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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建交60周年

莫言書法
最近，莫言寫了
幅書法送給他北京
師範大學校友，作

品書「木鐸金聲，滋蘭樹蕙」8
字。意思是老師的教誨可以培養有
美好品質的人才。木鐸金聲出自
《論語．八佾》：「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下一
句「滋蘭樹蕙」則語出《離
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
蕙之百畝。」滋是培育栽種的意
思，出自《楚辭》：「播江離與滋
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蘭指蘭
草，常用來喻為君子，即品質高尚
之人。出自《易．繫辭上》：「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樹：種植，
培植。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
蕙：香草，一種蘭屬草本植物，古
人常用來比喻美好的品質或有美好
的品質的人。如：蕙若。
莫言這幅作品從書法的角度來
看雖然不算很好，但也中規中
矩，不像有些書法大師，故作驚人
態，亂書一氣，嚇唬老百姓。而
且，他贈送的校友
從事教育工作，莫言
書寫內容選材得當，
因此，他那幅書法可
稱為好作品。
莫言廣為人知的
身份是著名作家，
「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在生活中，
他與典型的中國文
人一樣，喜歡詩歌
與書法，但他多數

是自娛自樂。之前僅有的一次書
法展後，便很少公開參加類似活
動了，大概率是為避開廣大書友
對他書法作品的討論吧！莫言確
實有自知之明，不像一些明星，
挾影后之威名自詡書法家，大賣
毛筆字。據說，莫言也是中國書
法家協會的一位重要成員，相信
他是被「破格錄取」的吧！
辛卯春節，莫言撰書：

虎尾低垂物價落 ，
兔耳高聳股票昇。

在這幅對聯落款他沒用「撰
聯」二字，可能是他自己也知道
平仄不符合楹聯的規則，但內容
意頭好，大眾受落。又如他寫打
油詩：

心中存有無量佛，
一葦即可渡大江。
莫道人生多愁苦，
回首即是好時光。

這幅字難以入法家眼，他落款
「左書」。

開出荒地種桑麻，
東北鄉里有我家。
天高地僻皇帝遠，
荷鋤歸來看野花。
這是莫言另一書法作品，書

法就寫得太隨意了，但這首題為
《老農民》的詩有點禪意，莫
言並沒落款「左書」。
書法是由生到熟，由熟到生
的藝術。熟了就油了，用左手
寫，卻能意外地獲得「樸拙」
的味道，甚至達到意趣橫生的
境界。莫言是頂級聰明的文人，
自然懂「左書」的妙用啦！

2024 年 1 月 2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同法國總統馬克龍互
致賀電，慶祝兩國建

交60周年。1964年，在戴高樂將
軍的推動下，法國成為第一個與新
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這個在當時
大膽的決定被我國領導人視為法國
獨立外交的典範。美國直到1979
年才與北京建交。
猶記得2019年3月習近平主席訪
問法國，馬克龍總統以1688年法國
出版的首部《論語導讀》法文版原
著作為國禮，贈送給習近平主席，
還介紹說，《論語》的早期翻譯
和導讀曾對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
哲學思想給予啟發。如今，碩果
僅存的兩本《論語導讀》，一本
存放在巴黎的法國國立吉美亞洲
藝術博物館，一本由習近平主席
帶回國，珍而重之收藏在中國國
家圖書館。
《論語》作為中
國傳統文化經典著
作，早在 17 世紀
就已傳入歐洲。
1687 年巴黎出版
的《中國哲學家孔
子》是《論語》在
西方的第一個拉丁
文譯本。法國東方

學家貝尼耶在這本拉丁文書籍的
基礎上進行法語編譯，完成《論
語導讀》一書。貝尼耶希望法國
讀者，特別是當時的君主和貴族
閱讀此書後，能以孔子道德哲學
思想為借鑒——培養仁愛、溫
和、誠信和人道的精神。
自利瑪竇開始，前往中國的傳

教士將許多中國經典翻譯成當時
通用的書寫語言拉丁文，在歐洲
各國廣為傳播。他們熱衷了解中
國、學習中文、閱讀經典，十分
尊重中華文明，將中國的所見所
聞所學寫成傳教通訊，定期發回
歐洲，成為歐洲人認識中國的主
要渠道。《論語》作為最重要的
中國傳统經典之一，讓啟蒙時期
的歐洲知識分子看到了不一樣的
政治遠見和哲學思想，他們對中
國和平光明的形象十分嚮往。
今年適逢中法建交60周年，曾
為國禮而備受矚目的《論語導

讀》中文譯本，將以
《孔子與君王之學》為
書名出版，讓我們得以
了解三百多年前儒家經
典在歐洲的影響力。一
部《論語》見證着中法
文化交流的源遠流長，
印證着文化親近感是中
法關係的獨特優勢。

由 2020 年開始，中
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香港傳染病專家
許樹昌教授擔任政府

專家顧問超過3年，至去年5月疫情
穩定後專家組才解散，市民多謝團
隊的付出，但其間傳聞教授曾經收
過恐嚇電郵，是真的嗎？「是的，
當時政府不希望病毒在社區擴散，
疫苗也在爆發後一年才面世，而初
期接種率並不高，所以政府在頭4波
都採用圍堵政策，包括停課、居家
工作、餐廳限制人數等等，市民因
不能上班而有憤怒可以理解，雖然
當中有些恐嚇成分，但我相信只是
發洩一下。其實這幾年也收到不少
贊同我們建議的電郵，也有一些市
民查詢醫學常識的，我會盡量去解
答。」
許樹昌教授經歷過 2003 年的沙
士，當年他是威院呼吸科主管，擁
有珍貴的經驗，及後更被邀成為世
衞顧問委員會成員；他是傑出呼吸
系統科專家，在嚴重急性呼吸道感
染國際領域首屈一指。而世界學術
機構對學者有兩個評估，包括史丹
福全球首2%科學家，以及全球最廣
獲徵引研究人員，自2021年開始教
授每一年都上榜，到底最廣為徵引
的是哪個題材？「2020年新冠爆發
初期，當年農曆年廿九，鍾南山教
授給我電話，他在內地收集了超過
1,000個有關個案，要我年初三到廣
州和他一起分析，他希望將那些資
訊發表在新一輪的國際醫學雜
誌……因為他知道我和沈祖堯教
授、李禮舜教授在2003年曾將沙士
的臨床徵狀發表在新一輪的醫學雜
誌，他希望用同一樣模式發表出

去……例如肺片是怎樣的？怎樣情
況才入深切治療部？有什麼徵狀等
等。我應約北上，難忘年初三那天
一卡火車只有一個人，廣州市面行
人疏落，那是從未見過的。這篇新
冠的臨床徵狀報道頗為矚目，徵引
數字超過1萬4千次，破了紀錄。」
據悉全球有7億人感染過新冠，7

百萬人因此死亡，而香港也有八九
成市民中了招。現在不時聽到有人
懷疑自己出現腦霧和不適，到底怎
樣才知自己是否患上長新冠呢？
「在世衞的定義，如果感染後超過3
個月仍然有持續的徵狀，但那些都
是有點含糊的……例如疲倦、氣
喘、健忘、關節酸軟、頭痛頭暈、
集中能力差等等，共有200多個病
徵，現時各方對此病仍未完全了
解，也沒有特別的藥可用，世衞建
議有兩件事可以減低患上長新冠的
機會，第一接種疫苗，中了也會減
輕徵狀；第二高危組別中了，感染
後盡早服用抗病毒口服藥。」
農曆新年快到了，今年是首個沒

有口罩令的春節，希望大家好好保
重自己，教授已打5針，準備打第6
針了，你呢？祝龍年大家龍馬精
神，疫情早日消散！

許樹昌教授籲打疫苗保重自己
最近，香港金融科技界喜事連連。首先，
是本港有3家金融科技企業，包括有光集團有
限公司、FCC Analytics Limited及弘量研究有
限公司等，入選最近發表的「粵港澳大灣區

金融科技甪端企業20榜單」，彰顯本地金融科技發展的先
進水平。
據悉，「甪端」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獨角獸，能日行一

萬八千里。20家甪端企業寓意大灣區的高成長金融科技企
業，兼具蓬勃創新活力和快速發展潛力。「粵港澳大灣區
金融科技甪端企業20榜單」，每兩年舉辦一次，獲香港政
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深圳
市科學技術協會、福田區人民政府等單位支援，由香港政
府投資推廣署、深港澳金融科技聯盟、深圳市金融科技協
會、香港電腦學會及畢馬威中國聯合推出，香港數碼港擔
任合作單位。
近年香港居民融入大灣區生活，除了日常往來食買玩

外，不少港人選擇移居大灣區城市，有創業、有養老，對
跨境金融的需求與日俱增。而政府亦高度重視如何促進跨
境金融科技合作，近年已推出的措施包括數字人民幣跨境
應用、香港與內地監管合作和支援創新等。今次名列20大
金融科技企業中，除了3家香港企業外，廣州企業有2家，
珠海有1家，其餘全為深圳企業，可見深圳在金融科技發展
上，頗有值得香港學習與合作之處。
另一件金融科技界的喜事，是數碼港宣布，委任香港電

腦學會會長鄭松岩博士，為新一任行政總裁。鄭博士是中
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擁有超過30年資訊科技及
金融行業的豐富資歷，現時是中國銀行（香港）的首席信
息官，可說是多年來站於金融科技最前線的領軍人，今次
擔任一向積極推動科技應用落地，也培育了不少金融科技
企業的數碼港行政總裁，可謂深慶得人。
中大校友在推動香港科技發展上，一直有積極的貢獻。

數碼港主席陳細明先生，與服務數碼港6年、任內頗多建
樹、將於今年4月初退任的行政總裁任景信先生，都是中大
本科校友；而另一培育香港初創企業的大型基地科技園，
主席查毅超博士、行政總裁黃克強先生，均為中大行政人
員工商管理碩士的傑出校友；而創科界亦不乏不同年代的
中大校友擔任各項要職，作為中大校友會聯會前會長，文
公子亦與有榮焉。創科是香港年輕人未來發展的好出路之
一，機遇處處，期望中大校友可作出更多貢獻。

金融科技喜事連連

流行曲絕對是跟
我們的文化而衍生
出來的藝術文化。

究竟在2024年流行樂壇有什麼特
別之處？有什麼新的文化趨勢？
當然，可以嘗試推理一下，以下
是我個人對2024年流行曲的趨勢
的睇法：
1. 回歸懷舊風潮：許多藝人和
音樂製作人可能會於過去的音樂
風格中尋找靈感，帶給觀眾一種
懷舊的感覺。這可能包括重新演
繹經典曲目或以經典元素為基礎
的全新創作。
2. 跨界合作：合作成為創作的

一大趨勢，不同音樂類型之間的
跨界合作將變得更加普遍。這可
能包括流行音樂與嘻哈、古典音
樂與電子音樂等的結合，為聽眾
帶來新奇的體驗。
3. 環保意識：隨着環境議題日

益受到關注，許多歌曲可能會以
環保和永續發展為主題，呼籲人

們關注和保護地球。這些歌曲可
能會突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
鼓勵人們採取具體行動。
4. 後疫情時代的反思：全球疫

情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
影響，許多歌曲可能會反映出對
這一時期的思考和觀察。這些歌
曲可能會涉及對人際關係、孤獨
感和希望的思考，為聽眾提供情
感寄託和共鳴。
5. 多元文化的呈現：音樂作為
一種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可能會
更多地展現不同文化元素的融
合。這可能包括來自不同國家和
地區的音樂特色和風格的結合，
為聽眾帶來全新的聽覺體驗。
請注意，以上僅是根據以往我

個人經歷過去的趨勢和預測所得
的體悟，實際流行曲可能因各種
因素而有所不同。音樂是一個充
滿驚喜和創意的領域，讓我們期
待2024年將帶來的更多令人興奮
的音樂驚喜吧！

2024年流行曲的趨勢

生活匆匆忙忙，時間就在不
知不覺中溜走了，站在一年的
開頭大部分人都習慣為自己訂

立各種各樣的目標，總是把時間擠得滿滿，
彷彿好像只要那樣做才會過得很充實，可是
每一年結束時，回顧時光，心裏真地感到過
得充實嗎？還是也覺得時間太匆忙，很多事
情來不及做？
我們總是抱怨時間過得太快，自己的腳步

卻沒有跟上，但其實也許給自己定的目標太
多沒有給時間一點喘息的機會？難道人的一
生中都要匆匆忙忙地往前趕？有句話說：不
要只是路過，是需要感受；不要只是活着，
是要生活。試想想，我們有多久沒有好好坐
下來享受一頓早餐？又有多久沒有靜下心來
思考一個問題，或是讀完一本書？好像總是
習慣先談「活着」再談生活，日復日疲於奔

命，漸漸地麻木。
還記得最初的心願，只是讓自己過得更快

樂，能實現更大的價值，但路愈走愈遠，目
標漸漸偏離，很多事情其實我們不必要給自
己過大的壓力，在那些短暫的時間裏，就是
可以容許一部分是用來虛度，看似虛度的時
光，其實剛好是為生命充電的此刻。
因為走得太快而忘記最初的心願，讓心跟

不上自己的節奏，於是產生了疲憊、麻木、
焦慮等等的不良情緒。為什麼我們會給自己
擠滿過多的預期目標？是因為活在俗世裏，
不知不覺會以他人作為參考標準，以他人的
目光和評價來衡量自己人生是否成功，當走
得太快時，請記得等等靈魂。
當一味地追求別人眼中的「優秀」，並不

會有持久的快樂，愈是追求別人的成功，愈
在乎別人的看法，人生就愈是被別人牽絆。

雖然生存是必須的，但在生存之外，也可以
有自己的美妙生活，每天給自己一小時，去
做熱愛的事或許會得到更好的人生體驗。
很多看似龐大的困難，其實可以慢慢讓

它縮小，讓它緩緩，只要知道腳步是前進
的，哪怕中間有一些小插曲，也沒關係。
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來，工作表現不好，沒
有關係，可以慢慢來，孩子學習不好，陪他
慢慢來，家庭衝突需磨合，沒有關係，我們
慢慢來。
允許一切慢慢來，心才能真正慢下來，尤

其是在大都市裏，要知道每個人都可以有自
己的節奏，雖然別人的節奏快，但我們依然
可以保持自己愉快的腳步。生活也沒有什麼
標準，只要願意，感到快樂，那麼所做的就
是對，願大家都能放慢腳步，活在當下，學
會珍惜愛護自己。

放慢腳步 活在當下

春節裏的故事
下個月就準備過春節了。現在的
孩子們一點也不着急，什麼節不節
的，一點兒都無所謂，哪兒像我們
小時候啊——小孩盼過年。那時
候，過年了，有新衣服穿，還有壓

歲錢紅包；有雞肉鴨肉，還有年糕；還有
在小學舉行猜謎比賽、書法比賽、籃球比
賽。各房族要舉行習俗表演，比如迎長
龍，我們二房還有插蠟燭呢。
說起50年前的壓歲錢紅包，正常的都
是給1毛錢的，爸爸給我們多少壓歲錢，
現在都忘了。但是我的一個叔伯阿公，有
一年給我發2毛錢，到現在我都還記憶猶
新。後來才知道那個阿公原屬於大隊幹
部，也不知道是怎麼辭職不幹了。只記得
他家有一架打麵機，幫村裏人打麵條，1
斤幾分的工錢。每到過節或者過年，村裏
許多人都會拿着一盆麵粉到他家打麵條，
有時候還叫我爸去幫忙。
他家還有做鞭炮。寒假的時候，我們樓

裏有不少人不做寒假作業，但是鞭炮是一
定要幫忙做的。因為幫忙插一盆引線（火
線）有1分錢，貼一盆紅紙也是1分錢。
別小看這1分錢啊，賺了就是自己的，父
母親一般不會要求上交的，就當着自己的
零花錢了，可以買自己想要的東西。在上
世紀七十年代，那可是最高的待遇了，那
簡直是一個夢想。也許是因為我的手笨，
也許是因為我的手一到冬天便會出汗，所
以火線到了我的手上就被沾濕了，中間裂
開來，火藥漏了，以至於無法引爆。貼紅

紙也是會沾着漿糊，結果把紅紙貼成黑紙
了。因此，當時這些能賺錢的本事，我連
一項都不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姐姐
或者是弟弟妹妹們在我面前炫耀了，從來
都沒有還架的份。所以過年了，我的口袋
裏依舊是空空的，扁扁的，好可憐啊！關
鍵的時候，我這個人還不懶。當他們耀武
揚威地去掙錢的時候，我就乖乖地待在家
裏做寒假作業，當然我的讀書成績也是3
幢大樓裏最好的。沒想到的是，我的那個
叔伯阿公經常豎起大拇指對大家說：「就
屬我們的『啞老鬼』（因為我小時候很遲
才開口說話）最會讀書了！」因為會讀
書，阿公給了我最多的壓歲錢——2毛
錢，讓我興奮得好幾晚睡覺都偷着笑呢。
因為這個阿公，我也跟別人家的孩子一樣
盼着過年。
後來我大學畢業教書了，過年時學校分

了40斤的豬骨頭和豬肉當做福利。我回
到家，就拿着一隻豬腳送給阿公，阿公戴
着老花鏡看着我，笑着對阿婆說，我們的
「啞老鬼」有出息了。大年三十晚上，我
給阿公阿婆包了一個5元的大紅包，阿公
又笑着對大家說：「我們的『啞老鬼』長
大了。」阿婆在一邊拉扯着阿公的衣角，
說：「就是啊，都當老師啦，你還叫人家
『啞老鬼』、『啞老鬼』的，說不定你還
講不過人家呢。」阿公一聽，哈哈大笑起
來，說：「好，好，我改，我改，叫『林
老師』好了。」我其實也非常希望阿公不
要再叫我的花名，可是他都70多歲了，

後面都改不了口了。最後，阿公病倒了，
我去看他，他都還那樣叫我，可是我不怪
他了，只盼他身體早點好起來，可惜一病
不起……
我們房有個習俗，就是每到過年，我們

都要給十七世的光婆太的墳墓插蠟燭。墓
地就在我們家對面，很近。每大年初一上
午，大頭家就去挨家挨戶地收喜錢。大頭
家一般都是每年家裏添丁的，如果當年沒
有添丁的，就退其次由新婚的家當大頭
家。習俗傳到現在，要是當年沒有添丁新
婚的，那麼考上大學的家庭也列入大頭家
的行列了。
到了中午，頭家們就要帶上雞鴨內臟花
生糖果什麼的，先上去祭拜婆太，當然我
們小後生們也要上去幫忙割地。等我們拜
完婆太，大家就可以開吃了，雞鴨內臟配
上家釀的糯米酒，那美味，我到現在都還
流口水的。然後家族裏就有幾個阿公阿
叔，專門留下來插蠟燭，一個巨大的繁體
字「壽」字。我也經常留下來幫忙牽線，
遞香紙、遞竹籤、遞蠟燭，反正是各盡所
能，出一分力。蠟燭插好了，等大年初二
晚上，燒香祭拜，用洋油筒點蠟燭，然後
大放鞭炮煙花，好一陣的熱鬧啊。惹得來
老家走親戚做客的，都要放下喝酒出來觀
看，不看就可惜了，遺憾了。現在這項習
俗已經被列入土樓世遺的活動了。
現在的老家雖然還做着同樣的習俗，可
我總覺得少了點什麼，也許就是兒時的年
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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