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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惠民教授出錢出力助年青人，不求回報，因為他覺
得人的一生，除了掙錢享受之外，還有很多可以發揮的
地方。他並沒有看破紅塵，只不過是用一顆較為淡然的
心去面對生活。如果曾經受惠於他的人不回報他，他也
不會覺得難過。這些胸襟，都是從茶中體會出來的。

排華激發傳統認同

葉惠民在上世紀的60年代，經歷了印尼的排華風潮。
當時，他只是一個小孩子。但是，卻眼睜睜看 華文學
校被封閉。雖然只是一個兒童，但是他毅然和年長的哥
哥姐姐們一起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為捍衛華人的合
法權益而發聲。從那個時候開始，葉惠民對自己的華人
身份有了深切體驗，也對於這種身份背後的生活、文
化、語言倍加敏感和珍惜。
後來，葉惠民隨 家人來到了澳門，經歷了中學的時

代，進而到了香港。他告訴記者，自己曾經讀書的中學
母校，是一個有假山、荷花池的地方。整體的氛圍和環
境，是傳統中國式的文化熏陶。因此，在那樣的境遇
中，他逐漸培養起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尤其是到了香
港之後，正好趕上了風起雲湧的中文運動。無數香港的
青年人和知識分子為了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而和當時
的港英當局進行了長期和艱苦的鬥爭。有過排華體驗的
葉惠民自然不會自外於這樣的活動。他和中文大學的學
生們一起看書、聊天、參加集會，並熱烈而高昂地討論
時局情況和國家大事。在香港如此的環境中，他對中國
人的身份認同逐漸上升。
走出學校的葉惠民，後來投身社工行列。在和一般民

眾接觸的過程中，中國人身份的自覺是自然而然的：身
為中國人，雖然長期受西方教育，但是自身對於尋找文
化定位的訴求是不能夠降低或消除的。在一個偶然的機
會中，葉惠民接觸到茶。他覺得，茶是中國精神的代
表。茶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其實就是中國人與外部世界
的關係，因為代表中國人的文化，茶的禮節，也代表了
中國人的禮節和交際方式。因而，在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中，找到茶的文化內涵，實際上也就是找到了中國文化
的一個入口。

浩園，是香港殉職公務員墓地；景仰園，是英
勇犧牲的市民公墓。兩處墓地是香港精神的標
誌。市民前往浩園或景仰園，只能先搭港鐵或巴
士前往粉嶺，然後再打的前往和合石。浩園和景
仰園均位於山上。兩處公墓位於墓道兩側。青山
之上，盡埋忠骨。令人慨歎。

實地面積不大

一般市民對浩園的印象，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香
港紀律部隊殉職人員的葬禮。按照以往的形式和
慣例，凡是因公殉職的紀律部隊成員，都會由所
屬機構為其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榮譽舉殯。
公祭後，會由香港警察樂隊演奏哀樂行進在移靈
隊伍最前方，然後是特製的靈車——例如，殉職
人員是警察，則由警務處專門的車輛移靈；搭載
殉職消防員遺體的靈車，則是消防車改裝的。靈
車兩側有同袍護靈，靈柩覆蓋特區區旗。祭拜禮
節完成後，都會送往和合石浩園安葬。若殉職人
員屬於英勇過人者，則可永久安葬。而在景仰園
中，目前安葬的是馬尼拉人質事件中的死難者。
以往影視劇或者新聞報道中，浩園或景仰園看

似面積很大。但記者實地走訪後覺得，若比較大
型的墳場，則無論是浩園或景仰園，面積都顯得
過於狹小。不過，以浩園為例，政府方面 力較
多，並以文天祥的文辭來解釋浩氣長存的精神內

涵。景仰園，除正門外，目前在內部尚未見到有
類似於浩園一樣的建築說明。

實地前往，交通不便

浩園與景仰園都位於和合石山上。若無私家
車，而市民想前往瞻仰，只能夠先前往粉嶺再打
的士。的士可一直到達墓區門外。若參觀拜謁完
畢，選擇的方式只有兩個，一是用電話傳召的
士；二是走下山去，再找的士。但若是走下山，
則大概需要一個鐘頭左右的時間。記者注意到，
若要快速下山，還有一條山路，就是職員巡視時
所行的通道。但這條道路較為險峻，並不安全，
且非對外開放的通道，遊人出入，有違規之虞。
而在無的士的情形下，記者只能用了一小時走到
山上的墓區。
如此交通環境，平時瞻仰的人，數量不可能很

多。據記者了解，目前前往浩園或景仰園參觀或
拜謁祭祀的，除了逝者親人外，主要有兩大類人
群構成。一類，是長者——他們面對一生的光
陰，對人生有一個坦然的面對，這類活動大多由
民間組織；另一類型是懲教署幫扶教育的失足人
士，主要是通過對逝者的緬懷，對英勇事蹟的傳
誦，來使他們重新走上人生的正軌。
除了這兩類人以外，浩園與景仰園平日，多數

是處於一種極為寧靜的狀態。在整個北區的紛擾

氛圍中，浩園或景仰園的人跡罕至顯得有些意外
和深邃。

墓區改進空間仍很大

浩園與景仰園是香港精神的突出代表。這裡有
馬尼拉人質事件中不畏暴徒的市民，有大火中奮
力施救的消防員，有與歹徒槍戰的警察。對他們
的哀思，也是對香港精神的一種記憶。與其他國

家和地區對烈士墓園的管理相比較，香港浩園與
景仰園的管理與配套服務，還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美國的阿靈頓公墓、俄國的新聖女公墓、英
國的海德公園公墓，都已經成為一種當地文化的
象徵。而香港在這方面，則仍有待改善。
就浩園與景仰園而言，首先，應朝 山下或山

脈兩側的方向，擴大兩處墓區的面積，讓逝者能
夠永久安葬，而不必六年後重新拾骨。下葬六年
後遷葬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會再次刺痛逝者親人
的心靈。這些逝者生前為香港打拚，往生之後，
有一處永久安息之地，是尊嚴，也是權利。
其次，可按照中國傳統的春秋祭祀禮節，由政

府在春季和秋季各選定一個日期，每年舉行春祭
和秋祭的大典，以達到慎終追遠的境界。
再者，可以在山腳下或附近建設一座講述浩園

與景仰園安葬者事蹟生平的紀念館，方便市民參
觀，也能夠讓剛剛從羅湖或落馬洲口岸過關入境
的內地人士了解香港人奮力拚搏的精神與核心價
值。
當然，做到上述這一切，最為重要的，是便捷

通往墓區的公路，讓市民以最短、最快捷的方式
抵達墓區。此外，政府方面應該安排可機動調整
的車輛，免費服務逝者親屬。這是以人為本的體
現，也是對浩園、景仰園中英靈的慰藉。

文：徐全

再探浩園與景仰園

■浩園正門

■浩園中的文天祥大作

作為一名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葉惠民在

經歷了排華時代的風潮後，漸漸明白：中國人

的性格與文化，其實更多是體現在茶道之中。

因而，從茶的意境中品味出謙卑和進取，成為

他後來無償為青年人打造夢想實踐平台的初衷

和動機。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用茶塑造青年人的人生

葉教授告訴記者，中國的茶文化，大致分為三
個層面，分別是文化藝術、經濟商業、農業科學
這三大領域。三個層面是相互補充的。但是就目
前的市面行情來看，經濟商業領域的茶和農業科
技領域的種植，大體情況良好，但是以茶作為文
化藝術的形式和載體，則在很大程度上是虧本
的。因此，很多人推廣茶文化是依靠理想和奉獻
精神去支撐的。他曾經接觸過一個博士生，要撰
有關寫茶的論文。在連續幾年的研究中，其經費來源幾乎全部是
日本的商業公司支持贊助。可見，要對茶的文化內涵進行發掘，
外界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
據葉教授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前，茶文化整體上是呈現衰落的

狀態。香港、中國內地以及台灣的經濟在那時還沒有完全起飛，
對外交流也比較有限。不過到了後來，隨 內地的開放，香港金
融中心的地位奠定，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這為茶文化的復
興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契機。
葉惠民始終認為，茶是一種和睦的文化體現。在中國古代，茶

可以和詩詞、音樂結合，也可以和酒結合。而在當時的環境中，
酒或者詩詞歌賦，其實就是流行文化的象徵。因此，葉教授認為
完全可以將茶和香港當下的生活聯繫起來。他認為，茶在文化藝
術層面，於香港，則是領先的。香港不但有茶的藝術作品，還有
和茶有關的童子軍、藝術場館、殘疾人士的茶藝班等機構。
用茶作為培訓青年人的工具，為他們打造夢想的平台，這是葉

教授對茶的一種體會。他曾經創辦過培訓殘疾人士的茶藝班。用
他自己的話說，這個培訓班，與其說是教殘疾人茶藝，不如說是
在看茶的精神氣質是怎樣在這些殘疾人身上體現出來的。不少殘
疾人失明，如不能夠用肉眼判斷倒水的程度。葉教授都是在了解
了他們平時是如何喝水的基礎上進行茶藝傳授的。因此，這些殘
疾人的茶藝，後來提高得很快，也很讓人感動。
另一方面，推廣茶文化，必須從青少年開始。葉惠民說，如今

與青年人溝通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透過音樂、網絡的
方式推廣茶文化已經成為必然。很多青年人都對生活懷有夢想，
因此他願意為他們的夢想去進行平台的搭建。喜歡唱歌的、舞蹈
的，葉惠民都會為他們的愛好進行系統性培養，讓他們走上自己

的人生舞台。起先，來到葉惠民工作室的青年
人對茶藝會覺得好奇。久而久之，這些人也會
來泡茶——不僅僅學到藝術的技巧，也要明白
茶藝的精髓，這就是他培養青年人的目的。

例如一個喜歡唱歌的青年人，葉教授不但為他進行技能訓練，
也手把手教其茶藝。在茶藝學習的過程中，青年人會歷練自己的
身心和性格，修身養性，也透過茶藝過程的體會，能夠淡然、積
極地面對人生，凡事三思，多考慮他人和外在。能到達這樣的效
果，葉惠民是非常欣慰的。

欲開茶社助殘障人就業

除了在網上招募青年人參與夢想的實驗之外，葉惠民還一直與
學校合作，目前累計已有21所。他將傳統的茶文化與香港的童軍
制度相結合，創立了以茶為主題的香港童軍。事業的發展，並非
沒有困難和挑戰。經費問題，就一直令葉惠民覺得頭痛。到目前
為止，為了推廣茶文化以及幫助青年人進行理想實踐，他已經賣
掉了自己名下的八處物業。即便是如此，他依然不後悔自己當初
的選擇。
葉惠民自己組織的藝術團隊中，有的人成名後，離開了他們；

有的人選擇了留下，繼續幫助葉惠民打拚。他告訴記者，對於離
開的，他沒有怨恨和指責——茶的味道本身就是多元的，就算失
敗，也無所謂。對於留下的，他覺得這些人真正學習到了茶的精
神本質。這就是他一定要在藝術團隊中推廣茶文化的原因。
香港的文化發展，葉惠民認為政府至少應該提供一半的資金支

持，否則單靠民間的力量是難以為繼的。對於未來，葉教授告訴
記者，在實施最低工資後，有一些殘障人士失業了。他希望開一
間茶社，僱用這些殘障人士。茶是不出風頭的，但是在很重要的
場合—如會客、婚宴等，都會出現。因此，茶表現了中國人文
化中的內斂。成功不必在我，英雄但求無名。這就是葉惠民在從
事茶文化中得到的體悟。

■葉惠民在工作室 攝影 彭子文

工藝型茶爐▲ ■自己設計的藝術公仔

■與徒弟葉慧婷在一起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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