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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到的問題
多年來不同老闆
提出的問題，我都

能勉強應付，惟有一條沉吟良久答
不到，就是老闆有次閒聊問：「一
人上街吃飯，你會去哪家餐廳？」
當時答不到，現在也答不到。
一人在外用膳常有，當然也有慣
性去的餐廳，但說是「心水」、很
期望的話，也夠不上。優質餐廳很
多，問題是一人食，太豐盛的話，
很浪費，不如約齊朋友才去享用；
茶餐廳快餐店我也去，貪簡單便
宜，不過還是太油，食材也脫不掉
那陣「雪」味，少吃為佳。
其實一人外食，我最怕是獨佔二
人或四人桌，生意好的話，四周食
客和侍應眼望望；去大眾化食肆則
可胡亂搭枱，卻太擠太俗，沒個人
空間。
最好還是利舞臺的無印良品，中
間放張長方大木桌，跟朋友比鄰而
坐可以，一人坐也可以，可羣可
獨。又如漫畫《深夜食堂》那樣，
對着店主，三面圍坐也不錯；一人
客可完全放鬆，若要搭訕，或拒絕
搭訕，也都舒服自然。

待好不容易找到心水餐廳了，但
口碑一好就遭業主狂加租，兩三年
又執笠，或搬去租金便宜的不知哪
裡，辛苦找到時，已不復以前味道
和感覺，正是回頭已是百年身！我
相信餐廳的「地」和「味」是一體
相連的，外食是個整體經驗，不能
說廚師不變，菜式不變，只是店搬
了，就一切一樣，當然不是一樣！
這才是百年老店的值錢地方。如果
百年老店也是三年兩載、每張租約
搬一次，還有什麼意思？
專寫京都生活的作家壽岳章子，

在其「京都三部曲」的《喜樂京
都》中，寫盡她心愛的京都老舖，
動輒承傳二三百年，如京菓子店、
醬菜店、照相館等。但連她也慨
歎：「許多老舖都正面臨着艱難處
境。在材料和繼承者這兩方面都出
現問題，或是像西陣附近，四處都
被炒地皮的業者搞得七零八落，好
像缺了牙的牙床一般。於是一貫作
業中最要緊的部分失落了，並且由
此為開端，連帶不斷的崩壞下去。
這種情況時常發生。」京都尚且如
此，香港還能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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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拿起筆想寫
這條題目時，都因

難以簡單文字表達「會議規則」的
精華而放棄！但因看見很多尊貴的
議員們在「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
會」開會時要強行入內「旁聽」不
果而「示威」，並說出「任何會
議」沒有規定不得旁聽便任何人也
有權入去旁聽的「言論」，使人發
笑！
而採訪的記者大哥們又馬上將這
些「新聞」出街，可能又誤導了市
民大眾以為示威者是合法的了。起
碼隨後也應該到秘書處查詢該會是
否不准旁聽或什麼情況下才可以入
內旁聽呢？例如獲得該會議的主席
特許的話，俾眾周知。
說起會議規則，根據崇基求學時
的老師曾昭森教授教導（註︰曾昭
森老師曾以「雲姐姐」筆名出了很
多兒童雜誌和文章；而曾老師對會
議規則也是高手）！他曾教導我
們，要研究會議規則必須先閱讀一
本由Henry M. Robert寫的《Rob-
ert's Rules of Order》學起；這本
書是經這位羅拔先生於1876年出版
的，後來經他媳婦 Sarah 及孫兒
Henry M. Robert III再加以演繹，
一共出版了二百七十五萬冊了，世
界上很多國會及重要的議會均以此
書為參考書而制訂會議規則。曾教
授又提過，我國推翻帝制後，也曾
有人出版了一本《民權初步》，也
是受這本書的影響而出版的。
回到香港的情況吧！英國管治香
港時，當然已訂了詳細的立法局會
議規則；但回歸後有沒有修改則不
得而知！而且港英時代的市政局和
區域市政局也出版了該兩局的會議
規則，本山人也有機會拜讀之，其
中有一條規則是很有趣的，大意
是︰當主席站立起來時，所有議員
立即不得發言。但主席當然可以發
言啦！待主席坐下，再指示某議員
可以發言，會議才能繼續議事的。
本山人也曾獲選擔任西貢區議會
首三屆區議會的主席（1985-1994

年），據悉，也甚獲好評。因為除了
會議必有決定之外，每次會議必能準
時於十二時三十分左右散會；然後共
進午餐。主要是因為本山人曾得曾教
授指導及經歷崇基學生會的磨練，四
年級時更獲選為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後來加入青年會工作後，也是三日一
小會，四日一大會的，總之，工作和
開會是沒有間斷的。
回想在崇基讀一年級時，已看了

一本書叫做《Committee》，即委
員會或議會，該書介紹參加議會是
今後生活之所需，因為凡事講民
主，於是無論大事、小事甚或無事
(講笑)也要開會決定，所以，必須
學會開會的本事，簡言之，人生必
須懂得「開會」。懂得如何選主
席，如何發言等等。當然也離不開
「少數服從多數」的總原則。還有
一件很有趣的發現，為什麼我們都
稱「反對派」為「左派」呢？原來
過去（早期）很多會議中，反對主
席的委員均選擇坐在主席的左手
邊，而主席的擁躉必坐在主席的右
手邊，於是主席便清楚誰是自己
友，誰是反對黨了。
環觀今天的議會，有極少數的議

員可能也未曾細心讀過有關會議規
則，從他們的發言方式和態度而
言，當然也有可能「扮」唔知，但
主席應該制止他！主席之中，只有
陳健波主席是稱職的。他的聲線
好，說話清楚，反應迅速，也懂得
履行及運用主席的權力，認真應該
嘉獎！有些主席以「中立」為名
義，放棄自己投票權利，而最「陰
功」者，是這類主席連自己當選主
席的決定權一票也放棄。即主席投
票後，假如票數相等，主席還可以
再運用主席權力，投下決定性的一
票！
總而言之，目前任何團體均以開

會決定會務，但如何去運用開會規
則或主席個人意志去操縱那個會議
而達到主席或主席背後手持指揮棒
高手的目的，實在是一門非常高深
的學問。

我們偉大的祖國邁向新
時代的征途，不忘初心。

在中共十九大會議中，全票當選連任總書
記的習近平，深得民心。他尤其關注聚焦
為香港發展指明方向，我們身為香港人，
當然非常興奮。
特別是最近新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和新

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先後公開大談
香港在國家大格局中的新定位。事實上，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把「一國
兩制」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結
合在一起，將香港高調提升在國家的發展
層面中。
張曉明主任及王志民主任高調呼籲各

界，積極研讀領會十九大報告精神，熟悉
十九大報告的深意和內涵，為自己，也為
社會發展獲取紅利。事實上，香港融入國
家大戰略，而香港由新特首領導的新政府
新角色，從特首林鄭月娥首個施政報告中
看到，明顯香港未來發展多會與祖國戰略
相融合。例如將發揮香港本身的優越性，
發揮香港在「一帶一路」的作用和「粵港
澳大灣區」自由貿易協定和金融科技的融
合。我們相信，如此一來香港將確保「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正欣逢回歸20周
年，不忘初心，奮力再出發，香港的明天
將更好。
其實，內地企業及內地同胞深明國家對

香港的新定位，必將為香港帶來巨大的利
益。因此，香港人口中所謂「北水」將如
東江水滾滾而來，香港股市像隻「慢牛」

一天一天上升。而上周擾攘已久的中環中
心商廈終於以四百多億成交，創下香港商
廈歷史新高價。追查買家到底是誰？正如
眾所料，當然是內地資本進入香港，擇優
投資達成新坐標之夢想。一石掀起千重
浪，本已正在高峰的房地產更增上升動
力。雖然特首林鄭和屬下有關官員，都在
千方百計為上車人士出謀獻策，然而難處
可真不少。對於青年人來說，要置業上車
真是一件不易事。
眾所周知，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是社會

的希望。當然，也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所
在。愛護青年之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
合表示對青年的關懷和希望。在黨的十九
大報告中更強調：「青年興則國家興，青
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一代代青年的
接力奮鬥中變為現實。」習總書記語重心
長，對青年勉勵的話，就連我這個老年人
也深受感動，頗受領悟。
希望青年人，特別是香港青年人對習總

書記的勉勵語要好好感悟，要與全體各族
人民一樣，將個人發展與國家發展連合同
步。將個人的夢想融入中國夢，努力奮
進。我們在國家復興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支持香港青年，更要支持「一國兩制」，
遵守基本法，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
變，香港與祖國同步，在新的征程上昂首
闊步走！

俗語說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只是現在
的過街老鼠，在晚上出沒時，民眾都好

像見怪不怪了，別說喊打，根本就視而不見。前陣子更
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居然有人專門去把乾淨的食物帶到
坑渠上餵食老鼠，不知是因愛心爆棚，還是覺得好玩試
一試？
老鼠的種類很多，最可愛的，自然是寵物鼠了，最不

受歡迎的，當然是躲在溝渠裡生活晚上就要過街覓食的
老鼠了。寵物鼠，因為模樣可愛，和人親近，所以深受
歡迎，為人飼養最多的，應該是倉鼠，因為倉鼠有近二
十種之多，選擇很多，但最多人飼養的，應該是俗稱一
線鼠的坎貝爾侏儒倉鼠、俗稱三線鼠的短尾侏儒倉鼠，
以及俗稱老公公鼠的小毛足鼠。養倉鼠很容易，因為既
可以餵牠們吃鼠糧，也可以餵以蔬菜，甚至可以餵自己
也吃的生果和堅果。
我讀大學時入住學校的宿舍，宿舍裡的同學每個人都

有個動物外號，但對於剛搬進去的我，不了解我的個性
和什麼動物類似，便以我的姓為諧音，老薛老薛便立即
變成老鼠了。我從前吃飯吃得很快，三扒兩撥便吃完，
朋友不時問我怎麼都看不見我夾菜，我就答說，有人看
過老鼠吃東西嗎？這個外號我打工的老闆也知道，有一
天老闆打電話找我，對接電話那位不知我外號的女同事
說：「叫老鼠聽電話」，嚇得她花容失色。
老鼠在十二生肖裡排名第一，想來在首創十二生肖的

時代，老鼠一定是可愛的動物，不然為何排名居首？而
且從前更有老鼠成親的剪紙和花紙讓大眾購買回家貼在
牆上。周作人更有《兒童雜事詩》說：「老鼠今朝也做
親，燈籠火把鬧盈門。新娘照例紅衣褲，翹起鬍鬚十許
根。」並有註說：「老鼠成親花紙，儀仗輿從悉如人間
世，有長柄宮燈一對，題字曰『無底洞』。」
如果還有這樣的花紙，你會買張回家貼在牆上嗎？

當人人認為香港
樂壇已死了，但我

相信仲有一線生機，因為青黃不接
的原因之下，令到老一輩歌手有機
會重生，在樂壇上再佔一席位！如
我今次要推介的便是從來沒有搞過
個人演唱會的萬能前輩陳欣健
（Philip），他集前警司、編劇、
製片、演員、歌手、電視節目主持
人、晚會主持人、音樂會製作人等
於一身！
由於他在跨界行業的生涯中多番
創下成功的業績，故此陳欣健是香
港的傳奇人物之一。由1963年在普
慶戲院樓上開始夾Band演出，到
現在73歲才決定登上唱歌舞台搞個
人演唱會，作為一個前輩唱歌多
年，同期音樂人個個支持，包括
Anders Nelson、 Christine Sam-
son、Joe Junior等；而年輕歌手也
有梁漢文、Bingo、李思捷、天堂
鳥等。雖然感覺像雜錦Show，但
因為陳欣健是一個真正唱得之人，
所以他做演唱會的吸引力再加上一
些有知名度的嘉賓，在這個樂壇青
黃不接的情況下是會吸引到一班渴
望聽好歌之人得到一場安慰及快樂

的一夜。
事實上，現在的年輕人反而喜歡老

一輩歌手，好像有一次吳岱融到卡
拉OK夾Band唱歌時，隔壁房間
的年輕人看到是他便想加入一齊
唱。可想而知，年輕人對新一代歌
手的態度也不是太欣賞吧！
另一代表也是多人會支持的肥媽

Maria Cordero與李麗霞（黑妹）
棟篤笑說唱會，肥媽去年講過不再
開演唱會，有感未做過棟篤笑好想
挑戰，叫觀眾帶備紙巾兼着尿片以
防笑到流眼淚和瀨尿。似乎近年演
唱會賣得門票的也會是一些真正唱
得的老前輩唱家班了。

陳欣健搞個人演唱會

錄音室內是一位快樂的母親
殷太Maria，在外面控制室不斷

爭取時間練習小提琴的，正是她那位斷臂的大兒
子殷兆基（Adrian），他也是世界古典音樂界中
的明日之星。Adrian能夠成為著名獨臂國際級小
提琴家實在遠遠超越了Maria的想像……Maria
生下了三個特殊的孩子，斷臂，語言困難，專注
力不足等，但她都見招拆招地領着孩子邁步向
前，創出光芒燦爛的人生。
「人生中的一切都出乎我所料，當年十七歲我

肥肥大大，人家以為我好食懶飛，我對自己也全
沒信心，媽媽卻不同意，她不斷提醒我好聰明，
我做得到，她答應給我到外國留學，到埗的那一
刻我就如發完了夢，脫胎換骨的什麼也懂得去處
理，其實我就是要證明媽媽所說的話是真的 !」
Maria不斷強調母親給予她第二生命，非常重
要，「媽媽是一個很會愛的人，她經常提醒子女
別對自己不好，請不要怨恨這個世界，否則你就
輸了，因為外面還有很多好人好事等着我們去發
掘。」
對於Maria來說，人生中最大的挑戰莫如34

年前初為人母誕下一位沒右臂的Baby，「我驚
訝，更替媽媽悲傷，第一位孫兒竟遇上這樣嘅問

題。難忘記當她從香港飛到多倫多，抱着乖孫那
種如釋重負的表情，說，我以為什麼大件事，只
是這樣罷了？現在科學昌明，他日的事也說不
來，她買了一個噹噹掛在小手臂上，提醒這邊的
肌肉也要運動，媽媽就是一個這樣樂觀的人。」
Adrian五歲也不懂說話，Maria自言比斷臂還

要擔憂，因為說話影響溝通和學習。實在兒子也
非常沉默 ，經常從學校回來發現右邊的衣袋被
人放滿泥沙。「我沒有想太多，有事的孩子和普
通的孩子的父母都是一樣非常忙碌，我沒有時間
特別想像怎樣去救他們，因為孩子會使父母明白
第二步應該怎樣做， 想像大多只是想像，九成
以上都不會出現的，那就太花心神了。我只有一
個想法，就是我的孩子大概會怎樣成長，大概要
對世界有貢獻，但是什麼貢獻我不知道；大概要
與人相處快樂，怎樣相處我也不知道，只是着意
培育他們正面積極的樂觀性情。」
Adrian升至三年班是他們轉運的一年，「老師

要全級一起學習吹小笛，我知道他沒右手做不來，於
是我提議不如改學小提琴，他的右手可以安上小
提琴的弓。當年Adrian十歲，練習了幾個星期
就表演，演出非常成功，才發覺我的兒子有這方
面的天分。Adrian開心了、開朗了，小朋友知道

自己做得到就會開心，就如開花一樣不斷地開
放，他的信心來了做回一個普通人，旁人可能不
願普通，但，我的孩子可以普通我已心滿意足。」
Maria可有埋怨過上天給她三個孩子的考驗？

「我沒有，他們都長大了，吃過很多苦頭依然走
向正向人生，這是我的福氣，每一次他們得到了
成績，我都會讚美一番，因為孩子每一次成功都
是他們的第一次，應該加以讚美。我從未怨過上
天 ，我只傻傻的問過天主，我這樣的一個人，
竟給我這樣的重責，如果有什麼事，就是祢的錯
了。我算很夠運，我也有一個很懂畫畫的丈夫，
我常鼓勵他追夢，工餘之時深造畫畫，在他的作
品裡我聽到了音樂，聽到三個兒子彈奏的樂章，
我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幅美麗的畫作……」
到底一位成功的媽媽有什麼特質呢？就是給孩

子足夠信心守住心中的夢想，走好腳下的路，
Maria都一一做到，甚至
發揮到丈夫身上，所以
各位姊妹別看輕自己說
的每一句話啊！

快樂的母親——Maria

清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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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健早前為個唱舉行記招，
Bingo成員現身偷師。

「藝術家都很清高的嗎？」提問題的人一
臉認真，不是玩笑，也不是嘲笑。不久前有
個網上出售及拍賣藝術品的公司老總通過一
個朋友和我聯繫，打算把我的圖畫當成他們
的商品。
我答應先和老總見面閒聊。藝術品公司一

共來了三個人，可見他們對此事的認真看
待。說幾句話發現大家竟然是同鄉，接下去
的聊天氣氛融洽和諧，飯後甜點時，他們忍
不住了，問「畫家是不是非常排斥商人？」
原來他們「曾經找過幾個畫家，但那些畫

家都沒有反應。」老總一副不理解的表情
「你知道嗎？他們甘願自己把畫帶到美國歐
洲等地，然後賣不出，又扛回來，就是不給
我們上網售賣。」老總的副手也非常一頭霧
水的模樣「他們這樣辛辛苦苦地帶來帶去，
不會太麻煩嗎？」我只是微笑，沒有回答。
他們自己回答「我們太不了解畫家了。藝術
家都很清高的嗎？」
其實不管是什麼專家，都是一個人，人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些畫家究竟基於什麼原
因不把畫交給藝術品公司，外人無法了解。
但我也聽說過不少畫廊和藝術品公司，賣畫
之後，收到錢卻遲遲不給。有些甚至在說好
的折扣之外，再要畫家又扣多些折扣才願意
付錢。整個藝術市場就瀰漫着這樣不成熟的
氛圍。遇過太多「不講口齒」的畫廊令畫家
對畫廊存有戒心。圖畫賣不出，畫家沒收
入；圖畫賣出去了，畫家卻收不到他要的價
錢。許多畫家有苦沒處訴。因為好多畫廊老
闆覺得，畫畫太容易。不過就隨便拉幾筆線
條，彩幾個顏色，便可以賣個幾千幾萬，天
下間還有比這個更好賺錢的事兒嗎？
令人詫異不解的是，畫畫如此簡單，收入

這麼好，為什麼大家不都來畫畫呢？日本有
個畫家，畫了三顆豆，定價60元。一個商人
看見，指着三顆豆子笑問：「一顆豆子值20
元咩？」按這計算法，20元可以買很多很多
豆，還有誰要三顆豆60元的畫呢？
中國也有一個在繪畫圈流行的故事，至今

未知真假，卻一直在流傳。齊白石要買白
菜，把自己畫的一幅白菜拿到門口，跟賣菜
的小伙子說，「交換你一車白菜吧。」在畫

家眼裡看來，自己吃虧了！賣菜的小伙子回
答「你以為我是傻的嗎？」小伙子的理由也
同樣是我吃虧了「我一車好好的白菜，換你
一張紙的白菜，你那白菜能吃嗎？」看比吃
更重要麼？當然。小伙子和群眾都一樣這麼
想。這牽涉到身體和靈魂的問題了。商人的
眼睛看見身體，藝術家心裡要求靈魂。看見
和欣賞是兩回事，而且距離遙遠。
兩個永遠無法溝通的行業，走在無法對接

的平行軌道上，但兩個行業必須設法互相結
合，才能夠讓圖畫從藝術家手上走到收藏家
手裡。當社會愈來愈繁榮，愈來愈進步，許
多人家裡開始掛有圖畫。不過，更多人沒有
注意到一個很細的小節：「掛什麼樣的畫，
代表這一家人的審美品味和文化層次。」
有的朋友看見藝術家的作品，「哎呀！哪

有這樣貴？一幅畫要幾千幾萬？」他說的是
實話，因為「我去中國旅遊，在某個觀光景
點，買了兩幅又大又漂亮的畫，一幅是金碧
輝煌的牡丹花，還加兩隻長尾巴的長壽鳥，
另一幅是九如圖，水裡有九隻金光閃閃的鯉
魚在躍龍門，也才不過人民幣300元。聽好
了，是兩幅300元，一幅150罷了。」而且還
連裝帶裱，回來往牆上一掛，馬上就可以補
壁。另有喜歡油畫的朋友去印尼有「詩之
島」、「花之島」之稱的峇里島，「我在路
邊買一幅美美的油畫，畫家用很多顏料哩，
畫得很厚的顏色，鮮艷搶眼，才 60元馬
幣。」這些中國畫西洋畫，一懸掛上去，奪
目耀眼，誰進來你家誰都會看見。
本來購物，或對圖畫的選擇就是蘿蔔青

菜，各有所愛。不能強人所難，也無法強人
所愛。你把黑白灰當成冠軍選擇是你的事，
他愛金碧輝煌金光閃閃，是他的事。沒有對
錯，只有高低。這高低還要看站在哪個立
場。愛金色覺得金色發亮真漂亮，愛黑白覺
得黑白出色真好看，說到底，考的是各人的
審美眼光和文化品位。
儘管眾人公認今天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培養對美的感受能
力，卻不是一朝一夕。說難其實並不太艱
難，主要通過提升人文修養來培養審美能
力。最基本的功夫就是閱讀。倘若說今日商

人不讀書，那也不正確，為了企業生意，他
們不得不投入時間閱讀更多商業知識，就是
和如何感受美劃不上等號。再加上畫廊多是
為賺錢而開門，畫廊主人在游說收藏家買畫
時，很自然站在商人角度講賺錢事，往往把
藝術品拍賣的紀錄一再重複。「徐悲鴻有一
幅《九州無事樂耕耘》分別在1996年、2004
年、2011年創造了他個人拍賣最高紀錄，價
格由 192.5 萬元到 1,705 萬元，再到 2.6 億
元。」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創造新高，聽起
來收藏藝術品就是有賺大錢的可能。
如果一個徐悲鴻還不足以讓收藏家亮了一

雙眼的話，還有那人人都聽說是藝術市場充
滿奇蹟的2016年。中國保利拍賣拍出了三件
億元作品：「傅抱石的《雲中君和大司命》
成交價是2.3億；齊白石的《咫尺天涯—辛未
山水冊》以1.955億元成交；張大千的《瑞士
雪山》的成交價則是1.6445億元。」這些紀
錄在網上也有得查看，畫廊主人並沒有說謊
或誇大。
畫廊主人為了推銷圖畫，他沒有錯。我從

來不曾也不敢歧視或輕視商人。社會需要商
人，我贊同，我更喜歡欣賞文學藝術的商
人，扮演橋樑角色的他們，是把藝術家和社
會連接在一起的中間人。畫家期盼的是，畫
廊主人不要只灌輸金錢觀念給收藏家。收藏
家若不提升欣賞層次，每一幅畫只看錢生錢
的份上購買，最後也淪落為一個普通商人，
昂貴的天價收藏品一屋子都是，沒法說此人
具有文化品位。花大錢收藏的人也許不承
認，但必須聲明絕對不是在罵人，更不敢教
訓人，不過在陳述一個事實。
藝術品公司老總以為所有的藝術家都講清

高，這也是錯誤的看法。社會上什麼樣的人
都有，不否認確實有清高的藝術家。但必須
是衣食住行都不需愁才有清高的條件和本
錢，要清高就不許追求名利，不許為五斗米
折腰，如果每天開門七件事都得承擔，藝術
家還有閒暇說清高嗎？如果我說，藝術家從
來都沒有清高的可能，我不過是在重複黃永
玉說過的話。可能你和范曾一樣不喜歡黃永
玉，但你無法否認，這句話還是深刻有道理
和有深刻的道理的。

■Maria領着孩子邁步向
前，創出光芒燦爛的人
生。 作者提供


