍾南山
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他為國人乃至
港人熟悉，主要是在2003年沙士期
間作為防疫專家給中央政府和香港
特區政府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平
時，他也以親民和熱愛運動而令人
感覺到，這是一位接地氣並熱愛生
命的頂級學者。
現年87歲的鍾南山發言時聲音宏

亮，謙稱是代表廣州國家實驗室
1,000多名科研工作者向華師致敬
而來，但他跟華師很有淵源，除了
在工作上有緊密合作外，原來他是
華師附中校友。他在致辭時特別分
享了一段早年在附中的經歷，並
說︰「一個人的成長還是需要全面
培養，好好鍛煉，打好基礎。」
鍾南山出身於醫學世家，父親也

是一位留美歸來的醫學博士。這樣
的家學淵源，他於上世紀五十年代
初順利進入被視相當於大學界的清

華、北大級別的華師附中（時稱嶺
南大學附校）就讀。
他憶述時引用當時老師的評語：

「學習（成績）還是不錯，但跟同
學的關係不太好。」他當然不服
氣，也不太喜歡就讀的班級。初二
時，想挑戰自己，跳級考高一。專
門請數學系師兄惡補較弱的一科，
數學成績雖考得不理想，總分卻合
格了，他可以直接上高一。
他高興地跟同學說「我要離開這

個班了」，但有一個晚上一位老師家
訪。那老師對鍾南山說︰「你還年
輕，應該多學習、多鍛煉，同學提
的意見也是好意。」父親也希望他在
原班多讀一年，在初三打牢基礎。
儘管依然不服氣，但鍾南山最終留
在原來的班級上學，並下決心改正
了一些缺點。一年後，鍾南山以優
異的成績免考上了高中，他也獲得
同學們的接納。後來才知，那位老
師就是時任嶺南大學教育系系主任
兼嶺大附屬學校校長的汪德亮教
授，他接着出任當年包括嶺南大學
教育系在內合併而成的華南師範學
院（即華南師大前稱）副院長。
「過了60年，現在回望，那一次

可能是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如果
我那次直接考上高一就讀，我現在
可能就是一個書呆子。」所以，
「我到現在都非常懷念當時的汪德
亮校長。」 （《回家》五之二）

剛剛過去這個星
期，香港體壇真的忙
個不停：先是周末周
日有3個大型體育盛

事，包括香港明星足球隊對中國貴
州榕江村超聯隊的邀請賽，為期兩
天的FIA世界越野車場地錦標賽最
終站，以及周日早上維港渡海泳。
一個大型國際體育盛事所需「人
力」通常是該體育項目總會負責去統
籌主辦，而「物力」則是總會或主辦
單位尋找贊助籌集資金去實現這個
大型體育活動賽事。有些需要一兩
年時間去計劃，有些項目可能需時
更長，因為要向該項目國際總會申請
來香港舉行，申請過程也要與世界
各地競爭才能獲得主辦權，如申請
主辧奥運、亞運、世界盃一般，並不
容易；至於一些本土賽事，邀請世界
頂尖運動員來港參與，就相對比較容
易。人力各方面準備時就只欠「東
風」，亦即物力（資金），要找尋資
金並不容易，通常就靠商業贊助，或
者找一些對體育活動有興趣的老闆支
持，但有時也難以達標。
相信讀者或許有聽過M品牌（M
Mark Events）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
員會， 但可能只知道是一個舉辦大
型體育賽事的組織，其實背後是由
政府支援一些在各方面人力物力不
足下的國際性大型體育賽事，包括
在場地、配對資金，或直接金錢上
資助，當然也需要監控及檢討賽事

的運作，剛完成的維港渡海泳及
FIA世界越野車場地錦標賽就是M
品牌活動。有時一些體育總會很有
經驗主辦賽事當然運作沒有問題，
但總有一些總會經驗較淺，M品牌
工作人員就比較忙碌。今年到目前
香港已經舉行了11個M品牌活動，
估計今年全年共有15個M品牌體育
賽事。
另外一項是明星足球隊對榕江村

超聯隊足球賽事，這可算另類體育
賽事活動，兩隊比賽競爭性不大，
是友誼交流為主。「村超」過去半
年多在中國貴州一些村落發起足球
賽事，球員本身是業餘，他們是一
些土生土長本地人，由農民、工
人、各行各業工作者等組成球隊，
而因目前國足表現一直不盡人意，
加上內地各傳媒等到訪報道，以及
像嘉年華會一樣的氣氛，村超比賽
往往吸引了很多球迷支持。
明星足球隊4月到訪貴州作賽反

應哄動，今次對方禮尚往來到香港
比賽，現場像嘉年華會多過像足球
賽，氣氛非常熱烈，貴州是多民族
省份，大會公布有超過2,000名球迷
從貴州來港，在現場穿着貴州少數
民族服飾載歌載舞，當天約10,000
名現場觀眾，相信八成主要是為了
追星及參與「嘉年華會」而來，可
謂文化、體育、旅遊的完美融合，
香港又是否可以探討主辦多些以文
化、體育、旅遊結合的活動呢？

2023年10月19日隨美國僑領毛邦傑先生組的參訪
團，到其中一個景點蘇州觀音園，這是我第二次來，見
到園區內各個寺廟及各項建設皆已完善齊全；山上最高
的露天觀音金銅像有88米高，仿唐朝風格的蘇州觀音

寺有7個殿堂：天王殿、財神殿、禪堂、地藏殿、三大世殿、主殿圓通
殿、大悲殿；看到大悲殿內供奉的白衣觀音，3.8米高，看似好像漢白
玉，其實是人工鍛打出100多塊形狀各不相同的鍛銅，經過焊接，再經
45天的打磨，最後噴漆而成，殿堂內所有的鋪陳潔白無瑕，至今難忘。
2003年9月底，在北京認識台籍美僑毛邦傑，我們都是國慶觀禮團
成員，因為同住在西京賓館，所以見面的機會比較多；有一天在早餐
的時候，他拿着一個A4大小的簿子走過來要我簽名，簿子上面寫着，
「支持興建蘇州觀音園名簿」，毛先生說︰「台灣人大都信奉觀音菩
薩，有些台商長年在大陸做生意，遇到不如意的事，需要借助宗教信
仰的力量來面對挑戰，所以興建蘇州觀音園是有必要的。」我低頭看
了一看，這個簿子每一頁都是空白的，於是我簽下名字，毛先生說︰
「妳是第一個簽名支持興建蘇州觀音園的台灣同胞，蘇州觀音園會謝
謝妳！」之後的幾年，我每見到毛先生，都會問他，蘇州觀音園動工
了沒有？他都說，快了快了！也曾多次致電蘇州觀音園負責人之一的
王靖嫻居士，了解進度。
2008年我收到邀請函，邀我參加蘇州觀音園的奠基儀式。我記得
動工當日天陰有雨，當我們的車子魚貫上橋進入西山島時，天空仍
然陰雨綿綿，車窗外仍然淅淅瀝瀝下着雨。
但當儀式開始前，天霽突然放晴，並出現
彩虹及和煦的陽光，天公作美，使得整個儀
式順利完成，大約有50多位著名僑界領袖
從世界各地趕來。事後聽說，整個儀式進行
了1個多小時，都是在天清氣朗的情況下進
行，但是儀式結束後，又開始下起雨來。另
外，當日蘇州大範圍地區都是陰雨天氣，只
有觀音園區有1個多小時的晴天。也許這異
於常態的氣象，是一種奇跡。蘇州觀音園在
太湖西山島，原建於南朝，已有一千六百年
歷史。2008年奠基重建，更得有僑胞及台商
台胞的呼籲和鼎力相助。
蘇州觀音園承載着中華文化，是傳統信仰
也是兩岸和平發展的見證。

蘇州觀音園緣起
有「天下第一

行書」之稱的王
羲 之 《 蘭 亭
序》，怎麼會與

麻雀枱結緣？這是一個什麼樣
的故事？一塊本來送往堆填區
的麻雀枱廢品，華麗轉身後變
成了藝術品，一幅木刻《蘭亭
序》躍然酸枝木上，在文化中
心「香港刻字藝術作品展」優
雅而立。
半年前聽香港小姐鄭文雅
說，她正在製作木刻《蘭亭
序》，朋友一眾譁然，臨摹已
不容易，何況木刻？然而文雅
的性格，不難的就不會做。
幾年前友人的麻雀枱板棄之，

贈與鄭文雅多元藝術創作；酸枝
木坐了幾年冷板櫈，未知有何用
途，當主人決定要製作刻字《蘭
亭序》，麻雀枱天降大任，得以
改變長年被敲打的命運。枱板有
少許裂痕，刻字前需以地板膠加
以鞏固，對於這點瑕疵，作者是
欣然接受並予理解，王羲之本來
的書法，也是在書體中加字、塗
字，可見藝術本來就沒有完美。
貞觀年間唐太宗得《蘭亭

序》真本後，敕令書
法家馮承素、趙模
等人鈎摹數本，賜予
皇親國戚，可惜真本
自唐代以後就已經失
傳，流傳至今最好的
摹本，就是馮承素所
作；鄭文雅的木刻

《蘭亭序》，就是依馮承素的
「雙鈎」法落刀的，在刀刻前多
次以書法臨摹《蘭亭序》，讓
「天下第一行書」印於腦海，熟
於手感，刀鋒所至，揮灑自如。
由於字體過於幼細，需要用

放大鏡輔助，光線充足的白天
才能製作，一天也只能刻3粒
字。足足刻了半年，文雅說，
書法筆快，木刻刀慢，在刀刻
的過程中，對於這「天下第一
行書」有了更細緻的體會，看
到的更多，所有字都有呼應，
每字落筆處也不一樣。李國泉
老師給鄭文雅木刻《蘭亭序》
的評價為「畢業之作」哩。
在刻字展覽中，鄭文雅的作

品除了木刻，還有她的陶刻及
竹刻，三者刀刻力度都不同。
竹形態彎曲，纖維又硬，刻字
更難，需要假以時日練習；而
陶刻則在壓成泥板風乾七成，
在餘下三成濕軟狀態下落刀，
因而變化大些，玩味也多些。
留意到其中一片陶刻「天天向
上」，是毛澤東的字，文雅
說，這是她的座右銘，一直鼓
勵她的藝術創作，天天向上。

麻雀枱上的《蘭亭序》

記得去年11月12日
那天探訪一個朋友，
當時她一家人正在午

膳，桌上除了幾碟傳統山東小菜之
外，主食看來是代替米飯一大盤寸
半直徑的小蒸餅，朋友的父親對我
說：「光餅好味呀，連小姐，你吃過
午飯也不妨試試。」「什麼光餅？」
老人家說：「你們只知道紀念屈原
吃糉子，我們山東人紀念民族英
雄，每年11月12日就吃光餅。」
戚繼光的故事早已熟悉，知道他

是英雄二代，曾為名將的父親對戚
繼光管教甚嚴，不止要他背誦《孫
子兵法》，還灌輸孔孟之道，日後
盡忠報國，注重軍人品德。
戚繼光飽受父訓治軍亦嚴，絕對

不容下屬欺壓人民，甚至禁止收取
民間任何禮物。
但是「光餅」與
他有關則從未聽
過，同是籍貫山東
又是同宗的戚世伯
說，戚繼光為了減
少煮食次數，以免
炊煙引起倭寇注

意，便發明事後民間所稱的「光
餅」，餅中設一小孔，以草繩串穿
小孔掛上脖子，以便行軍隨時充
飢。戚世伯說當時的光餅，想像中
自然不如今日他們山東父老加進豬
雞牛肉那麼好味，即如為免海中大
魚噬吞屈原屍體的原始糉子，哪會
有瑤柱蛋黃火腿，作為軍糧的光餅
也不過加點鹽巴調味罷了。糉子光
餅，原意不外為了紀念先烈，後人
怎會跟同忠臣英雄捱苦。
戚世伯說屈原忠心耿耿，可是衛

國無力，因楚懷王昏庸誤信讒言不
重用自己，懷才不遇投江死諫有什
麼用；戚繼光奮力抗敵十多年，戰
勝後還為八達嶺重修萬里長城，全
力發揮他有用之軀才了不起，光是他
的建築精神已值得後人景仰，建築

界每年11月12日紀念他的
生忌吃一次光餅才有意義。
從光餅中的小孔聯想，

戚繼光是不是也算「冬
甩」的始祖師呢？同時不
知道我們平日見慣光酥餅
那個「光」字，算不算也
是無孔的光餅？

光字為名英雄餅

天氣忽地一下子就涼快起
來，早起時氣溫極低，便想起
熱乎乎的潮州粥。

我是不大愛吃米的，潮州粥煲至米粒開花
即關火，因此煲出來的粥米粒有嚼勁，米湯
也有濃濃的米香。我不吃米，只喝粥水，而
喝粥水也是為了吃它的絕配——潮州小菜麻
葉。作為一個資深吃貨，我對麻葉是有點愧
疚的，吃了多年的麻葉，卻從來沒有去研究
過所吃的麻葉究竟是何植物，一度還認為它
是芝麻葉子，後來才知道那是紅麻的葉子。
潮汕鄉下的老人對麻葉是極有感情的。舊時
潮汕鄉下尋常人家都會種植一些紅麻，把老了
的紅麻皮剝下可以用來織麻布、編麻繩，做麻
袋，可以拿去賣錢，麻葉利尿，可以治氣喘、
緩解疼痛，是唾手可得的天然藥物，在醫藥缺
乏的年代幫了窮苦人家的大忙。城市化發展使
鄉下的土地愈來愈少，紅麻的種植也逐漸減

少，麻葉亦從往日的充飢裹腹之物，變成如今
飯店餐桌上稀有的美食了。
我喜歡麻葉的口感，它纖維多，有嚼勁，
吃進口中卻又是細滑綿軟的。從前讀安徒生
童話《野天鵝》，純真善良的小公主艾莉莎
為了解救被惡毒的繼母用魔法變成野天鵝的
11個王子哥哥，要用蕁麻為他們織11件披
甲，小公主光着腳到墓地去採蕁麻，柔嫩的
手腳碰到蕁麻便起了無數的水泡，她要忍着
錐心的疼痛把蕁麻拿回去，剝下皮，織成披
甲……從前年紀小，想到小公主織披甲的過
程便不寒而慄，然而面對麻葉卻照吃不誤，
只暗暗慶幸此麻葉非彼麻葉，不然，吃貨的
菜單上又少了一樣好吃的。
與朋友小寧聊到他江西老家的特產——有
着近兩千年歷史的夏布，亦是用麻織成的。江
西夏布用苧麻織成，與別稱「咬人草」的火辣
的蕁麻相比，苧麻大抵算是溫柔的，因此苧麻

織成的夏布除了色澤雪白，手感柔軟，最細
緻的夏布還能紡成紗布，據說紡這種細紗布
的須是心靈手巧的女工，手不單要巧，還要
細嫩，才能紡出精細的好紗，因此紡紗布的
女工為了保護雙手，是不可以做粗活的，連
燒火做飯都要避免。而童話中的公主為了給
哥哥們織披甲，原本柔嫩的手變得傷痕纍
纍，就顯得很可憐了。我在裝修新屋的時候為
了樓層的高度沒有做吊頂，見天花板上的下
水管顯得有些突兀，上網買了幾卷粗麻繩將
之纏繞起來，屋子倒是因此多了幾分別樣的
風味。有時候因為節食而餓得厲害，就會抬
頭望着那些麻繩，幻想它們回到原始的模樣，
變成嫩綠的麻葉，恨不得啃兩口來充飢。
童話裏的艾莉莎公主受了傷，歷經磨難，
織好11件蕁麻披甲，救回了她的哥哥們。現
實中，我們沒有王子哥哥要救，只需遠離咬
人的蕁麻，享受麻葉的美味就好。

我鍾愛的這道小菜

在濟南待了一個月，去時天氣火
熱，回來時已是金秋。着了深色的
秋裝在小區裏散步，正走着，迎面
一股香氣襲來。彷彿想起什麼，循
着氣息去找。附近的院門前站了一
人，看我低頭尋覓，忙問，你找什

麼？我說桂花啊。對方呵呵一笑，指了指
他身旁的小花園說：瞧，那裏不正有兩
棵，開着花？那個小花園，是他特地在房
屋後面開闢的。
果然，那裏有兩棵金桂，有我的肩高，
都長得一般大，只是被其他的植物遮擋
了，很難發現蹤跡。在我居住的小區，桂
樹不止這兩棵。我在濟南待得久了，猛然
回來，一時對小區陌生起來，驟然的季節
變化也一時難以適應。好像昨日還絢麗青
葱，今日面臨衰敗。在這個季節裏，能讓
人悅目的就只有桂花了。
我喜歡的是金桂。與其它桂花相比，金
桂的香氣更加沁人心脾。那香氣濃郁而持
久，只要經過它的身邊，香氣就會追着
你，加之秋風推波助瀾。大凡在小區居住
過的人，都曾有此感受。這還因為，小區
裏的桂花忒多。從濟南回家的第二天，我
又下樓好好查看了一遍，一樓的院子裏，
幾乎家家都有兩棵桂花樹，有金桂、銀
桂，以此點綴蕭瑟的院落。
無論是什麼品種的桂樹，開出的花都是

香的，不似以前，家院裏除了低矮的鳳仙
花，屬於秋天的就只有九月菊。桂花的聲
名陸續傳播，走進尋常人家。到秋天，終
於不再守着蒼白的四壁，不再面對空蕩的
庭院了。我只是擔心，那小小的花園裏雜
樹叢生，有的地方幾乎密不透風，不知桂
花在裏面，枝葉能不能安然？

清晨，我看見出門上班的人，每每走近
那些桂樹，都會愣怔一下，像釘子一樣在
它邊上凝神，一副對桂花依依不捨的表
情。光陰迅速流逝，桂花在他們身後漸
行漸遠，遠到跟不上那快節奏的腳步，
跟不上進入單位大樓、升入電梯的背影。
不過，那些大院裏也有很多桂花，它們默
默生長，悄然開放，陪伴着繁忙的人們埋
頭工作。忙於工作着的人們，哪裏有時間
為它們駐足？那些默默開放的桂花，哪
裏有機會拽住人們的腳步？都沒有。
在中國，桂花有着特殊的寓意，如古人
用「桂子蘭孫」來讚美有才華的年輕人，
用「桂林一枝」來稱讚優秀的人才。桂花
還象徵着吉祥，摘一朵桂花插在髮髻，享
受大自然的這份禮物，祈求來年好運。除
此之外，桂花的花語代表着團圓和高尚，
人們常常把它跟皎潔的月亮聯繫在一起，
而那些古老而美麗的神話傳說，則讓我們
對神話故事裏的人物充滿了敬意。
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不同的秋天，
也同樣，每個人的心裏，也都有一輪不同
的月亮。有的人望月賦詩作畫，對桂花發
出由衷的讚美；而有的人會通過語言表達
和文字的描繪，營造出富有想像力的意境
和氛圍。它可以是李白的《靜夜思》，也
可以是蘇軾的《水調歌頭》。凡人嚮往着
神秘的仙界，而詩人則傾情於世間的繁
華。那個后羿、嫦娥和廣寒宮的故事，
不知溫暖了多少桂香月圓的時刻。白居
易在杭州做刺史時，也曾多次前往靈隱寺
尋找那月中桂子，饒有興趣地去撿拾幾片
落地的花瓣。
相傳，昔日后羿在月桂樹下與嫦娥相
遇，遂經月桂為證，結為夫妻。堯時，曾

有10個太陽同時出現在天上，以致禾稼
不生，民無所食，同時猰貐、鑿齒、九
嬰、大風、修蛇等兇獸出沒禍害。作為帝
王，也不能坐視不管，於是賜后羿以神
箭，派他射去多餘的太陽。
后羿不負眾望，引弓射箭射下9個太

陽，並殺死了猰貐，斷修蛇於洞庭。萬民
歡喜，為他請功。王母賞他長生不老藥，
卻被嫦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喝了，飛至月
宮，再也返不了人間。后羿聞嫦娥奔月而
去，痛不欲生。而在遙遙的月宮裏，寂寞
的嫦娥備受思念的折磨，特意種下一棵桂
花樹，每當中秋月圓之日，站在地面仰望
月亮，隱約能看到上面的桂花樹影。
這個故事以其愛情的忠貞而聞名於
世，故事的原形出自兩漢時期的《嫦娥奔
月》。故事流傳得久了，經歷時間的洗
禮和人們的口耳相傳，變得更加清晰生
動。美好的傳說喚起人們情感共鳴，這
種共鳴使人們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期
待未來美好的生活。於是，每年的八月
十五圓月夜，人們抬頭仰望星空，目光
掀開雲彩的薄紗，在飄散的桂花香裏承
接月輝的照拂。這是一年之中最為璀璨的
一夜，皓月當空，照亮歸家的路。條條大
路上，人群排成長河，因為有家鄉親人
在那裏等候。
至今，我對桂花的熱愛依然深沉，儘管
時代在變遷，但是桂花的香氣和它在人
們心中的位置從未改變。它以堅守自
我、超脫世俗的聖潔，贏得了生命的高
貴，向我們傳遞出陶鑄的美好品質、保
持樂觀態度的力量，讓我們在這個繁華
的世界裏，不忘初心，珍惜美好的生
活，像桂花那樣綻放出屬於自己的光彩。

桂花開在月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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