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的體育設備可
以說是本港全部大學

之中比較多樣化和完備的！
中大有兩個標準的室外運動場、
兩個室內運動館、十個網球場(尚未
包括一個設於校長宿舍大宅旁的校
長網球場)，一個五十公尺八線比賽
的泳池；可供太極拳及其他運動的
空地也不少。
中大還有一條有關學生必須修研
體育課兩個學分的校規。可能更是
全世界大學中也屬少有的。意思
是︰凡是中大的本科生，在求學的
四年之內，必須修讀體育課兩個學
分；每個學分大約每周需上課兩
次，每次約1小時。
這個規定本山人也有份參與訂製
並獲李卓敏校長首肯，然後才交由
大學教務會通過才能實行的。
開始時，有極少部分學生不以為
意，故意不選修體育課；結果，畢
業時，榜上無名才知道自己因仍欠
缺體育課的兩個學分而未能符合畢
業所需之條件！結果要在「學業幾
乎完畢」之後，仍要用一年時間，
修畢這兩個學分才可以領取學位畢
業證書。從此之後，沒有一個本科
生膽敢不修體育課。
當然，身體有問題的學生也會由
體育老師代為設計一些「補救」課
程的。為什麼中大設立這個有關必
須修讀體育課的規則呢？原因是大
約在一九六零年代末期及一九七零
年代初期，根據中大新生調查的結
果，發現百分九十的新生，竟然是
不懂得游泳的。
體育測試時，又發現有不少新生
的跑步姿勢不正確，甚至簡單的跳
遠運動也不懂。才知道很多新生在

唸中學時的體育課是很「馬虎」
的！甚至有些新生從來也沒有上過
體育課。所以，當時中大的體育委
員會，本山人擔任秘書工作，才決
定向中大教務會提出這個必修體育
課的建議。
該體育委員會又指明︰體育課的

目的並非指向訓練優秀運動員，而
是要求每位大學生必須選擇一種終
身可以參加的運動，例如太極拳、游
泳、羽毛球》乒乓球、網球等。其
它比較劇烈的運動則各適其適，假
如有志入選校隊則必須是精英了。
說及中大對體育的重視，除李卓敏校
長外，崇基的李小洛、盧惠鄉、凌道
揚夫人、高惠邦（後轉新亞）、新
亞的吳思儉、聯合的潘克廉，各位
體育主任及老師也居功至偉。
盧惠鄉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體育博

士(論文為中國的女子排球運動)，李
小洛、潘克廉及高惠邦均是美國春
田大學的體育碩士，吳思儉是台灣
師範大學學士，高惠邦兄後來轉了
去港大服務，並曾擔任青年會女子
籃球隊教練，而將該女子籃球隊成
為香港勁旅之一（註︰籃球運動是
春田大學發明的）。傅浩堅從春田
大學取得體育博士學位後，也馬上
到崇基任教，後來轉到浸會大學任
教而進升至該大學副校長！傅浩堅
之後，便有相當多春田或其他大學
的體育博士或碩士回港擔任體育教
席了。所以，香港各大學中的體育
老師的專業資歷是相當高的。
但整體而言，香港的運動設備依

然非常不足，主要是人多地少，中
大是比較幸運一些的大學學府了，
至盼有關當局注意體育的重要性為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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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慶幸近年沒有
發生大型恐襲，官方

宣傳卻是加強了。
地鐵月台張貼海報，呼籲乘客發
現無人看管東西，或者可疑行為，
立即報告地鐵職員或警方；緊急情
況下，可按響月台求助警號。海報
標題卻很婉轉： Reporting any-
thing unusual won’t hurt you 。
據英漢詞典，可直譯為「舉報可
疑情況，對你不會有甚麼損害」，
或「舉報可疑情況，不會對你造成
多大困難」，明明鼓勵舉報，偏偏
客氣情商。換作是香港，用中文來
寫，便是「發現可疑人，請立即舉
報」，氣氛頓然不同，緊張可怕
了。
日本租客約滿返回祖家，房子是
新裝修，日本仔住
了兩年，沒有一句
投訴，房子仍然乾
淨得像新裝修，老
友稱讚是最佳租
客。租客搬走老友
收樓，發覺地板暖
管一點不暖，廚房
洗碗盆和廁所洗手
盆嚴重堵塞，洗衣
機根本不去水。水
喉佬用吸管開足馬
力，忙了一小時才

暢通。這兩年日本仔到底如何過日
子，日本民族性當真如此忍耐不想
麻煩人？老友弄不明白。
肯辛頓公園對面的地鐵站遊客特

別多，中國內地客也不少。一個開
意大利快意小汽車的外國人問路，
問希斯路機場是哪個方向，告訴他
之後，此人仍在原區兜圈並不離
去。
心頭一震，頓時記起大約兩年之

前，也是在這裡，有人停車問路，
問希斯路機場怎麼去，然後自報身
份是意大利商人，來參加展覽會，
車上還剩一套名牌時裝貨辦，是否
感興趣？事情來得離奇，當下回覆
謝謝沒有興趣。
冤家路窄，這位意大利商人說不

定記性更好，不推銷名牌時裝了。

三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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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名
港人與英文名的
關係，真是一言難

盡。我們是雙語城市，所有人由出
世紙起，身份證明文件都有英文拼
音名字，這其實是德政，日後申請
護照時就不用再費周章。然後就是
真正的英文名字。
我們當小學生時，多沒英文名字
（拼音那個不計）。升中如去了教
會學校或英文書院，中一開學註冊
時，就要挑英文名了。有次跟舊同
學談起，那時大家都不知英文名為
何物，只是人有我有，但每人的故
事都不同。
比如叫Nancy的同學，她說註冊
那天，她阿爸在行船，阿媽要開
工，她單人匹馬開學去。老師就
說，人人得起個英文名，你的是什
麼？她說不知道。於是打電話找個
表哥求救。他說，就叫Nancy吧，
於是一用幾十年。
表哥為何這樣肯定呢？我估計當
時正是港產演員Nancy Kwan （關
南施）憑《蘇絲黃的世界》在荷里
活走紅，表哥可能是粉絲吧。至於
我，開學後不久，修女有天請了個
老美來講話，只有一句我記住，他
說Virginia creeper是漂亮的攀藤，

我想不如就用第一個字做名，也不
知那為何物，糊里糊塗就用了這些
年。
不過潮流沒準，港人有段時間覺

得英文名老套，要以字母自稱，一
時N.K.、P.C.、Ｋ.Ｋ. 之聲在中環金
鐘潮人間此起彼落，好不熱鬧。其
實我們對名字，一如對其他事物，
無須有分別心，既有之則安之。不
過有英文名起碼有個好處，就是公
事上可按老外規矩，見過一次即可
直呼其名，日後寫電郵，上款寫Ｄ
ear Doreen、Dear Alan也很自然。
唯獨有次有客戶叫Lee Shu-man，沒
英文名，只見過一次，談得不錯卻
不算熟。
如他有英文名如David 之類，寫

Dear David就是了，但這情形，應
寫 Dear Mr Lee， 還 是 Dear
Shu-man呢？前者太見外，後者又
太親暱，改來改去，足猶豫了幾分
鐘。後來沒時間再想，便寫Dear
Shu-man 算了。
翌日他回覆，上款自然是寫我英

文名，下款則寫Lee。於是我明了，
以後遇這種情況，又不知對方的稱
謂喜好的話，乾脆在姓前加個Dear
就算了，不老套又不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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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打字員至國際集團行政總
裁，並非天方夜譚，而是香港零

售管理協會前主席麥瑞瓊女士的真實故事。她
從小成績優異，小學會考考獲第一志願，入讀
何東女子職業學校；中學還未放榜，母親已知
會因家境問題瑞瓊未可升讀大學。當時見姐姐
在浸會書院攻讀，只感不公平和無奈，甚至沒
有回校取成績單，倔強的她只希望不斷勤奮進
發為自己創未來。
1972年開始至去年底退休，她只服務過五位

僱主。首先她在石油氣公司當打字員，兩年後
到五星級酒店當秘書，處理了一年經理的職
務，最終因只有中五程度而未獲晉升，她一氣
之下離職。並非職銜問題，而是自覺能力所及
便得爭取！
她轉到摩托羅拉公司當上「部門經理」，奈何

她對電子產品並不熱衷，於是轉到怡和公司旗
下的化妝品部門，她的投入和轉數快備受同業
讚賞！當時香港的化妝護膚和香水銷售稅高達
30%，她毅然聯同五六位化妝會的人士，親自
向剛上任的彭定康港督游說豁免稅項，彭督爽
快答允，附帶條件是要全港化妝品在4月1日同
日減價；結果在多方努力下，大牌子和小商戶
也同意全線減價，她為全港姐妹打了一場漂亮

的仗！麥瑞瓊的勝仗一浪接一浪，怡和公司派
她領軍宜家傢俬，後來她改為宜家家居。剛到
埗接到丹麥總公司的yellow card，說明香港代
理十項要求都不合格，其中包括了未能將宣傳
小冊子放到市民的郵箱。這位CEO立即推行了
很多不同策略，在信箱細小的屋苑，願意付出
少量金錢讓小冊子擺放在大堂任由取閱……結
果店舖表現成績大翻身，CEO極大功勞。
1999年本來打算辭職結婚的麥瑞瓊，竟然被
獵頭公司由怡和公司獵到怡和旗下的牛奶公司
出任萬寧的CEO，此舉震驚了整個集團，成為
了一時佳話和大班們上課時最愛談及的話題。
「當時我對急速零售業務不太熟識，只知道當
年蘋果速遞以本傷人，使業內血流成河，帶走
了所有媽媽顧客，後來很辛苦才將她們搶回
來。」2009年勤奮機靈的麥瑞瓊被晉升為集團
北亞區總裁，第一位女士出任此重要職位，成
為了不折不扣的「零售女王」。
香港領軍數十年，麥瑞瓊見過不少大場面，

例如2003年的「沙士」困局，「當年我是較早
知道情況不妙，因為三月份，外甥女是威院實
習醫生，突然不可外出，我知道一定是疫症，
於是我開始搜羅3M口罩……其實當年我們的
生意卻很好，因為大家都回家吃飯……我最擔

心旅客大減，幸好2004年國家開放了49個省市
自由行，對香港帶來了新希望和新衝擊。」
至於2014年「佔中」期間，麥瑞瓊親自到受

影響的店舖去打氣，先將懷孕員工撤走，說明
如受威脅不用上報立即關閘！麥瑞瓊對員工是
關懷備至的，香港勞動人口三百二十萬左右，
前線零售工作者佔七八十萬。如果他們開心上
班，整個社會也變得開心。她正正是個開心
人，她和丈夫楊先生有個協議：不可將嬲怒帶
進夢鄉，否則就要像車停在停車場一樣，將它
泊起來，騰出時間去做更稱心的事。「我當年
打了一份沒有錯字的文件，今天煎到一條靚魚
也會開心。不要自己做到了ABC，又埋怨為什
麼他人做的XYZ自己未有做到呢？家長和年輕
人別要太多比較，別太早爭名奪利。」
我問零售女王若果當年直升上大學，事業發

展會更不得了嗎？「可能不會，也可能因自滿
而有所障礙；我本是一個沒野心的人，只是享
受工作上帶來的滿足感！」對於香港的未來她
是滿懷信心的，「香港人要包容多一點，眼光
放寬一點，否則別說深圳在兩年內跑贏香港，
我們可能連孟加拉也會跑輸。」
香港人快快團結起來，先將購物天堂這個金

漆招牌再度擦亮！

零售女王忠告別太早爭名奪利

天一總局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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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全國政協及全國人大
會議是第十二屆最後一次會

議，明年是換屆之年。全國政協已勝利閉
幕，委員們依依不捨，也為全國政協常委
會以及全國委員會履行民主監督，參政議
政完成輝煌任務感驕傲。常委會提名香港
特首梁振英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候選人，獲
得大會高票通過。旋即上任，這是彰顯中
央對香港的重視，值得港人驕傲。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即將閉

幕。在會議期間，予人感到中央政府的施
政新氣象，政府高官言談舉止充滿親和
力。大會堂新闢一條「部長通道」，吸引
中外傳媒佇候訪問，一眾部長高官很樂意
自行前往接受訪問，態度相當誠懇，一點
也沒有官僚主義。其實，每一部長來前看
來已做足功課，對記者的一一提問，都有
問必答，詳細認真，實事求是，少講空
話，令傳媒非常滿意。
事實上，在過往予媒體印象似乎對政

府施政及政策不甚了了，問題出在有問
未必有答，或者是顧左右而言他，有些
不負責任的傳媒不着邊際，自行炒作編
「故事」，結果當然是謠言滿天飛。今屆
「兩會」期間，眾高官樂於接受傳媒訪
問，甚至召開記者會，出席記者會者甚至
還有委員和代表，顯示政府開放透明，以
民為本的新作風，令人感到溫暖和舒服。

對政府的施政及政策更了解而得以配合，
成雙贏之局。今年中外政經複雜多變，不
確定性多，中國政府能夠坦然開明，將未
來藍圖攤開，對政府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
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目標明確。中國政府積
極擴大有效投資，鼓勵落實和完善促進民
間投資的政策措施，令民眾鼓舞。政府實
行減稅降費的實施，最令中小企受惠，
也令創新創業青年受惠。惠民政策最受
歡迎，當然還有三農政策，城鄉新增就
業機會逾千萬人，凡此種種，皆彰顯中
國對外開放，抗保護主義，因而經濟前
景必大振。
對於港人而言，肯定得以受惠。中央力
挺粵港澳大灣區，並以香港為龍頭，與廣
州、深圳、澳門、珠海為依託。如此大陣
仗的合作，一定會在世界其他大灣區競爭
中衝得更快更強，皆因香港在法制法治有
基礎，香港人才鼎盛，各範疇領域於世界
各國網絡皆有優勝。況且，香港作為「一
帶一路」之聯繫人及樞紐，必須要抓緊如
此契機向前行。相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
全國政協委員必作出很大努力，在兩會建
言獻策，履行好責任。
明年兩會換屆，必有一番新人事新氣

象，無論是人大代表或是政協委員，相信
都是愛國愛港的精英，一定要擁護中央政
府，擁護基本法，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題目是一本書的名字，是筆耕了
數十年的蔣芸的新書，我本來以為她是

把最近的文章結集成書，原來不是，是當年她在《快
報》上寫的專欄，她在「自序：心事還如昨」中說：
「搜集在這本《眼中．心中．意中》的散文小品已是
香港回歸前的舊作了，當時的專欄『紅泥小火
爐』……我依然未曾放下手中的這一支筆，依然是清
閒散人一名。年華老去，心情卻恍如昨天，我的眼中
心中意中有許多新舊交錯的影像，有想像，有回憶，
豐富到未曾留白過。」
又說：「走到人生的暮年，心中依然有夢，身邊依然

有益友有損友有悲喜交集種種感覺；日子中依然有歌、
枕畔有書、有音樂、餐桌上有美酒有佳餚，說起來也
算不枉此生吧。」這本書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之
所以選擇出版，原因是出版社的編者說，她「以前寫
的東西比較講究一點，認真一點，現在好像……」編
者就不好意思說下去了。蔣芸自己說：「從前寫的是我，
現在寫的也是我；從前有時會打扮好見人，人老了，反
而更有勇氣一張清水臉周圍去。人間的一切都變得更舒
坦，是好是歹也更不介懷了；得失寸心知。」
認識蔣芸是在台灣工作時，在我眼中，她有着跳脫

不羈無拘無束的個性，優雅清秀的文字功力，喝酒時
酒到杯乾的豪爽，以及看到和聽到不對的事情時，直
言指出的勇氣。由於她知道什麼是認真的話和什麼是
玩笑的話，所以她在簽名贈書時，我說：「你就寫興
國我的意中人吧。」
她當然哈哈大笑，然後就簽下了「興國老友」幾個

字。於是我心中就浮現了我們的老友還剩多少的感嘆。

電子科技時代的其中一項好處是從前的老
同學突然都回來了。通過微信取得聯繫，然
後就老同學大聚會。很早年移民到澳洲的伊
絲特吳，人未抵檳城，先來電話，告訴我她
的想念。
我們曾經是那麼親密的老朋友。七十年代

在中學的她，自己開車去學校，那個時代沒
多少人家裡擁有私家車。放學以後倘若我不
去圖書館逗留，她便載我到她家去看書。她
老是鼓動我「別去圖書館，到我家去。」後來我
才明白她很寂寞。而我喜歡去她家，因為她
家有個比圖書館還更多我喜歡的書的書房。
中學時期的美好友誼是交朋友根本毫無貧

富之分。吳到最近自澳洲回來聚會才告訴
我，「原來我家很有錢，但我那個時候不知
道，原來我家很有錢。」說完她和我都大笑
起來。當時我也不知道原來她家很有錢。
在學校裡，每個星期一上午的周會時間，

吳坐在禮堂台上彈鋼琴，全體師生跟着她彈
奏鋼琴的旋律唱國歌和校歌。我的遠房表姐
就坐在她身邊，替她翻樂譜。她和表姐是許
多同學羨慕並想要仿傚的對象。
吳家住的地區和屋子，是今天檳城申遺成

功以後必須保留不准胡亂翻新的老房子。總
是在下午大約兩點左右，走進去時，狹窄修
長的客廳陰涼而明亮，外頭的門面不寬闊，
長度卻足足有兩三百呎，瘦長的屋子中間，
有兩個天井，光亮就從那兒來的。她停下車
帶我進到屋裡去，家中一個人也沒有。她帶
我坐在第一廳裡，從冰箱拿出來的是冷凍的
炸雞腿，裡在皮外層的是餅乾和麥片，炸過
以後奇香，冷了一樣好吃。她拿兩個，我們
一人一個作為午餐。這是我認識她之前從來
沒有吃過的食物。後來她自澳洲回來同學
會，聊天時候她說「我祖父每天下午茶時
間，都要喝一杯英國紅茶配牛油曲奇餅，也
是英國進口。」這讓我想起我在她家大理石
圓桌上看到的曲奇餅乾鐵盒。每一回看見曲
奇餅，叫人嚮往的不只是餅乾的美味可口，
還有印在餅乾鐵盒上，那遙不可及如夢一般
的英國風光。英國早餐紅茶是我三十歲以後
才喝到的進口飲品，叫皇家紅茶，價錢比其
他普通牌子都昂貴。
一次受邀到晉江五店市采風，交流時間被

點名說話，不知為何心血來潮，想到原籍晉
江的吳，突然醒悟，以中文寫作的其中一個

理由，是初中時期，時常到吳家吃冷的炸雞
腿之後，她便會到書房給我找來幾本書，
「你這麼喜歡看書，這是我哥哥的，他已經
到英國讀書去，這書放在家裡沒人讀，借你
看。」
就那個時候，我看完了全套的倪匡，《女黑

俠木蘭花》和《衛斯理》，全套的金庸武俠小
說，還有一些香港出版的書，包括所謂的三毫
子小說。在找不到中文書的年代，她家居然
有中文書書房。一直到最近幾年多次相聚，
才知道她的祖父是檳城當年最著名的銀信局
創辦人。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亞洲富豪
也是電影大亨陸運濤搭乘從台中飛往台北的
班機，起飛後五分鐘突然在空中爆炸，墜毀
之後機上五十七名人員全體罹難。吳告訴
我，當時她的祖父本來和陸同一航班，幸好
有事沒上機。可是，那年的初中學生根本不知
道陸運濤是亞洲電影王國大老闆，也絲毫不清
楚銀信局究竟是辦理什麼業務的。
「下一站，角美鎮流傳村天一總局。」導

遊在車上報告。下車走一段路，和一般鄉間
小路一樣不起眼，幾個折轉突然看見一座中
西合璧四合二層南洋風格的建築，被包圍在
低矮殘舊的破落老屋之間。一如它昔日的輝
煌隱藏在精雕細琢的建築細節裡。大門頂上
有一塊牌匾是繁體字的「天一總局」。佔地
頗廣的古色古香建築，廊柱高大，浮雕精
美。陽光細雨中，歲月滄桑裡仍見其優雅大
方的結構和恢宏氣勢。天一總局創辦時原名
「天一批郊」，天一取自漢儒董仲舒的「天人之
際，合而為一」即「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
為」。創辦人郭有品，開始到菲律賓經商
時，受到僑商委託，充當水客替鄉親攜帶銀
信回國，由於樂於助人、忠厚老實又敬老尊
賢，深受同鄉僑民信任。當了幾年水客後，
他決定在家鄉漳州創辦中國首家批館。閩南
語稱「信」為「批」。

明清時代中國人在海外有一千萬人左右，
其中以下南洋者最多。約有二百萬閩南人到
了南洋，努力賺錢，勤儉生活，一有積餘必
設法寄回故鄉。當時中國尚未設立正式的郵
局和銀行，航運亦頗多不便，加上下南洋的
華僑大多不識字，必須等待同伴或同鄉回國
時，請識字的人代為寫信，再托返鄉的同伴
或同鄉攜款以及報平安的家書歸鄉。幫忙攜
款和帶信的人就叫做「水客」。水客幫南洋

華僑帶回鄉的信叫「僑批」，意為華僑的
信，只不過這「批」中一定或多或少有錢一
起回鄉。因此水客必需是能夠令人信任的忠
厚老實之人。
一八八零年，漳州角美鎮流傳村的郭有品

開始了首家民辦郵局，比一八九六年清朝郵
政局正式對外營業，還要早個十六年。「天
一批郊」，後改「天一總局」，那是因為批
郊開始只經營菲律賓與閩南之間的華僑銀信
業務，到後來生意興隆，不斷擴充營業，分
局在中國的廈門、晉江，菲律賓的宿霧、怡
朗、三寶等地紛紛成立，再後來又增設香
港、安南分局。一九零一年創辦人郭有品因
病去世，長子郭用中才十七歲便接手父親的
生意，聰明伶俐的他，經過精心策劃，盈利
大增，成為閩南眾多僑批局中最具成就的一家。
「天一總局」的辦公樓幾經遷建，建成今天我
們站在這裡徘徊不去的精緻典雅大樓。
一九一一年中國郵政與海關分享時，「天

一總局」的分局已經有二十八家，後來更把
業務擴大到馬來西亞的檳城、馬六甲、大霹
靂，印尼的井里汶、雅加達、壟川、泗水、
巨港、萬隆，泰國的曼谷、通口扣，越南的
把東、西貢，新加坡的實叻以及緬甸的仰光
等七個國家二十一個分局。內地則從原來的廈
門、安海、香港發展到漳州、浮宮、泉州、同安
等七個分局。我們站在距離九龍江不足一百米
的地方，踟躕流連在這一座西洋拱券式外廊
與閩南民居相結合的建築外。微微的秋雨在
陽光下輕輕飄灑。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天一
總局宣佈停止營業，引起閩南金融業的波
動。民辦的天一總局只有四十八年的歷史，
卻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百年前僑批事業誕生的
見證。正如郭有品的後人郭伯齡說的：「它
的創辦之早、影響之深，是中國近代郵政
史、金融史和華僑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頁。」
走過彎彎曲曲的村莊小路進來，如非親眼

目睹，確實無法想像，福建漳州一個小小農
村裡，居然隱藏一座天一總局，縱然不再營
業，但在秋天黃金色的陽光下，依舊散發着
迷人的金色光彩。
來到今天電子科技時代的人，再也不需要

批館和銀信局了。我想回去以後給伊絲特吳
打電話，告訴她，這麼多年過去，我終於知
道她家從前做什麼事業，而且真的是很有
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