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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馮晉研）由香港文匯報主辦、嘉華集團獨家

贊助的「慶祝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嘉華盃』全港徵文比賽」，就地取材以65

周年的「65」為題，廣邀各界發揮其聯想及創作力撰文參賽。活動獲逾5,000市

民響應，並於日前舉辦頒獎典禮。徵文比賽組委會榮譽主任、嘉華集團主席呂

志和透過其代表致辭，大讚香港文匯報向來貫徹全面客觀、及時準確的報道原

則，又堅持「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辦報理念，對促進教育及公共事業有很

大貢獻。

小學組冠軍
作者：黃芯怡

學校：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6A班
人生中總有一些日子是值得紀念的，

例如向終身伴侶作出永恆的承諾，並一
生一世地堅守㠥它，更是難能可貴。而
我非常慶幸，在我的生命中就出現了這
麼一對的夫婦⋯⋯
五十年代初，有一對在農村結婚的夫

婦為了餬口而千辛萬苦地偷渡到香港。
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終於建立了一個
小小的安樂窩，並育有三名兒女。
光陰似箭，夫婦倆經過大家互相扶

持，攜手度過了幾十個年頭，看㠥自己
的子女各自成家立室，更為他們添了孫
兒，三代同堂，一家人都感到幸福滿
載，夫婦倆亦感到老懷安慰。
可惜，好景不常，妻子在一次意外中

摔倒，經過醫生診斷後，認為她需要長
時間臥床休養。妻子得知後，終日鬱鬱
不歡，性情大變，每天都在大鬧脾氣，
常常對丈夫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但丈夫不但沒有感到半點難過，而且還
對她不離不棄，義無反顧地親自照顧妻
子的起居飲食。丈夫漸漸變得面容憔
悴，鬚髮皆白，一臉的皺紋，兒女們看
到後都不禁黯然神傷。
經過大半年的勞累，丈夫因操勞過度

而導致輕微中風。當丈夫從醫院回家的
時候，妻子知道他為了自己而熬病了，
感到十分內疚和自責，但丈夫卻輕輕握
㠥她的手，溫柔地對她說：「老婆子，
當年結婚時我曾向妳許下承諾，答應過
妳無論貧窮、富貴或疾病，我都會一生
一世地照顧㠥妳。」妻子聽到丈夫的話
後不禁感動落淚，眼淚像珠子般滾下
來。夫婦倆手牽手，坐在窗前看㠥夕
陽，就像六十幾年前，他們坐在鄉村的
小山上，看㠥它緩緩落下⋯⋯
現在，這對夫婦已經共同度過了鑽石

婚，代表㠥如鑽石般堅毅不屈，象徵天
長地久的愛情。而他們正是我最尊敬和
愛戴的祖父母！
我認為人與人的相處是一種緣分，也

是上天賜予的。每個人的人生有長有
短，所以我們更要珍惜時間，珍惜餘下
的歲月去擁有更多可擁有的回憶。

■黃芯怡在台上分享

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 攝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中六生林嘉曦則將「65」化成巴士號碼，從一條
路線道出了一段父子情，細膩的內心描寫及令人意外的故事結果，獲得
評委肯定，成為是次比賽的中學組冠軍。林嘉曦指，曾參加數次徵文比
賽，但是次比賽只以「65」為題，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
更有挑戰性。她表示，是次以穿梭北角及赤柱的65路巴士為寫作主題，
是因為赤柱是她以往常與家人遊玩的地方，當中的父子情，其實亦有其

家庭的影子在其中。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

中學組亞軍鍾穎兒，就讀於嘉諾撒聖瑪利書院。她早前從電視節目中留意
到窮苦人家的生活，受到啟發，於是創作出「65平方呎的空間」，對獲獎感
到意外。她分享寫作心得時指，平日學校多做剪報功課、記錄有用的詞語及
自少養成閱讀習慣，這都對她的作文有莫大幫助。

黃芯怡述祖父母戀愛「歲月」

來自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的黃芯怡，憑㠥以祖父母戀愛經歷為故事題
材的「六十五年的承諾」，奪得小學組冠軍。她構思題材時，一度感到
苦惱，後來從爸爸口中得知祖父母相愛65年的故事，深受感動，決定致
電爺爺深入了解他夫妻倆的經歷，並將他們的經歷用文字演繹出來，所
以作品所提到都是真人真事。首次參加校外徵文比賽的她指，比賽有幾
千份參賽作品，覺得自己「好渺小」，對奪冠感到意外。她又指，平日

有閱報習慣，認為了解不同觀點有助寫好文章，而她透過比賽了解到自
己中文作文的程度，認為仍然有進步空間，未來會繼續努力。
越年長的參賽者其作品越見成熟，但小朋友寫出來的故事也有其可愛之處。

獲是次比賽小學組季軍的華德小學三年級生馮瀅璇就寫了一個童話故事，「故
事說的是魚媽媽的第六十五個孩子，牠本來是一條
驕傲的金魚，後來就變成善良的金魚了」。原
來，馮瀅璇來港才2個多月，這次能一舉奪
獎，全憑平日努力。由於她最喜歡中文科，
平日會到圖書館看書，更會自己創作繪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馮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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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 是次徵文
比賽逾5,000名參賽者中，除有不少香港文匯
報的忠實讀者以外，原來也還包括報社的
「粉絲」；今次賽事的公開組冠軍、城市大
學二年級生孫雪華就是其中一位。她表示，
自己中學時就透過歷史課本「見證」㠥香港
文匯報創刊，來港讀書的第一年更有機會親
身到文匯報參觀，自此就下定決心要從事傳
媒行業，並以媒體傳播為本科專業，希望畢
業後有機會投身香港文匯報工作。

冀畢業後投身文匯報工作

內地生孫雪華指，自己與香港文匯報的
「淵源」始於中學，學習新中國成立的歷史，
「那時的歷史書已有講到香港文匯報的成立，
是很重要的部分。當時我就想，這份報紙在
混亂的年代也能堅持自己的思想，吸引那麼
多人投身這事業，很了不起！」
其後，孫雪華來到香港升讀城市大學，更

機緣巧合地來到香港文匯報總部參觀，「當
時了解過後，對香港文匯報的印象更深，深
感它到了今時今日依然能堅持自己的態度，
於是我就下定決心要選修媒體傳播，希望將
來也可從事媒體行業，也很希望可以到香港
文匯報工作」。
所以，她一看到香港文匯報有徵文比賽，

就毫不猶豫報名參加，「因為我覺得這是和

香港文匯報直接對話的平台」。結果，她亦
順利憑㠥描寫外祖父母的文章，過關斬將成
為公開組冠軍。
其得獎文章講述了外祖父母相識相知的生

活，由一開始盲婚啞嫁，將出生書香門第的
外公與目不識丁的外婆結合在一起，到二人
生活時爭吵不斷，再去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外
婆患病時二人患難見真情，一切都十分細膩
感人。孫雪華表示︰「我想從一個比較小的
家庭，折射出社會的變化，再從中反映它對
我們生活的影響。」對於中國曾走過文革這
一段路，孫雪華坦言這的確對當時社會造成
嚴重影響，並改變了一代人的世界觀，「但
也因為我們走錯了這段路，我們才會更認真
地反思以後應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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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的四月二十八，黃道吉日，宜嫁娶。15

歲的外婆嫁給了20歲的外公。沒有驚天動地的愛

情，沒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山盟海誓。甚至在

結婚之前，雙方沒有見過一面。沒有抗爭，沒有

出走，兩個年輕人就硬生生的被綁在一起。在

1948年的中國農村，這一切並不離奇。

外公出身書香門第，雖不說學富五車，至少喜

舞文弄墨，嗜讀書。在那個蒙昧的年代，在那個

尚未開化的農村，當所有人還在為溫飽犯愁的時

候，外公是特立獨行的，甚至是孤傲的。

外婆長得很漂亮，大眼睛雙眼皮，喜歡穿豔色

的衣服。不過她沒有受過任何教育，一個字都不

識。但性格開朗活潑，和誰都走得來，辦事麻

利，幹活勤快。也許外公的父母正是看中了外婆

這一點，畢竟，外公的那一套在農村有點不務正

業，總得有個務實的人去幹活，去操持這一家。

人無完人，外婆的骨子裡的潑辣勁是掩飾不住

的。她尤其有個惡習，喜歡打牌，打麻將，只要

一有錢，就會拿去賭。

命運讓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走到一起，似

乎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場不幸的婚姻，也許會被

所謂的專家稱為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

爭吵，無休止的爭吵。媽媽說，從她記事以

來，外公外婆就沒有一天不打嘴仗。最經常的場

面莫過於外公在東屋看書，外婆在西屋和一堆人

打牌，打麻將，麻將的嘩嘩聲，叫嚷嬉笑聲不絕

於耳。忍無可忍時，一場大戰在所難免。在吵架

方面，外婆絕對是佔主導的，外公每次都鎩羽而

歸。

結婚後不久，為了餬口，外公當了鄉村教師，

在那個教育並不很受重視的年代，這份工作並不

招人待見，掙的錢也有限。外婆整天在餐桌上嘮

叨又沒糧食了，地裡的活都要她自己幹，外公十

指不沾地面云云。

在那個以生產隊為單位的年代，集體作業，每家

每戶都要出勞動力，幹得少就沒飯吃。累死累活一

整天，就賺幾分錢。外婆會帶㠥才十來歲的大姨，

媽媽下到地裡。和那些壯勞力幹㠥一樣的活。

「喲你看，她家男人是不是沒了，從來沒見過

出來幹活。」「她家那個就知道整天看書，弱成

那樣，下地幹活也幹不動吧。」勞累之餘，還要

面對別人的背地的嘲諷。一個女人，需要怎樣強

大的內心，才能支撐起一個清貧的家庭。

即便心中有再多委屈，即便再勞累，外婆也從

沒有讓外公真正下過地，幹活，只是偶爾搭把

手。那些方塊字外婆一個都不懂，但她知道，自

己的丈夫識字，有文化，讀書才是他的主業。

「小菊她媽，小菊她爸被人抓走了！」外婆飛

也似地衝到學校，發現學校被砸了，一地狼藉，

外公的書正在燒㠥，火還沒熄。外公已經被紅衛

兵抓走戴㠥大尖帽遊街，被威脅㠥說自己有罪，

說讀書無用。人群中的外婆看到學問最高的外公

首當其衝，孤傲了半輩子的外公被人指指點點，

還被人吐了唾沫，成了最被人唾棄的「臭老

九」，但依舊倔強地高昂㠥頭。

外婆好說歹說，把外公贖了回來。從那以後，

外公每天都被人抓去遊街，任街坊鄰友唾棄，也

沒了工作，賺錢養家的重擔都壓在外婆瘦弱的肩

上，勞累過度的她還要每天負責開導外公，盯㠥

他不要想不開，每天半夜都要醒來幾次，看他安

好才能放心睡覺。

外婆一輩子沒有閑下來過，即使後來外公平

反，日子開始好轉，子女成家立業。可沒過多

久，一直健康的外婆突然高燒不止，怕給家裡花

錢的她一直不肯去醫院。

「尿毒症，中晚期。」醫生淡定地說，好像是

外婆得的只是感冒一樣。可對於全家人，這無異

於晴天霹靂。「不治了不治了，」在聽到治療至

少要20萬時，外婆堅持放棄治療。

「瞎說什麼呢，我能放㠥你不管嗎。」「有那

錢給孩子們留㠥不好嗎。」「你問問孩子們要錢

還是要媽。」吵了一輩子的老兩口又習慣性地吵

了起來，但是外公眼中的淚還是抑制不住。

外公辦理了提前退休，這樣可以領到退休金給

外婆治病，也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外婆。其實只要

再堅持兩年，按時退休的外公可以領到雙倍的

錢，但他顧不了那麼多了。

晚期的外婆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神志不清，誰

都不認識，整天說胡話。外公就一直守在她身

邊，默默地聽她絮叨。每過幾個小時給她翻身，

每天擦身，誰替他都不肯。已經習慣被照顧的外

公幹起家務來格外的笨拙，他甚至不知道家裡的

鹽和醋在哪裡，手足無措得像個孩子。

他從各種書上找來偏方，有時熬藥就要幾個小

時，他似乎是在和時間賽跑，做㠥看似於事無補

的事情，只希望外婆能好受點。

外婆還是走了，像睡㠥了一樣。每年清明，外

公執拗地從不跟我們去掃墓，可是外婆的墳頭永

遠是最乾淨的，連雜草都沒有。不知道那個倔老

頭在我們不在的時候，是怎樣頻繁地來看他的老

伴。

20多年過去了，有多少人勸外公續弦都被他趕

了出去。「你們媽媽在的時候，我沒讓她享過一

點福，再找一個我對不起她。」結婚的第六十五

年，年近耄耋的外公一個人生活在老家的小院

裡，料理㠥外婆開墾的一小塊地，日子平淡如

水。

結婚65年是星彩藍寶石婚，外公一輩子沒對外

婆說過「我愛你」，也未能與子偕老，我卻相

信，在外公心中，外婆一直都在，從未離開。

公開組冠軍
作者：孫雪華(香港城市大學)

■孫雪華指，自己與香港《文

匯報》的「淵源」始於中學，

最敬佩香港《文匯報》在混亂

的年代也能堅持自己的思想。

潘達文 攝

中學組冠軍
作者：林嘉曦
學校：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中六戊
清晨時分，涼風清勁，我打了個哆嗦，磨㠥掌心，徐徐步向那輛空蕩蕩的巴

士。我稍為調好了皮座椅，扭動路線布牌，這巴士霎時被賦予了名字─65。
一條我既熟悉又陌生的路線─「北角碼頭─赤柱市集」。
我陷入了一陣沉思。儀表板彷彿還殘留㠥父親的氣味，我的童年幾乎都是在

這個車廂度過的。看㠥父親坐在駕駛席，制服筆挺的模樣，我總期盼㠥某一天
我也能擁有如此寬厚、令乘客安心的肩膀。這時，一位老伯弓㠥身子擦過我身
邊，衣袖傳來的酥麻感把我從回憶中拉回現實。我匆忙地發動引擎，車子逐漸
遠離風蕭蕭的北角碼頭。
我和父親的身影似乎在倒後鏡中重疊了。
父親駕車時，口中時常唸唸有詞：「當司機的，謹記要把車開得穩當。」每

天上學下課都快聽膩了，可我現在才真正的明白這句「魔咒」的重要性。父親
的駕駛技術向來備受街坊們推崇，我身為他的兒子，加上又是他那65號巴士的
長期座上客，也能勉強沾邊叨光。
空無一人的皇仁書院在車窗外快速掠過，假日的清晨總是分外寂靜空曠，人

們大概還沉醉在酣甜好夢中吧，又一年的中秋了。轉眼便到了鵝頸橋站，縱橫
交錯的電車纜線底下，只有幾張小板凳孤零零躺㠥，此時，一位搖頭晃腦，似
是徹夜未眠的蓬頭少年上了車。真像從前的我。
到我升上中學時，漸漸交上了酒肉朋友，變得放蕩，時常惹事。我不再乖巧

地乘坐父親的「校車」，轉而乘搭其他交通工具，一來逃避父親的監視，二來
總算可以走出那一成不變的軌道，四處流連見識。有時搭乘那在深夜飛馳的小
巴，如獲至寶地享受㠥被「剝奪」多年的刺激感。不出所料，父親訓斥了我數
十個夜晚，就如肥皂劇橋段一樣，我頭也不回地離家出走了，一個讀書不成又
一無是處的人，還能怎樣？
交通燈「滴滴滴」的信號聲吵鬧地劃破這漫長的等待，我踩下腳掣，暫時停

止回憶。車子沿㠥往赤柱的方向長驅直入，進入了早上的淺水灣，有如哥倫布
踏足未知的異域一樣，是一個新世界。忽然，一塊巨型的亮黑色金屬在我車旁
竄出，原來是輛跑車切線，它飛快地越過了我這笨重的巴士，絕塵而去。真幼
稚，明明不是同一檔次的車，也要逞威風，就如不久前的我──一副跩模樣。
在我離家出走的那個晚上，父親的一句意氣說話──「你不配做我的兒子」

──觸動了我的神經，撥動了我的開關，我瞬即轉身就跑，無視父親喊得嗓子
也破的吆喝。他，並沒有追。現在想來，如我般不肖子，也沒有挽留的價值
吧。我在快餐店混了幾年，後來輾轉替人當水貨客，開始幹起舶來貨生意，由
中港來回，逐漸發展成來回美日的入貨網絡。我從戶口餘額只有「一個零」的
潦倒少年，成為有能力揮金如土的暴發戶，不可一世。
但人在漂泊的時候，往往想回顧自己的根。去年中秋，我特地訂了機票回港

過節，在接機大堂推㠥行李車，穿過無數享受㠥歡愉重逢的人群，我才驚覺─
─我沒有可以一起過節的親人。我以為自己擁有了所有，但其實是什麼都沒
有。
我曾經坐㠥空中巴士穿梭國境線；曾經登上郵輪縱橫四海；亦曾經駕馭跑車

闖遍路燈。我享受了許多由速度帶來的方便與快感，但我卻被迫放棄欣賞車窗
外的風景。不管我以後再怎樣拚命拔腿去追，但錯過了的卻不會因為看我可憐

而重演。原來，人生是該慢活的。記得那天的清晨，就如今天一樣，我把公司
的一切交付給我的搭檔──連同那輛見證了我曾經輕狂的跑車。當天穿過玻璃
的曙光，恰似此刻散落到我㢇盤上的一樣。
我一時出神，差點忘了拉動排檔的桿，踩下油門，轉入舂磡角道。我透過車

窗遙望那片屬於舂磡角海灘的汪洋，我就是在這片白沙上決志要找尋父親，跟
隨他，成為巴士司機，駕駛同一條65號線，一步步嘗試拉近那無限遠的距離。
可惜由我入行至今，莫說是父親的足印，連音訊也全無。某次撞見了兒時的

老街坊，說是我爸「太勤勞了」，腰椎有毛病，我想大概早改行了吧。我每天
駕駛㠥偌大的船，穿梭人海汪洋，就好比大海撈針，失去方向。等待，有如爬
上我身上的蝨子，一口一口咬㠥我的皮膚，最痛苦的是，任憑你怎拚命抓，亦
驅逐不走，因為牠已經悄悄地噬咬進你的膚骨裡。
我把車子駛進了巴士總站，赤柱的大街上漸漸出現了些背㠥行囊的外國旅

客。我扭動了車匙，嘈吵的冷氣機聲立時安靜下來。我伸㠥懶腰走近車門準備
下車，卻和弓㠥身子的老伯撞個正㠥，依稀認得是今早那位。老伯手中握㠥的
卡包掉到了地上，我俯身去拾，卻瞥見了老伯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真巧，
我老父也是今天生日呢。啊，該65歲，可以換長者八達通了！」我的視線無心
地滑過了名字一欄，這下，我才真正的清醒過來。
我的眼框濕潤了起來，只能勉力看到眼前的身影。
老伯用拳頭敲了我頭顱一記，這熟悉的疼痛感⋯⋯
「小子，要繼承我衣缽，車還是開得不夠穩當啊！」「我才不要給你看扁！」

我小跑上去跟隨父親的步伐。
原來，並不是父親沒有去追，而是我忘了有人會在原地等。
陽光灑落在赤柱的大道上，萬物鋪上炫目的金光，我別過頭望向65號巴士。
歷史上，沒有任何一趟等待是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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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曉晴（右）致送紀念品予嘉華集團創辦人呂志

和的代表李慧琪。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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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左）頒

獎予中學組

的優異獎得

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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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曉晴（右）與楊成和（左）為公開組頒獎，

季軍張穎璇由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吳克儉李魯李薊貽等出席頒獎 呂志和讚本報客觀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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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巴士路線道盡父子情

■林嘉曦將「65」化成巴士

號碼，從一條路線道出了一

段父子情，細膩的內心描寫

獲評委肯定。 潘達文 攝

頒獎典禮當日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包
括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中聯辦教育科

技部部長李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
薊貽、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香
港文匯報副總經理姜亞兵、嘉華國際人力資
源及行政總監楊成和、呂志和管理有限公司
營運總裁李慧琪、嘉華集團企業事務助理總
經理鄭松雪及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有限
公司執行總經理彭文慧。

歐陽曉晴：徵文賽實踐中央領導期望

歐陽曉晴於致辭時指，今年9月9日為香港
《文匯報》創立65周年的日子，國家主席習
近平特意發來賀信，肯定香港《文匯報》
「愛國愛港」的立場，以及關注民生、凝聚
共識及增進兩地彼此認識的成績，又期望香
港《文匯報》繼續擴大影響力和公信力，為
推進「一國兩制」在港實踐、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作
出更大貢獻。
他表示，這次徵文比賽不僅是慶祝65周年

報慶，更是實踐中央領導對香港《文匯報》
的期望，而是次比賽反響熱烈，共有逾5,000
人參賽，由小學生至退休長者都有，作品內
容更充分展示了香港市民的想像力及美好期
望。另外，他又感謝嘉華集團對比賽的大力
支持，並讚揚呂志和致力於興學強國。
李慧琪則代表當日抱恙的呂志和致辭，大

讚香港《文匯報》向來貫徹全面客觀、及時
準確的報道原則，又堅持「文以載道、匯則
興邦」的辦報理念，對社會影響廣大深遠，
對促進教育及公共事業亦貢獻良多。她又引
述呂志和的講辭表示，嘉華集團對於能贊助
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的徵文比賽活動
感到高興，並指比賽有助推廣寫作文化，鼓
勵學生多思考、多寫作，很有意義。

吳克儉：比賽助互相學習

吳克儉認為，同學透過徵文比賽可與全港
中小學學生較勁，既能反映自己水平，又能
互相學習，對其語文水平、個人信心和主動
性均有幫助。他又指，中文和英文是全球使

用率最高的語言，以雙語能力作比較，香港
在世界中位列高排名，政府繼續支持學生提
升兩文三語能力。

獲獎作品富關懷顯親情

今次徵文比賽的參賽作品內容豐富、水準
卓越，獲獎的作品不乏關懷社會、親情、友
情等描寫，更有堅持夢想及對人生哲理的反
思。大會最終從眾多作品中，於小學組、中
學組及公開組各自挑選出冠、亞、季軍各1
名及優異獎10名，並予以最多5,000元的現金
獎，以及獎狀、獎盃嘉許所有得獎者。

「嘉華盃」徵文比賽
組委會

榮譽主任：呂志和(嘉華集團主席)

主任：王樹成(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副主任：李曉惠(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編輯)

馮瑛冰(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

歐陽曉晴(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

秘書處

秘書長：姜增和(香港文匯報副總經理)

副秘書長：彭文慧(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

有限公司執行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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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顏已褪白髮飄，六十五載一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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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年的承諾》

本㜫內容：嘉華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