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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備提升 國家的驕傲

新聞想像
前歌星陳美齡
上周高調宣傳跟

本港教育有關的新書，加上她的
教育學背景，在林鄭選賢的敏感
時刻，她對記者有關提問又沒直
接否認，且拋出一個模稜兩可的
答案，結果被人猜測為下屆教育
局長人選。
她事後驚訝「今日的新聞可以
這樣寫的」。其實，她在娛樂圈
多年，沒理由不知道新聞娛樂化
這回事，這揣測性新聞雖給她造
成一時不便，但整體來說，無論
對她個人形象，還是要推銷的新
書，都有正面效果，也可刺激市
民和政府的思維。
從這件事反映今日新聞的處理
手法已很大不同：只求速度和噱
頭，尤其是網媒，不管對不對，
也不用求真，記者或編輯要有想
像力，報道最主要予人以聯想，
先把消息發出去再說，關鍵是引
起熱議，飲了頭啖湯。錯了？沒
關係，反正互聯網無時空限制，
認真的，拉下來修正。但更多的
做法是，把「更正啟事」當作另
一宗新聞，繼續炒作。如此循
環，呵呵，生生不息。
有人大罵前線記者不負責任，
其實是欺軟怕硬或推莊。試問，
如果沒有這樣的炒作空間、社會
生態，甚至是被「炒」對象乃至
相關機構的默契和配合，會有市
場嗎？
我想起上月傳媒炒作的金像獎
和葉繼歡新聞。一部是新鮮出爐
的最佳電影《樹大招風》，一位
是曾令人聞風喪膽的「一代賊
王」，在激情澎湃的電影人「催
谷」和想像力豐富的新聞界「炒

作」下，這位重案囚犯病死的消
息成為幾份大報頭版頭條，相關
新聞還佔據幾大版，不知就裡的
外地人，還以為「一代賊王」是
「一代偉人」，而去見識他的
「傳奇」。
還有無知網民要「為賊平反」

──因為借他的故事拍成拿獎電
影的導演說了一句「他的兇悍就
是這樣被媒體和公眾塑造出
來」，加上議員的背書和律師的
分享，以及「賊王」在一份名稱
純如天使的教會刊物上的親筆
信，健忘加濫情，原來，不但
「盜亦有道」，更「罪亦有
源」，彷彿經過了歲月的沖刷，
「悍匪」原來是「慈父」。
更可笑的是，有人投書網媒，
以「一個時代終結」而慨嘆：
「那時候的香港百業興旺，就連
鼠輩賊盜都可以白手興家，賣勞
力的努力，肯搏殺的搏盡，人人
也想分一杯羹。」但作者忘了，
那時候既然如此好景，葉繼歡之
流何需以身犯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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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重器，
利國利民」。在

即將迎接中國建軍節90周年之
際，近期我國接踵而來的高端軍
工產品和民航產品，令舉國振
奮，舉世矚目。
4月下旬，中國首艘國產航空

母艦下水，消息宣佈立即引起國
民沸騰。這艘航母按計劃進行系
統設備調試。難得的是，這艘國
產航母設備是國產的，難怪受到
國民熱烈點讚。我軍建設能夠得
到偉大科技強而有力的支撐，強
國強軍，建立威武之師的形象，
在保家衛國建立強勢的形象。我
國在東海、南海要維護中國利
益，因國產第一航母自製成功，
海戰能力無疑大大提升，有利於
在南海、台灣海峽等地區維護中
國核心利益。
據報道，美國航母稱霸全球，
意大利航母緊次於美國，中國力
追。我國海軍軍備提升，是國家
的驕傲。
另一方面，在載人航天工程優

化進了一大步。「天舟一號」圓
滿完成了飛行任務，空間實驗室
飛行任務實現完美收官之際，中
國穩步邁入空間站時代，航天強
國夢想起航。這是多麼令人振奮
的歷史時刻啊！我國在軍備建設
和體系改革作出重大貢獻，其旨
在保家衛國，和平建設。
最近世界正值多事之秋，美國
在敘利亞投射59發導彈，令舉世

震撼，在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之
際，美、日、朝、韓多國不斷製
造矛盾，令周邊各國亦緊張起
來。我國領導所顯示出的大國風
範，強而有力地號召呼籲各國以
和為貴，以外交手段解決紛爭，
實在令愛好和平之士敬佩。
另一令國人振奮的消息是，我

國有自製客機C919試飛成功，
最大載客量為190人的C919，是
中國第一款按國際適航標準及主
流市場標準研製的民用飛機，估
計最快可在2020年投入航線營
運。雖然是民用機，但是各人都
期望，此民用航機有機會同樣可
作軍用航機之用，彰顯中國在航
空建設的一大躍進。
在此興奮的歷史時刻，又惹起

難忘的歷史回憶。抗日戰爭及解
放戰爭期間，建軍初期的八路軍
和工農紅軍，軍隊設備非常落
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憑
堅強的信念和堅定的信仰，依靠
人民，戰勝了日本軍國主義，也
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取得抗日
戰爭的勝利，解放全中國，建立
新中國。
時移世易，經過幾代國家領導

人的領導下，人民解放軍規模從
小到大，軍備從弱到強，所獲得
的輝煌成就，實在是令人讚嘆不
已。國家強盛，正如國家領導人
的希望一樣，強國必先強軍，為
人民服務，必要先讓人民安居樂
業。

台灣今昔與《蔣中正日記》

夜 眠 成 了 習
慣，多年沒早起

了，日前送大姐夫婦出門旅遊，
順便到附近公園短跑，這麼天清
氣朗的一個早晨，放在眼前，景
象不陌生之餘，還比過去所見更
多了新鮮感。
公園每個角落，滿是不同組合
的運動男女，單人的、群組的；
有人舞劍、打太極、六通拳，也
有自創指天篤地自由拳，有人單
腳高架在欄杆考驗自己忍耐力，
更多人在短跑，紅男綠女，朝氣
勃勃。
為什麼說「紅男綠女」，就是因

為眼前這一大群運動男女，全都
上了年紀，平均已過半百，過去
就沒那麼多長者穿紅着綠，時代
真是變了，如果說穿衣看心情，
公園裡的長者就肯定心情都好到
不得了，人人朝氣不讓年輕人。
老人多慣早起，可能六七點之
前，這些銀髮已經開始出動了。
可是年輕人呢？奇在就是滿園
不見年輕人，年輕人上學的上
學，上班的上班，不是假日的朝

陽只為花甲退休後耆英而升起
吧！不過在我們少年時，公園主
要還是年輕人的天地，他們才是
各種運動的要角，就是上學上班
的日子，也會擠出時間做做運
動，可是今天卻看不到那些青春
的影子，不知今日才學曉走路就
揹個背囊上學的孩子，日後成長
後有多少是運動場上的健將。
不由奇想，可能今日運動場上

看到的銀髮，還是上世紀幾十年
來一直堅持運動的年輕人。今日
的年輕人，就是不用過着上世紀
他們長輩的生活，自從出現電腦
以後，就算假日這個時間，大概
還孵在被窩裡上網看WhatsApp，
晨光似乎已不屬於他們這一代年
輕人。
年輕人大都愛「夜蒲」，尤其

是銅鑼灣、旺角，華燈初上之
後，才是他們的活動天地，沒外
出的，大都關在私人房間裡上網
打機，很多父母就對人苦笑說過
家有宅男。有天他們老去，運動
場上還出現那麼多銀髮紅男綠女
嗎？

大草坪上的銀紅綠

這幾天好像全世界的新聞頭條
都被新當選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佔

領了。
打開網頁，滿屏盡是馬克龍。和其他新當選的
的總統不同，馬克龍最令人感興趣、被熱炒得最
多的消息，不是他以高達66.1%的得票率擊敗對
手當選，也不是他以39歲的「幼齡」刷新了法國
歷史上總統年紀最輕的紀錄，而是他與他的妻
子，如今已成為法國第一夫人的布里吉特的愛情
故事。
據報道說，布里吉特曾是馬克龍中學時代的老

師，年長馬克龍24歲，馬克龍在16歲愛上她的時
候，她已經結婚，並且是三個孩子的母親。這樣
的愛情，在對待性和婚姻都極其開放的法國人眼
裡也顯得驚世駭俗，遭到了雙方親朋好友大部分
人的反對。而馬克龍對愛情的自信和執着使得他
頂住了各種嘲笑和羞辱，14年後，終於和離了婚
恢復單身的布里吉特走進了婚姻，一路走到他當
選為法國的新總統。
在他們的故事裡，最令人感動和回味的不是馬
克龍對布里吉特堅守了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愛情，
也不是他用心贏得了布里吉特和前夫的孩子的擁

護，而是他作出的一個一般男人也難以做出的決
定：因為體諒布里吉特的年齡和身體，他不打算
和布里吉特再生孩子，他會一直把布里吉特和前
夫的孩子當作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
馬克龍的故事令我想到了前些天看到的另外一

則消息。曾經寫出過近百部小說、影視劇，感動
過無數癡男怨女的，被廣大讀者譽為「言情教
母」的瓊瑤因為丈夫的病情種種，在網上公開發
文和自己的繼子翻臉，揚言「不再相信人間有
情」。和馬克龍一樣，瓊瑤和丈夫平鑫濤的愛情
也是始於婚外情，同樣經歷了10年的風風雨雨兩
人才走到一起。瓊瑤和平鑫濤的感情到今天為止
已經歷時五十多年，走過了半個世紀，算起來，
許多原配的夫妻在一起也未必能走那麼長遠。所
以到最後，這份感情留給「吃瓜群眾」和「鍵盤
俠」們的，恐怕感動、羨慕早已多於當年的不屑
和對他們道德上的批判了。
瓊瑤這份已經經歷半個世紀的感情，在很長一

段時間內都是一些陷在並不幸福的婚姻裡隱忍的
人的期許，以及「在錯誤的時間遇上對的人」的
戀人們的希望，而這種期許和希望卻一下子被瓊
瑤和繼子在網上公開的「撕戰」澆了一盆冷水。

如果五十多年的愛情都能輕易受到外力的影響，
那麼很難讓人不去懷疑愛情，不去和瓊瑤一樣
「不再相信人間有情」。
除去時代的原因和中西方的文化差異，瓊瑤和
馬克龍都可謂對愛情很執着，否則一中一西、一
男一女、一老一少的兩個人，怎會都寧願背負天
下人對「小三」的罵名。而對自己的愛情如此地
堅持？瓊瑤和平鑫濤、馬克龍和布里吉特的愛情
最大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很確定自己是對方的靈
魂伴侶，他們都在愛情裡成就了彼此。
相比之下，瓊瑤遜色於馬克龍的是，她對自

己，對自己選擇的愛情沒有足夠的自信。倘若有
了那份自信，即便是出於女人的脆弱，她也不會
置病床上的丈夫不顧，在無孔不入的網絡上公開
和繼子發生「撕戰」，不會讓自己陷進如此不利
的局面。否則，她和平鑫濤的愛情，也將會隨着
平鑫濤不久後的離去而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當然，一個人的生命裡除了愛情，還有很多其
它值得我們熱愛和付出的事物。只要堅持執着和
自信，你就會成為自己的人生贏家。瞧，馬克龍
已經為我們做出了榜樣：連法國總統的寶座都可
以征服！

自信者無敵

詩到用時方恨少

酒樓以「螺肉炒飯」美名「鮑魚
炒飯」，被控違反商品條例判罰五

千元，其實只屬警戒判決，為營商者敲響了警鐘。
飲食業慣用名貴食材冠菜名，早已見慣不怪，除

了「鮑魚炒飯」，還有「蟲草燉湯」、「碗仔翅」
之類「價廉物美」的菜餚。「蟲草燉湯」只是蟲草
花，蟲草萬元一両，蟲草花只是貌似蟲草的培植物
質，「碗仔翅」也只是粉絲貌似魚翅而已。
當然有識之士習以為常，明白美名不可信，但名

貴食材菜名，確實能夠吸睛。飲食界長期的陋習，
當然不能因為「習以為常」就合理化，此一判決如
能為飲食業去濁揚清，不失為好事，為香港贏得貨
真價實的商譽，帶來深遠影響。
其實在其他行業也同樣存在這樣的陋習，節日期

間報章刊登的海味廣告，琳瑯滿目，其實陷阱不
少。有次看到廣告上有紐西蘭罐鮑特價推銷，價錢
並非「平到你唔信」，所以就信了，到買的時候，細
看又有懷疑，再詢問店員是否真鮑，對方見我有此
一問，有點心虛，就坦白告知是「鮑螺」，「鮑螺」
當然就不值高價。
市面上還有些食品術語，什麼「有機」、「野

生」、「無麩」，是迎合現代人追求健康飲食潮
流，便於抬價。有時在海味舖見到有些標榜「野生
冬菇」，個子特大，冬菇基本上是溫室培植的，何
來野生冬菇？即使真有野生，也不敢吃，而且個子
特大的植物，也屬不正常，少吃為妙。有些標榜
「走地雞」，難道還有一生下來不走地的雞嗎？
現在的幼童矜貴得很，父母能負擔都給他們買

「有機食物」，這些「有機童」吃的是有機沙律
菜，有機生果，有機飼料養殖的肉類，然而是否真
正有機耕種和有機飼料，消費者只能靠個「信」
字。關乎食物真實安全，打假是漫長的路，海關仍
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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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貶低他人，以此
抬高自己」，是自卑的心態。

這種說法不一定絕對，但我相信這樣的人，人
緣不會太好，因為他看事物的角度，是負面
的。心胸狹隘眼光短淺，有誰願意和這種人交
朋友呢？而對於一個地區的長官來說，他的一
言一行，是有代表性的。
最近有台北市長柯文哲公開批評「香港是一

個很無聊的小島，沒有什麽值得看的……」這
番話正說明什麽叫井底之蛙，什麽叫做瞎子摸
象。如果說瞎子，他還摸到一個實體的一部
分，那麽柯市長究竟摸到了什麽，看到了什麽
呢？
他可能不知道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國際大
都會，世界聞名的佳士得、蘇富比每年都在香
港舉行拍賣會。還有香港的特區護照，是兩岸
三地最受歡迎、最好用的護照。他不知道香港
的新界有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新界有一千年
的祠堂、寺廟、族譜……
奉勸他多讀點書吧！不要老是糾結在自己的

地方有多民主？自己的人的靈魂有多自由？話
說回來，什麽叫民主呢？這是一個已經講了一
百年的話題。民主的含義，各有各的闡釋。有
人說，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有人說，民主
是多數人的暴政，是多數人的意見，凌駕少數
人意見，不一定合乎正義公理。
最近台灣的蔣中正銅像又遭人潑漆破壞。難
道這就是民主嗎？年輕人在這樣充斥暴力殘虐
的氛圍下成長，他們看到了什麽？學到了什
麽？那些人可以去掉「蔣公」銅像，但是去不
掉他在當代歷史的地位。「蔣公」領導北伐，
領導抗日，使我們不致亡國，這些都是他歷史
的功勛。他到台灣，帶了大量的人才和錢財建

設台灣，這些都是事實！他已經成為歷史的一
部分，是抹不掉、斬不掉的史實。
上個星期香江論壇舉辦的一場由潘邦正所作

的「從日記探尋蔣先生重要的家事與國事」的
演講。他說，他是除了蔣、宋、孔家屬以外，
第一個閱讀「蔣中正日記」的人。他以研究員
的身份，從2005年1月份到2008年10月份，
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讀畢總共約
450萬字，從1915年到1972年，以毛筆書寫的
「蔣中正日記」。1972年7月21號是他最後一
天寫日記了，前面的日記已見到字跡無力，這
意味着他身體漸漸差了。在日記裡看出，他事
母至孝，與母親的感情非常的深厚。王太夫人
去世一周年，在日記裡是這樣寫道：「此後不
能再見母親，乃中正一生悔恨。」由此可見他
的名字叫蔣中正，介石是他的英文名字。
根據蔣中正在日記的記載，西安事變是12

月12日的清晨5點30分，他已經睡醒了，正在
床上做運動，聽到外面的槍炮聲，而結束的時
間在早上9點30分。他一生恪守軍人紀律，早
睡早起，生活嚴謹，睡木板床，喝白開水。
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何止僅是北伐抗日？
更重要的是在艱難的環境下保存了故宮文物；
在台灣提倡復興中華
文化。這些都深遠地
影響了我們這一代
人。

■潘邦正上星期在浸會
大學舉辦了一場「從日
記探尋蔣先生重要的家
事與國事」的演講。

作者提供

■陳美齡上周宣傳新書，結
果演變被人猜測為下屆教育
局長人選。

取這個題目，不是別出心裁，而是事出有
因。早前，在央視播出的《中國詩詞大會（第
二季）》，已經「落幕」一些時日了。可是，
由這檔節目引發的話題，至今餘音繚繞。

因為播出的時間節點好，節目的製作形式
好，選手的臨場表現好等因素，加之百人團廣
聞博記、主持人妙語連珠、評委們畫龍點睛，
以及沙畫等多元藝術對詩歌意境的巧妙渲染、
高科技舞美設計的氣氛烘托，就連我這個平時
不怎麼愛看電視的小老頭，也喜歡該節目。那
些天晚間，只要坐得下來，且適逢播出，就必
看無疑。收看過程中，每每主動當「考生」。
結果發現，大腦中的古詩詞「庫存」不多，能
夠「穩操勝券」的，比例委實不高。

詩，是文學體裁的一種，通過有節奏和韻律
的語言反映生活，抒發情感。中國是一個詩的
國度。古人云，詩者，天地之心也。以唐詩宋
詞為代表的中國傳統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精髓、文學藝術皇冠上的明珠。我不擅長於寫
詩，更不曾因之而搜腸刮肚，甚或為伊消得人
憔悴。但我對古代經典詩詞還是情有獨鍾的。
在我家書櫥中，古詩詞類圖書有好幾本，

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唐詩》（豎排
版，上下卷）；中華書局出版的《唐詩三百
首》；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選》（上
下冊）；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的
《唐詩一萬首》等。可是，長期以來，買多讀
少。能背得滾瓜爛熟、呼之即出的則更少。檢
討起來，與主觀上認識模糊，心理上敬而遠之
不無關係。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廬山人民武裝部

服役期間，還是快樂的單身漢，便經常逛書
店。1979年元旦，發現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5月第1版、標有「中國古代文學作品
選讀」字樣的《唐詩一百首》、《宋詩一百
首》，便喜滋滋各買一本。因為開本小，二者
都是32開（787×960），與我巴掌差不多；
厚度薄，不足200頁，且蓋有廬山新華書店藍
色售書印章，儘管很便宜，前者定價0.37元，
後者0.36元，近四十年過去了，從廬山到九
江，從江西到福建，八九次搬家，始終保留
着。前幾天找出來，翻了翻，發現我在上面寫
寫畫畫、圈圈點點的，不足十分之一。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傳統詩詞一度被打入
「冷宮」。「文革」結束後，雖然出版了一些
古詩詞「選讀」本，卻如同某些藥品一般，在
介紹療效的同時，強調有副作用。因此，人們
除非疾病纏身，輕易不會服用它。在上述那本
《唐詩一百首》的「前言」中，有這樣一段文
字：「唐詩的作者，大都是封建文人。由於受
到時代和階級地位的種種局限，他們的許多作
品都帶有明顯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烙印，即使是
一些可以稱之為精華的作品，也往往夾雜着不
健康、消極的東西。」
而《宋詩一百首》中則寫道：「由於社會的

動盪不安，國力的衰弱，政治迫害的嚴重，使
這些主要是封建士大夫的詩人，在心靈深處蒙
上了一層灰暗消極的陰影……」想想看，不單
是「封建文人」的作品，而且還帶有消極、灰
暗、不健康的成分，身為革命軍人，我生成一
種「想說愛你不容易」的矛盾心理。

因而，只是偶爾翻翻、隨意看看。既不敢認
真學習，更不敢深鑽細研。用今天的眼光來
看，這多少有點「屁股不正怪茅廁歪」的意
味。但當年，它卻實實在在沖淡，乃至挫傷了
我學習古詩詞的積極性。我相信，經歷過「文
革」的人群中，持有這種心態者，大有人在。

也難怪，在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
舊風俗、舊習慣）風暴中，我國文化事業遭遇
難以估量的損失。《黨員文摘》2006年第6期
發表文章披露，十年浩劫，北京市有11.4萬多
戶被抄家，粗略統計，僅被抄走的古舊圖書就
達235萬多冊……全國各地散存在民間的珍貴
字畫、書刊、古籍等，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
失。
事實上，那個年代，古典讀物，要麼難覓蹤

跡，要麼東藏西掖。許多想讀古詩詞的人，或
無書可讀，或不敢讀之。如今回想起來，倘若
不是那段歷史，我或許會多學一些包括古詩詞
在內的東西。
學習的目的，全在於運用。《中國詩詞大

會》主持人董卿，日前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
說：「只看詩詞儲備量，很多選手都有上千
首，但最終，最可貴的不是你記住了多少詩
詞，而是你有沒有體會到詩詞中的精神與情
懷，詩詞有沒有完善你、滋養你。」我很贊同

這個觀點。任何一個人，大腦裡古詩詞儲存量
大，固然是好事。可是，好比一座倉庫，儲藏
的稻穀也好、大豆也罷，只有把它們播撒到地
裡，才能開花結果、換來豐收；或者當成糧
食，吃進肚裡，才能給人以營養，才更有價
值。否則，永遠是庫存，中看不中用。

學習有兩個特殊效應——累積效應、後延效
應。包括詩詞在內，任何知識的學習，都很難
「立竿見影」，但可以積少成多、集腋成裘。
累積多了，加上善於消化吸收、善於靈活運
用，便能從中獲取養分，使心靈得到陶冶，心
智得以提升。退一步說，正如在《中國詩詞大
會（第二季）》較量中，表現出色的高二女生
姜聞頁所言：「接受美的熏陶，感受情感的
美、事物的美、文化的美，讓自己能夠詩意地
棲居在現實的土地上。」如此這般，何樂不
為？
中國古代經典詩詞，不僅是中華民族傳統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蘊含着傳統文化的優
秀基因。況且，「腹有詩書氣自華」。多讀一
些世代流傳、富有營養的古代經典詩詞，既可
提升人的素養，又能陶冶人的情操。培根說
過，「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可謂
說到點子上了。陳毅有詩云：「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歷史的積雪，已消解融化；傳
統的詩詞，已枯木逢春。伴隨着復興文化發展
的時代潮流，如今各類詩詞讀本，琳琅滿目，
應有盡有。
除了紙質圖書，中華詩詞網、中國詩歌網、

中原詩詞網等網站，爭奇鬥艷，比比皆是。文
化傳承，借助互聯網，迎來新機遇。從某種角
度講，「手機如書庫」，「低頭可讀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們的精神家園。前

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
《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
意見》，強調要「形成人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的生動局面」。機不可失，時不再
來。
作為過來人，但願青少年朋友趁着年紀輕、

記性好，在學習古典詩詞方面，多儲備，多用
心，善於消化吸收，堅持學以致用。不要像我
一樣，待到「白了少年頭」，這才發現，詩到
用時方恨少，那就怪不得別人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