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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的年代
報載銅鑼灣利園
一期把前身利園酒

吧「飲勝吧」，在一期商場的三樓
電梯大堂還原，雖只是以pop up形
式短期經營，但據說極受歡迎，大
業主希慎稱會考慮將之恒常化甚至
永久經營云云。香港真是奇怪，這
邊廂要重現舊日美好時光，同區另
一邊的老牌怡東酒店則賣盤改建。
可以想像，廿年後必有人要重現屆
時應已「作古」的怡東軒、Dickens
Bar之類，正是又要拆又要懷古，說
穿還是錢作怪。
真要還原的話，即使是 pop up
店，「飲勝吧」之外還有很多選
擇。我的首選是重現中環富麗華酒
店的「劉伶吧」，人氣絕不低於「飲勝
吧」，當時駐唱的Sabrina，現在應
還能找到再來獻藝。還應重現的是
富麗華酒店的餅房，午膳時段白領
最愛外賣的各種新鮮沙律、吞拿魚
三文治等，和聖誕節供應的訂製烘
火雞、禮物籃，食物水準和美味絕
非時下如Pret或Oliver' s Deli之類的
連鎖店、甚至一般酒店可企及。
又九十年代在港島夜遊的，應記

得上環的Hotel Victoria，即信德中
心海港酒店，現已改建為招商大
廈。信德中心初期比現在高檔很
多，海港酒店雖不是文華或希爾頓
的級數，但咖啡室水準不錯，而且
很晚才打烊（凌晨兩三點吧），有
時下班後跟舊同學或同事喝酒聊
天，或消夜，不想留在中環的話，
就在那兒聚腳。其時已是九十年
代，話題已有中國元素。至於在海
港酒店咖啡室吃過什麼，唯一記得
的是個小鐵鑄鍋上的雜錦湯烏冬，
凌晨時分在西餐廳吃到熱氣騰騰的
麵食，跟朋友大談香港前途，然後
回家洗個澡，睡幾小時又再上班，
是我們一代人的獨特經歷。
大業主不在的話，沒地沒錢沒品

牌，還原只是空想，看來也只有希
慎有條件做pop up懷舊。既要搞，
不如大搞，來一條pop up的「利園
街」，重現其時煤氣公司寫字樓、
教育司署、麗花髮廊、利舞台和利
園酒店共存，共帶動一個潮人生活
圈的日子，順便重現對面的前新寧
大廈和酒吧，來一次銅鑼灣還原總
爆發，真正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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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無赦」雖然
不是一句成語，但

在中國歷史故事、章回小說和民間
流行俗語中也有常被引用的。因「殺無
赦」一辭或這三個字一同使用時，
都應該有其本身的特殊意義的。
本山人特別強調這「殺無赦」三

個字一同出現時，的確是有其非常特別
意義的！假如只強調這個「殺」字，而
輕輕地放過了「無赦」這兩個字的
特殊含義，真的是可以引致很多誤
解的！或許讓本山人在這裡再強調
一次，這三個字「殺無赦」必須是
一併使用才能表達出這個近似「成語」
的流行俗語的真正意義的。
或許為了再深入了解這個「辭
語」的真義，讓我們先行將這個
「殺無赦」中的「殺」字，先拆出
來分析一下，「殺」字在古時的用
法可能是指「殺人」或「殺雞」等
不同的動作；但在「殺無赦」三個
字同用時，卻是指經當時的官吏在
審判一些犯人時，因證據充實，例
如有人證、物證等，才判決這個犯
人是觸犯了一些極為嚴重的罪行而
被判處「極刑」的。在當時可能是
指「斬首」、「上吊」甚或「凌遲」或
「五馬分屍」等甚為殘酷的刑罰。總
而言之，就像今天經「法庭」裁決
而判定該犯人必須處以「死刑」一
般！今天當然沒有「斬首」或「殺
頭」這種刑法了，都改為較先進而
科學化的處理方式的了。
但「殺無赦」這三個字是必須一同
使用的。換句話說，「殺無赦」是比
「殺」嚴重的。大意是這個「極刑」是
必須執行，而無論誰人也不能赦免這

個犯人的刑罰的。例如，在古代流行
故事中，當包公憑其聰明智慧，加上
其助手的官員又搜集了足夠的證據，
例如人證、物證等，才由包公作出
英明的裁決，但在包公的故事中，
往往有些皇親國戚又可以利用他們的
身份，向皇帝求情，由皇帝頒下特赦令
而獲得釋放的。
但假如包公亦知道有這些可能

時，為了要履行他公正的裁決，包
公可以在判刑時，特別將他的裁決
「升級」為「殺無赦」！那麼，即
使是當時的皇帝，雖有挽救親信之
企圖，但因包公已裁定了這個犯人
是「殺無赦」時，即使皇帝出面，
這個犯人也是不能赦免的！表示這
個犯人已被證明犯了極嚴重的罪
行，而且更聲明是「殺無赦」的，
即表示這一定是極刑的死罪，而且
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推翻他的裁決
的。所以，才頒下這種「殺無赦」
的懲罰！即表示了這個犯人所犯的
罪行是絕對不能被赦免的。這就是
「殺無赦」的真正意義
由於「殺無赦」這三個字最近也引
起報章的大篇幅報道，但有些人卻誤
解了「殺無赦」的真正意義，反而去
報警求助，甚或要在法庭內解決，又
利用那個「殺」字去大做文章。「殺
無赦」這一辭是因最近在議論提倡、
宣揚或進行「香港獨立」時應屬何種
罪行而引發起來，究竟散播「香港獨
立」的意念或暗地裡進行籌備「香港
獨立」的行動是犯了何種罪行呢？這
當然應該由香港的法庭去處理；但在
收集證據或捉拿疑犯時當然是由警務
處為首去進行的。

花好月圓人壽。又到一
年一度中秋節，正是才子

佳人百年好合的好日子。城中交遊廣闊的
人為出席喜慶宴會忙得不亦樂乎。
有香港警花之稱的陳鳳芝，是芬姐的契

女。芬姐推薦她參選香港小姐並喜獲亞
軍，其後她拜擅唱藝術歌曲的鮑老師學習
聲樂及發音，轉入娛樂圈。
日前鳳芝與富商曾送有結婚，假香港半

島酒店宴會廳舉行婚宴廣宴親友，華貴隆
重而又溫馨，好不熱鬧。婚宴上少不了男
女主角新郎及新娘致謝詞。新郎曾先生語
多風趣幽默，坦言他擅長跑，用了17年的
時間作馬拉松式的長跑才追到港姐，今日
喜獲良緣。新娘鳳芝小姐人靚聲甜，最是
有感恩之心的佳人。當晚她的女家席上除
了她的母親及女家親友之外，還邀請了她
的契媽芬姐和鮑老師以及老朋友張人龍夫
人。張夫人由其兩位愛兒陪同赴宴，張人
龍的愛兒張德熙博士是金銀業貿易場的理
事長。張德熙博士在金融界無人不識，在
電視上經常出鏡，是香港名流之一。張德
熙博士為金融界特別是香港的黃金業出謀
獻策，為業界提升地位，貢獻良多。
婚宴主人家將一班老友記放在一起，大

家喜相逢，話題多多。張德熙博士向賓客
介紹芬姐是他們張家的世交，他從加拿大
學成返港便見到芬姐，可以說芬姐就是看
着他成長的。芬姐笑答道：「是啊！我看

着張博士大，但沒有看到他『壞』，只是
看着他成長為社中人龍，人人敬仰！」好
聽的說話不妨多說，尤在喜慶宴會場合，
多說又何妨呢？新娘子鳳芝嘴如其人，甜
上加甜。她在致謝詞時對全場親友介紹出
席婚宴的契媽芬姐，大讚芬姐之餘，還道
出她一番感恩的話，細數當年芬姐推薦她
參選港姐，最重要的是教了她很多做人的
道理，終身受用。逗得芬姐開懷不已，感
動得很，忙起立向在座親友鞠躬答謝，並
祝一對新人千里共嬋娟。
芬姐與聲樂家鮑老師並肩而坐，人說

「三個女人一個墟」，而今兩個女人也像
一個小墟，閒話家常。鮑老師是個非常直
率堅強的女人，今年74歲的她看起來像一
位甲子之年的漂亮女人。鮑老師說道做人
要豁然開朗，不要太計較，人生七十古來
稀，今天不知明天事，有快樂是得快樂。
鮑老師面帶笑容，從容地談她自己的故
事，旁人聽來彷彿她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一
樣。她告訴芬姐，她已做了四次手術。她
用手摸一摸肚皮道：「我患了癌症，而且
身上的癌症在移動，醫生對我說，我的癌
症已是第四期了。」芬姐聽着有點惋惜。
鮑老師還說到：「我家住在何文田，還有

一位90多歲的老媽子，住在尖沙咀。每日
我都從何文田到尖沙咀探望我的母親，風雨
不改。」芬姐對面前這位堅強、孝順又偉大
的老師肅然起敬，再三點頭，點讚。

適逢中秋佳節，未知明天的月亮會
否為烏雲遮掩？抑或皎潔地高掛天空？

忽然想起一位交往了幾十年的老朋友，之所以想起
他，是因為他當年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中學任教了
一年，那一年剛開學不久，正值中秋節，他便在作文
課上出了個作文題目：中秋月。收齊作業後，第一篇
他看到的，是學生寫的第一句，是「月兒像檸檬，高
高掛天空。」他就問學生，看過像檸檬的月亮嗎？學
生搖頭，他便問，那怎麼會想到像檸檬的呢？學生
說，是從國語流行曲那裡聽來的。
他於是嘆了一口氣，再問學生平常有看金庸的武俠

小說或者瓊瑤的言情小說嗎？學生又搖頭，說自己不
看小說。我那位老朋友於是了解到，學生中文水準差
的原因，就是連小說都不看的結果。其實，月兒像檸
檬的歌詞，指的是黃檸檬的顏色，沒有寫出顏色兩個
字，讓人誤會指的是橢圓形的檸檬。如果學生寫的是
一輪像橙的月亮，緩緩自東邊升起，又會怎樣？我記
得有一年中秋前夕，八點多時，我乘搭渡輪從榕樹灣
返回港島，從船上便看到橙色的月亮，掛在海怡半島
的高樓上，美得很。當月亮升到半空時，橙色就消失
變成皎潔的亮白。所以說，月兒像水果，看來都是指
顏色而已。檸檬形狀的月亮，我還未看過。
中秋節，相信很多人想起的是蘇東坡那千古一問：

明月幾時有吧？他追問的對象自然是感懷滿腔的文
人，如果他問的是現代的科學家，答案就不會是但願
人長久的慨嘆，而是科學角度看月亮──時時都在，
只是有些地方的人看得見，有些地方的人看不見而
已。這幾天的夜裡，記得搬張「床」到室外，看看那
「床」前的明月光。唐代的床，有一說是指摺椅。

內地「十一黃金
周」，也是各地旅遊

界做生意的黃金機會，同時也是各
類潛在問題爆發的時候，例如國慶
中秋長假廣深高速部分路段交通陷
入癱瘓狀態，過萬名香港旅客行程
受影響，過百班港粵直通巴士的生
意受影響。平日幾小時的車程變成
十多小時，令港粵居民及相關業界
都困惑。路就一條，要減少車流就
鼓勵內地居民使用各種交通工具。
深圳塞車香港人受影響，反映了粵
港發展已經到不可分割的地步；香港
旅遊業生意難做，為了降低團費，有
大量旅行團改由深圳口岸出發，包括
深圳機場搭機往外省，深圳搭旅遊車
到珠三角。廣深高速陷入癱瘓港人受
困擾，港商生意受損，所以建設港珠
澳大橋，實行高鐵「一地兩檢」根本
就是無可置疑的事，不要老是以為
「益」了內地。那些目光如豆的議
員應該睜開雙眼看清楚，未來乘高
鐵前往內地的人肯定增多。一個地
區要發展，思維不可以自私自利，
請別拖香港後腿了。
旅遊是無煙工業，是能夠牽動多
個行業的火車頭，正如習主席所講
守住綠水青山就會帶來金山銀山，
上天大自然賜予的自然景觀，老祖
宗留下的歷史遺產是非常好的本
錢，若加上每一代人的發掘和創
造，慢慢累積豐富資源形成生生不
息的行業。周前隨旅業界到遼寧省
瀋陽市出席「美麗中國——樂遊遼
寧 不虛此行」宣傳推廣活動暨遼港
澳旅遊交流合作大會，會上遼港澳
旅遊部門各自推介，高下立見。
當見到香港旅遊發展局只花了很短
時間進行推介，放一條片和旅發局放

在電視台播放的宣傳片差不多，介紹
維港，介紹每月搞什麼活動就完
結，毫無吸引力，連司儀也沒法替
你美言，作為港人簡直汗顏。
澳門旅遊局推介澳門的旅遊最新發

展情況，有數據，有酒店數目，有最
新景點，最新旅遊設施和產品資料，
在場人士立即感覺到澳門的活力，積
極進取！加上旅遊局長文綺華與旅遊
業界代表一齊參與全程體驗，港、
澳、東南亞的旅遊業者都讚賞，所以
未來的合作效果肯定勝香港。
香港推廣做法明顯落後於人，難怪

香港業界都在怨港旅遊行業一直自生
自滅，從沒人關心他們的困境。目前
香港的遊客以自助遊為主，小型旅行
社做地接的生意難做，政府政策上
再不配合，真的要消失了。
撇下扶持行業問題，單是旅發局這

宣傳方式已「死」得，據悉旅發局每
年花在一次性活動及海外宣傳廣告的
錢不少，但這些真的能吸客咩？你會
為一個沒有特色的活動去一個地方
嗎？靠吃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老本
救不了你。香港歷史古蹟特色建築
物，科學館、海防博物館、名人故
居、藝術畫廊等等為何不列入推介宣
傳？翻看旅發局網頁，發現他們向莫
斯科、聖彼得堡及海參崴、印度推廣
香港旅遊時，有「舊城中環」五條主
題漫步遊路線推介。走進小街巷弄欣
賞街頭藝術，展現香港道地色彩。為
何在內地沒有介紹？難道中國內地遊
客來港只想購物，吃東西嗎？非也，
只要你訪問年輕一點的內地遊客就知
他們其實很希望體會老香港，東西交
匯、華洋雜處的情調及離島風情，掌
握不到這些資訊是旅發局某些人「離
地」。

發掘資源才能救港旅業

前天慶祝國慶，移居加國的
有心人梁燕城博士專程從內地

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舉行祝禱大會祈求我們
的中華民族，國泰民安，繁榮昌盛，人們心中
那些「愛」的種子繼續茁壯成長……
實在藏在梁博士的內心有個遠大的目標「我

要幫助祖國母親」，他是著名基督徒，風趣幽
默的傳道人，中國哲學家，加拿大電台時事評
論員，曾幾何時本港電台以一百二十萬年薪挖
他回港主持節目，他不想為了金錢收入，為了
討好社會氣氛而作出反政府言論，他婉拒了，
這節目便是後來的「風波裡的茶杯」。
為什麼一顆愛國情懷竟又移民外地？「我的

父母是內地知識分子，吵架也用英文的，無奈
受到文革衝擊，他們逃到香港，父患上精神
病，靠母親工作養活一家。我自小對人間疾苦
感受頗深，我開始接觸佛教，十五歲我開了天
眼，感到與天地宇宙渾為一體。後來遇上了中
文大學唐君毅大師以及甚有學問的基督教徒，
將我帶領到認識耶穌，走上了通往上帝的路。
我修讀神學後，再到夏威夷研究易經和中國儒
學，取得了哲學博士，輾轉有機會到加拿大工
作，也就留在彼邦，以一位外面人的身份去關
注中國，可能比在香港更為方便適宜，我相信
這是上天的巧安排。」
1993年梁博士開始到內地大學作交流，目的

只是宣揚仁愛正義思想，特別讓新一代明白
「愛」可以改變世界，而非鬥爭。為什麼在
1994年創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擔當院長，
開始推動中國農村助學計劃？「那個決定全因
那一次，有一位教授介紹認識一名有錢人，在
辦妥助學事宜後對方提議唱卡拉OK，我迫於
奉陪，原來有女孩伴唱，我第一時間勸她不要
再幹此等讓衰男人非禮自己的工作，返回學校
讀書，女孩哭了，她就是沒錢上學……」
此事激發起梁博士助學之心，要奮力拯救這

些無助的孩子，那次他嘗試幫忙，跑到偏遠的
山區向數十名貧窮學生每位派上一百元資助
金，孩子們都激動得哭了。博士再挑選幾位最
上進的繼續助學，請他們吃飯，那盤雞上桌，
孩子又哭了，他們從來沒吃過雞。
席間梁博士提醒同學，「我們本來都不認

識，但我們愛你，要相信愛是宇宙真理，他日
服務人群也要做好人，甚至做好的官員。」
由2001年起，這十六年間研究中心不斷籌

款，籌多少捐多少，真正捐助了一萬七千多的
人次，現在國家日益壯大也開始接上教育步
伐，博士相信五年後便可功成身退；但，我肯
定梁燕城博士那顆熱熾無私的愛國心將不會減
退，因為他一直提醒大家，中華民族經歷太多
苦難，也曾經不懂事出過不少錯誤，我們要取
笑它，還是要幫助自己的國家？

明天是人月兩團圓的中秋，這個國慶中秋黃
金周我選擇到內地感受這份喜悅，我入住了杭
州附近紹興的會稽山陽明酒店，這片土地是水
鄉酒鄉橋鄉和文化之鄉，也曾留下李白、杜
甫、大禹的足跡，享受着這片綠油油高爾夫球
場的草地，看見由大阪用兩小時飛過來度假的
日本遊客，我們的國家在傷口中走出來，一步
一步與世界接軌，逐漸由粗糙走向輝煌，我們
可有盡過點兒力量？中國加油！中華兒女加
油！讓國家更富強更有愛！

梁博士助學之心全賴「愛」

神奇的「報喜」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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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去年買的房子是一套舊的複式樓。當
初看中這套二手房，不是圖便宜，而是因為
一樓帶有面積不小的院子。尤其是小院裡那
兩棵高大的石榴樹，其中一棵石榴樹的樹杈
間居然搭着喜鵲窩。四月榴花初綻，紅紅火
火，舉頭又聞鵲喜，更添神韻。好感頓生，
心中歡喜。我問原主人︰「窩裡有喜鵲
嗎？」回答說︰「出去覓食啦！」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房子成交。房產證到

手後，我們開始裡裡外外大裝修。我很想和
喜鵲們先照個面，讓牠們知道我是新來的主
人。於是，踩着裝修師傅的梯子，趴到喜鵲
窩邊看了看，裡面枝枝杈杈，根根直立，根
本沒有厚厚的泥土和軟軟的羽毛，分明不像
個住過鳥的巢穴。後來聽鄰居說，這個喜鵲
窩是臨時搭建的，是原主人為了讓房子盡快
出手，採取的一個計策。我懷疑這家主人讀
過《三十六計》，這一招就是著名的「無中
生有」吧？
喜鵲是人們心目中的吉祥鳥。牠象徵吉

利、好運、喜慶等。賣房者善於剖析買房人
的心理，隨便搭個喜鵲窩，就讓買房者認定
此處是福宅。我感到失望的同時，亦覺十分
好笑。老公說︰「既然沒有喜鵲，就把這個
假窩拆了吧！」我說：「拆吧，喜鵲是勤勞
的鳥兒，最喜歡自己搭建巢穴，像這種故弄
玄虛的彫蟲小技，牠們是不屑一顧的。」我
這樣認為，也是有根據的。《詩經》有云：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斑鳩不築巢，佔
領喜鵲的巢。喜鵲自己的巢都拱手相讓與它
鳥，說明牠們有非凡的建築才能，那個假巢
牠們怎麼會相中呢？
自古以來，民間就崇拜喜鵲，並且衍生出

了喜鵲文化。老百姓認為萬物有靈，在日常
生活中，人們敏銳地發現常見的喜鵲鳥能傳
達未知的消息。周代師曠所著的《禽經》中
說︰「靈鵲兆喜」，這應該是最早把喜鵲附
會成報喜鳥的書面材料。
到了唐朝貞觀時期，人群中還流傳着這樣

一則逸聞：有個叫黎景逸的人，他特別喜歡

和鳥類相處。有一次，他受了冤枉，被捕入
獄。正在他苦惱萬分的時候，監獄的窗外飛
來一隻喜鵲兒。那是一隻常受他餵食的喜鵲
兒，正停在獄窗外面的樹枝上，對着自己，
喳喳亂叫。黎景逸雖然不明白喜鵲兒啥意
思，但他感覺牠叫得那麼歡，肯定有好事。
果然，當天下午，朝廷派人傳旨大赦天下，
黎景逸很快被赦免了。這件事被人們傳得神
乎其神，說派來宣旨的官員就是那只喜鵲兒
變的。因為那個官員穿着黑色的官服，袖子
是青色的，胸襟是白色的。官服的色彩不正
像喜鵲的花衣裳嗎？
喜鵲能變化人形，這也太神奇了吧？其
實，喜鵲本來就有仙鳥屬性。每年的七夕，
王母娘娘都會命令凡間的喜鵲去銀河上搭成
鵲橋，牛郎織女在鵲橋上得以相會。世上鳥
兒何其多，為什麼單單讓喜鵲來搭橋？民間
有個說法，喜鵲聚在一起，叫「喜相逢」。
牛郎織女好不容易見一次面，不也是「喜相
逢」嗎？
我家有一幅國畫，畫上兩隻喜鵲兒面對

面，站在一樹寒梅枝頭，眉飛色舞，呈祥送
喜。這幅國畫是一位文友畫的，以「梅」諧
音「眉」，叫作《喜上眉梢》。說起這幅
畫，還頗有來頭。我平日裡有個學習習慣，
喜歡每日讀一首古詩。這天，讀到五代時期
一首《鵲踏枝》，雖然是無名氏作品，卻令
我十分喜歡。連續抄寫了幾遍，也就能背誦
了。「叵耐靈鵲多謾語，送喜何曾有憑據？
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
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裡。欲他征夫早
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裡。」喜鵲來報
喜，幾次誤傳消息，令女主人異常惱火，她
乾脆把喜鵲逮起來，鎖在籠子裡。他的丈夫
忽然回來了，女主人頓時喜出望外，把喜鵲
放出籠子。受了冤枉的喜鵲終於重獲自由，
飛向青雲。這首詩是喜鵲和女主人的心理活
動描寫，格調清新，詼諧有趣。
我把這首詩發朋友圈。有位點讚的文友

詩、書、畫皆通，我知道他酷愛畫國畫，有

一搭無一搭地問：「給我畫一幅《鵲踏枝》
吧？」文友是實在人，把我的話當了真。半
月之後，我收到了一份快遞，就是現在的
《喜上眉梢》。
作家戴永夏先生寫過一篇叫《喜子》的文

章，發表在《羊城晚報》。這篇文章寫戴先
生一家和一隻喜鵲兒在一起生活七年所發生
的點點滴滴。當初，戴先生投稿給《羊城晚
報》，編輯掃了一眼，就把紙稿扔廢紙簍
裡。隔天，這個編輯看到廢紙簍的紙稿，覺
得這樣扔掉不妥。拿出來細看了一下，立刻
「驚為天稿」，決定刊發。戴先生筆下的喜
鵲叫「喜子」。喜子活潑可愛，略通人性。
牠喜歡藏東西，把鑰匙藏起來後，看到主人
在尋找，牠立刻「高空拋物」，讓鑰匙落在
主人眼前。喜子還學着打電話，親朋好友往
家裡打電話，經常打不通，原來是喜子在練
習撥號呢……喜子是由一隻受傷的小喜鵲養
大的，牠和戴先生一家感情深厚。我多麼希
望自己也擁有一隻喜鵲朋友啊！在公園玩，
我嘗試着靠近喜鵲，希望彼此熟悉了，牠跟
隨着到我家當貴客。可是，每次離喜鵲還有
幾步遠，牠就飛上枝頭，離我遠遠的。
我曾經看到一則「女子成喜鵲達人走紅網

絡」的消息。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有位
女子愛喜鵲成癡，每天花大量時間和喜鵲們
玩，並且玩出花樣，把照片貼到臉譜網，關
注度頗高。這些喜鵲和該女子熟悉了，儼然
就是好朋友。牠們無拘無束，想在花園就在
花園，想在屋裡就在屋裡。
看來，喜鵲喜歡和善待牠的人玩。為了吸

引喜鵲們到我家，我心生一計。我把大米粒
撒在我家的陽台上。果然，天隨人願，喜鵲
覓食，常常來我家院子裡。每次吃完米粒，
牠們飛到石榴樹上歇息，時而歡唱，給我家
帶來了喜氣洋洋。「好鳥枝頭亦朋友」，雖
然沒有零距離接觸過這些可敬的喜鵲兒，看
到牠們時常盤旋在我家，心情也是格外愉
悅。但願有一天，牠們在我家的石榴樹上搭
建一個真正的鳥巢。

■梁燕城博士讓新一代明白「愛」可以改變世
界，而非鬥爭。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