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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可化解親情的矛盾
6月16日是父親節，可是為人子女的卻沒
有像母親節般同樣地主動雀躍及惦記如何去
慶祝，這是大部分對父母節的區別最直接的
感覺！在很多原生家庭裏成長的男男女女，

從不否認父親是家中經濟的「頂樑柱」，母親多是全職
的家庭主婦，所以跟母親比較「親近」是必然的！父親
節嘛？做子女的能有所表示已實屬不錯了；這也是不少
人的思維觀念。
「在家庭裏，母親比父親說話更為溫柔體貼，父親工
作後回家也只是向母親問：『小朋友都睡了嗎？』然後
自己洗漱後就往床上倒頭大睡（當然不能否認有慈父的
存在，但為數不多）！在子女心裏，大多數的父親面孔
是較為嚴肅、說『狠話』教訓子女最多的形象，故此只
要自己有經濟能力支撐生活的，也選擇在外租屋住或購
置小房子自住；父親不是『大靠山』，不完全是每個家
庭成員心目中的『天』了。然而，父母的教育對子女的
成長人格來說，卻仍是有一定的影響！」這是為人子女
者的部分心聲。
而早已為人父母者的亦說：「現代的想法改變了很多
父母們的思維，在生兒育女方面確是母親們付出比父親
們『多得多』！為人父親者亦應在思想上開明些，不論
是生男或生女，首先是要在生育上『量力而為』，指的
是經濟能力負擔方面，不要像我們父母親輩般，生十個
八個子女，這壓力負擔會令人『喘不過氣來』！」有朋
友的父親曾表示：「如果不是生有6名女兒而生6個兒
子，單是供書教學的成本，足以令他害怕得要『懸樑自
縊』了！雖然伯父說來是有點誇張，但數千年來那份
『重男輕女』的封建舊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存在不少
為人父母的思維觀念當中；現今的父母們變成期望子女
們的能力可以『養活自己』或可以『養妻活兒』，已心
滿意足了！總相信『愛』和『理解』都能化解親情之間
的矛盾。」
但，有人認真地問為人父母的：「總說要孩子贏在起跑
線上！到底是父母們想子女『成龍成鳳』的起跑線？還是
子女們自我設定的起跑線呢？」這不是個「偽命題」，是
需要雙方都認真地「撫心自問」才有答案的議題。

深圳蔦屋
常去日本的朋友，如

果對文化及建築有興
趣，應該一定不會對蔦

屋書店陌生。
這所被譽為書店界「天花板」的
殿堂名店，自2020年率先在杭州插
旗登陸中國後，至今已在內地開逾
十所了，只不過之前的開店策略以
重北輕南為原則（難道南方人沒有
文化素養？一笑），北京、上海、
天津、西安及成都等地已遍市蔦屋
開花，但華南地區卻一直只聞樓梯
響——直至2023年底 ，深圳蔦屋
才正式在中洲灣啟業，絕對是文青
消費者的一大喜訊！
中洲灣位於福田區上、下沙，如
乘公共交通過去，最方便的地鐵站
是下沙。雖然距離下沙站也有10分
鐘步距左右，但如果你善用接駁通
道，基本上可循地下走廊先至KK
One商場，穿過商場只要過馬路就
已是中洲灣了，屬於下雨也幾近不

用打傘的路段。
蔦屋很懂得迎合受眾口味，2,000
呎的舖位至少有四分一是動漫專
區，主打漫畫書及暢銷作的精品，
甚至有原作的相片打印機，粉絲定
可滿載而歸。漫畫書方面，亦十分
緊扣潮流脈搏，主打展櫃以《迷宮
飯》和《怪獸8號》等作戰場，可
見負責人的觸覺脈搏。至於精品方
面，則自然以暢銷的大熱作為主，
如《咒術迴戰》、《葬送的莉芙
蓮》及《海賊王》等，更難得的是
我個人的超級心頭好《銀魂》也屬
焦點，令人逛得血脈沸騰！
與此同時，書店的陳設也看到負
責人在趨時及堅持品味之間的平
衡，仍以漫畫範疇為例，令我大破
慳囊的除了以上精品外，更催人即
時「課金」的就是一眾日本小眾漫
畫家的作品——是的，柘植義春、
谷口治郎及松本大洋的作品均一一
紛呈，那才是更大的驚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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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式各樣的頒
獎禮，我一向興趣不
大，在好多年以前還

可能會為某某人是否得獎而緊張和
興奮；但到了今時今日，對頒獎禮
已真的提不起興致了。
但凡事總有例外，在某些情況下
舉行的頒獎禮依然會引起我的關
注，最近因緣際會出席了由霍啟剛
任主席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
局）主辦的藝術界盛事。今次參與
是因見到得獎名單中有些我挺尊敬
的粵劇界前輩名字，當中包括汪明
荃、廖國森和「桃花源粵劇工作
舍」，還有新秀梁非同。
我在座位上很專注也很開心地看
着每一位得獎的藝術工作者上台領
獎，又特意拍下他們領獎和致辭那
一刻，如果碰巧在台上出現的是我
認識或合作過的，我也會為他們拍
照留念，儘管他們也未必知道我拍
下了他們在台上的一舉手一投足，
但作為我對他們在藝術領域上種種
付出的一份敬意，我必定會把我
拍攝的照片送到相中人手上。
在頒獎禮進行至尾聲時，終於
見到我一向十分關注和支持的
「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的代表上
台，他們是全晚最後領取獎項的
單位，所得的是「藝術推廣及教
育獎」，比「學校藝術教育獎」
上台領獎時間還排得後，而且更
要和其它藝術推廣項目平分。請
問這是不是冷待呢？

「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營運及製作
總監吳國亮在場刊中一再提到，他們
在2022年到2023年跨年進行紀念
《帝女花》65周年的9個項目，不單
是重塑經典並作出致敬，也要去拓
展、傳承、探索這個作品的當代意
義，而新的創作尤其重要。未來不單
是粵劇本身的發展，更是透過粵劇與
跨界別的探索，這才能走得更廣更
遠，期望達至啟迪族群。所以當晚我
真的不想去相信這便是由那麼多有藝
術修為的評審決定出來的結果。這樣
盡心盡力的粵劇舍，其表現是令人感
動和讚賞的，《帝女花》65周年的9
個項目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但為何
那些了解藝術作品的人，和了解藝術
推廣計劃的評審會如此冷待「桃花源
粵劇工作舍」呢？頒獎的負責人頒得
落手嗎？這樣的獎能鼓勵有志於粵劇
工作的新知舊雨嗎！？能令更多人支
持粵劇的發展和傳承嗎？但我們只能
相信，有些事是可以做得更好，影響
更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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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是父親節，我
中午跟我先生及女兒
慶祝後，晚上就去參
加了在香港文化中心

舉辦的《中華頌》音樂會演出。一般
節日的話，我往往選擇和家人共度時
光，不會出門，但是這次的演出很特
別，因為這是我們香港特區舉辦的首
屆「中華文化節」的重要文藝活動之
一，非常有意義，因此我也積極參
與。演出名家薈萃，取得空前成功，
票也全部售罄。
參加這次演出，雖然少了和家人共
度佳節的寶貴時光，但是感受最深的
就是藝術家需要大愛博愛，應該把音
樂帶給更多的人，不光是要愛自己的
家人，更重要的也要愛這個社會，愛
聽眾和樂迷，把音樂帶給他們，讓他
們通過音樂感受到鼓舞。這其實也是
中國傳統最重要的思想家孔子所說的
「仁愛」之道。仁愛推演是孔子思想
的核心理論，他說「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就是以血緣親情為基石，把
血緣親情的愛看作是人性基礎。他又
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就是從血親之
愛推演至人際之愛、自然之愛，而君
子內心的「仁」和「禮」就是本心的
純良、人性的博愛。中華傳統文化的
核心之一正是仁愛之道。
參加《中華頌》的演出讓我還感受
到很多朋友的「仁愛」和共同付出，
我感受到香江一家，也感受觀眾對於
音樂鼓舞的需要。這次我演奏的是著
名作曲家陳鋼的作品《金色的爐
台》，這個曲子也是我之前在內地巡

演的曲目之一。這首樂曲運用了民族
民間音樂元素改編成小提琴獨奏曲，
感情真摯，旋律優美，是非常有中國
特色的一首小提琴演奏曲。但這次在
香港的演出和巡演感受不同，以前只
是和鋼琴合作，這次是跟樂團，由香
港指揮家麥家樂指揮。麥家樂曾經創
作的第一部歌劇就是《孔子傳》，中
華傳統文化在我們這些音樂家的心裏
無疑都是藝術之根，是創作源泉。因
此我覺得在香港舉辦首屆「中華文化
節」無疑是春風化雨，正逢其時，可
以更好拉近藝術和大眾的距離，弘揚
中華優秀文化，也與時俱進地創造新
的發展機遇。當天的音樂會，我們最
後共唱《歌唱祖國》，全場同唱，也
體現了社會大眾對於文化節的共鳴。
教育和傳承的基礎之一也是中華傳
統文化中的仁愛之道，因為作為中華
民族的一分子，當然要了解自己的文
化之根，了解自己的祖國，同時也應
該培養關愛他人，奉獻社會的仁愛之
心。
所以今年暑假7月，我會繼續帶着香
港基層的孩子們到上海和北京，既是
慶祝香港回歸27周年，也是慶祝祖國
75周年華誕。在上海，香港的孩子們
不僅可以和當地的孩子們合作演出，
通過音樂架起友誼的橋樑，我也會帶
他們參觀了解國家歷史和發展。去北
京，不僅會去天安門、故宮等中華文
化地標，也會帶他們到企業看最新科
技，比如讓他們看看京東，看看無人
駕駛，更好了解整個國家的科技實力
和創新成果。百聞不如一見，精彩可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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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館特
別重視兒童及青
少年的教育，設
立兒童區域，通

過漫畫、卡通繪本、動感遊戲培
養兒童對文學的興趣，並且通過
賽馬會「流動文學館」計劃，利
用流動車讓香港文學走向社會，
最近我們已經走進了 5間中小
學，在學校組織閱讀推廣及遊戲
活動，培養青少年對文學的興
趣，提高青少年的寫作水平。
我們還將與教育社團及商界合
作，在香港中小學和社區推出
「小作家培訓計劃」，舉辦徵文
比賽和開設學生作文發表園地。
與此同時，我們將與香港高校合
辦「作家培訓課程」。
總的來說，香港文學館在保存
文學遺產、促進文學與跨界藝術
的交流、推動本土文學發展和國
際交流、培訓文學青少年等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功能使得香
港文學館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機
構，對香港文學的發展和文化建
設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力。同時它
也為公眾提供了一
個認識和欣賞本土
文學的場所，豐富
人們的文化生活。
朋 友 們 ， 國 家
「十四五」規劃支
持香港發展成為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對香港文化藝
術是一支強心劑，

這一屆香港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
文化藝術的發展，並重視香港作
為一個文化之都的地位。香港文
學館的開幕是政府對文學事業的
支持和投放資源的體現，是政府
對香港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承諾，
也體現出香港文化的自信和繁榮
的風範。
作為香港嶄新的文化品牌，香
港文學館將吸引國內外遊客和文
學愛好者前來參觀，進一步推動
香港的文化旅遊業和經濟的發
展。它將成為百年香港的一個重
要文化地標，象徵着香港獨特的
文學創意和開放多元的文化精
神。
最後，我衷心希望大家共同努
力，把香港文學館建成凝聚中
華文化情懷和香港文化歷史情
感、推動文學交流和培養文學創
新的平台。在未來的日子裏，我
們也將竭盡全力，把香港文學
館打造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創
意的文化品牌，為開拓香港的
文學視野和文化發展作出應有
的貢獻。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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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回家探親，正值花褪殘紅
青杏小，院子裏兩棵杏樹，果子已
似龍眼，順着枝條結得密密實實，

看一眼都覺得後槽牙酸軟，以至於晚上吃牛
肉，都不太敢用力大嚼。這個月頭，一樹的杏
子全熟了。母親舉着手機繞着樹直播給我看，
顆顆亮黃肥碩，輕輕一捏，汁水便盈盈溢於皮
外，很是誘人。母親說摘一籃裝箱，快遞給
我，我說山長水遠的，我不要。母親說那把杏
樹都砍了吧，你又吃不上，白佔了半個院子。
嫂子的娘家有一棵香椿樹，比老碗口還粗
些，結的香椿葉厚芽肥，香味濃郁。用雞蛋
清炒，或是裹上麵糊炸香椿魚，唇齒沾香，
口腹知足，常常讓人念念不忘。有一年春天
來得遲，回家正好趕上香椿出芽，於是老人
家專門邀我去摘頭茬的嫩芽。椿樹高大挺
拔，枝椏四散，紅褐色的椿芽，都生在枝尖
上。我站在梯子上，仰頭舉着一根綁了鐵鈎
子的竹竿，好似釣魚一樣，瞧着芽頭多的枝
子就甩鈎上去勾。老人家見我夠得辛苦，有
些發急，忙去尋了一把砍刀，要把樹從根放

倒，好叫我坐在院子裏輕輕鬆鬆採摘椿芽，
我從梯上一躍而下，一把奪下了砍刀。
以前覺得司空見慣的事情，離開之後再回
來看，禁不住感嘆，不同的水土滋養出來的
人果然不同。關中人性格裏的質樸執拗，實
在寶貴，落在常年操持日常細碎生活瑣事的
關中女人身上，這種寶貴尤甚。
我自小愛侍弄植物，那時候院子大，給我
種得像一座百草園。有一回偶然得了一棵蘋
果樹苗，養得花枝繁茂卻連年不見坐果。專
門去請教了果農，原來蘋果樹是異株授粉才
能結果。不過還有個難題，庭院裏的蘋果樹
鄰近煙火，且庭院深深，花期比果園裏其它
樹通常早一兩周，想藉花授粉也基本行不
通。後來有經驗的果農給出了個主意：梨花
開得早，可試試用梨花來給蘋果花授粉。正
巧，有個要好的同學家有一株老梨樹。趁着
春風淺淡，梨花溶溶，厚着臉皮跟同學回了
家。同學的母親一聽，不僅留我吃了一碗香
噴噴的油潑麵。飯畢，擱下碗，她一抬腿就
攀上了梨樹，手起刀落砍下了兩枝花團緊簇

的花枝，親自插在水瓶裏，還在瓶口用繩子
打了美觀的提瓶結，方便我拎着，臨了還是
不放心，叫同學一路送我回到家。
過了多少年，那棵蘋果樹都不知所終了，
朋友母親身手敏捷爬上梨樹的樣子，還在我
腦海裏清清楚楚地刻着。
董宇輝在直播間裏說每次回家，他母親就
要裝很多土豆給他帶回城裏吃，一開始他不肯
要，說城裏什麼都能買得到，但母親回回都要
塞幾個土豆在他的行裝裏。後來他慢慢明白，
天下的土豆只有兩種，一種是土豆，一種是他
母親種的土豆。母親質樸地希望用這種方式
增加和兒子之間的連結。董宇輝的母親也是
個關中女人。賈平凹說每年院裏的梅李熟了，
他母親總摘一些留給他，還託人往城裏帶，沒
人進城，她就一直留着，留到徹底腐爛了才肯
倒掉。留着梅李等兒子的日子，他母親嘮叨最
多的一句話就是，「平（凹）愛吃酸果子」。
話說那一年蘋果樹真的坐了果，雖然不多，
個頭也不大，秋天還是摘了一小籃，迫不及待
拿起一個咬了一口，還真有點梨子的味道。

六月杏黃
趙鵬飛趙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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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朵的童年
伊朵第一次來我家，我有些許擔心：她
會不會覺得地方小，四周全是書沒有意
思？我一陣抓耳撓腮，躊躇良久，不知
該為她準備什麼禮物。她聰慧伶俐，落
落大方，一雙馬尾辮就像落在肩上的兩
隻黑蜻蜓，上下跳動。她說起話來像個
小大人，雙眼炯炯有神，泛着一層光，恍
若會發電的樣子。我和朵媽聊天的空
檔，她隨手拈起一本書，低頭盯着讀，
安靜又動人，以至於差點忘了她的在場。
事後，朵媽告訴我：伊朵說下次還
來！我不解問道：「為什麼呢？」伊朵
答道：「每次來都能賺幾本好書，這比
去別家串門吃一肚子瓜果零食強多了！
零食吃完就完了，書還能反覆回味
呢。」我既驚又喜，內心填滿感動，一
來她自幼酷愛讀書，二來她家裏的讀書
氛圍肯定很好。從那以後，有什麼好書
我就惦記着這個小朋友，她讀了會有哪
些異想天開的想法，抑或在她心窩裏盪
起什麼形狀的漣漪，陡然充滿期待。
加深對她的了解，源自一隻寵物貓的
故事。大約上二年級時，伊朵想要養隻
貓，但遭到爸媽的一致反對：掉毛，亂
抓，還有異味。聽得次數多了，我都替
伊朵乾着急，從側面旁敲為她說情。後
來在她姥姥的出面動員下，朵媽才勉強同
意，但有個前提條件，做了一張任務
表，看她完成的情況。為了自己的「心頭
好」，伊朵一路闖關，完成任務，還當上
了班級中隊委，順利拿下貓咪進家的
「入場券」。就這樣，一隻黑白相間的

英短藍白正式入駐，給牠起名「奶包」。
奶包來了，伊朵忙個不停，變身鏟屎
官，忽兒清理「臭臭」，忽兒陪牠玩
兒，還要給牠「蓋房子」、做玩具，最
關鍵是要為牠收拾「作案現場」。叼鞋
子也好，丟紙團也好，有一次牠把一包
乾燥劑撒得滿地板都是，趕在爸媽下班
前，把牠「作案」現場收拾得不留痕
跡。不得不說，伊朵的想像力超過成年
人的閾值，難道平日裏她看的書都探頭
探腦「活」了過來，一塊給她出主意？
比如，奶包滿周歲時，她動手給牠做
了一頂生日帽子，尖尖的、綠色的，外
人以為只是圖個顏色鮮亮，孰料她一臉
壞笑說道：「我再給牠做 4 隻小鞋
吧！」令人笑得前仰後合。練舞劈叉
時，奶包不停轉圈以示鼓勵；伏案寫作
業，牠一旁靜靜站着。伊朵還把奶包寫
進作文裏：「貓咪生命雖然只有短短的
10年20年，但是並不妨礙牠們過得精
彩開心，人如果過得不開心，那麼活得
再久還不如一隻貓呢！」很難想到，如
此富有哲理的話語出自8歲的伊朵。
去年，老師布置作業讓寫小動物，伊朵
以《寄養我的小豬貓》為題寫了篇作文，
深夜時分我讀了又讀，忍不住笑出聲來。
因為爸爸患鼻炎要把貓送出去，然後她列
出日常餵養的注意事項，不啻於照顧一個
孩童的繁瑣。細節描寫如臨其境，比如，
奶包每次都會把到手的雞胸肉凍乾當成玩
具，「且追且咬，虎虎生風」，寫得極為
傳神。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如何陪伴貓：

「請你一定要抽出每天至少20分鐘的時間
陪牠玩，可以是順毛，可以是『吸貓』，
可以是逗貓棒，也可以是任何安全的遊
戲。牠在家裏待了一整天也會很無聊，除
了睡就是吃，生活得非常單調。但你可以
做一束光，照亮奶包的『貓生』……」看
到這裏，我的淚珠直打轉，模糊成一團橘
色的光。我們都上了伊朵的「當」——她
哪裏是要把貓送走，分明把為貓立
「傳」，壓根不捨得，我的這個小朋友真
是可愛到骨子裏。
後來我送她兩本兒童文學《愛的川流
不息》和《橘貓》。一想到奶包，我就
想起書裏的老文公所說：「牠不是胖，
只是長了個雙脊背！」圓滾滾的奶包，
帶給人類無盡的歡樂，也是我們的友
伴。「童年是一生的宿命。」從伊朵身
上，我隱約看到自己兒時的影子。她的
機靈古怪、她的友善真誠、她的勇敢無
畏，也是我的。她是我的朋友，很多時候
她也是我（們）的老師。30年後，成家
立業的伊朵是否會記得奶包，以及自己
調侃過的話：「貓有靈性，能聽懂人說
的話。每當奶包闖禍時，我就會故意在
牠面前說：『好肥的貓呀，紅燒還是水
煮呢？』這招總能嚇住牠。」然而，如
果奶包會說話，定會怒目圓睜反駁道：
「我不是胖，只是長了個雙脊背！」
這就是我的朋友伊朵。我很期待有一
天，她能把與奶包的故事寫進書裏，一
如把童年搬到紙上，可以摩挲、可以回
望，可以無限輪迴在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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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7日，香港文學館於灣仔茂
蘿街7號開幕，圖為主禮嘉賓為香港文學
館進行揭牌儀式。 作者供圖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伉儷到場觀看
《帝女花》65周年的演出，並上台講
話，予以支持鼓勵！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